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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贸易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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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未来，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田庆雄的新目标是日中之间的贸易额在近期突破1500亿美元。就此，他认为，在投资方

面，发展重点是扩大交通、通信、电子以及相关零部件产业和中小企业的投资。在贸易方面，日本扩大中国产品进口的重点是，要继续促

进开发新商品和增加高附加值商品。为增加日本对华出口，必须适应中国制造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变化，扩大当地配套比率，进行多样化的

技术合作以及日中共同参与第三国市场。尽管日中贸易已经具有较大基数，但仍然大有潜力。 

  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加工贸易依然是中国对日进出口的主要方式。2002年中国对日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为531.6亿美元，占进出

口总值的52.2%，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为385.4亿美元。 其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给日本对华出口提供了巨大利益。2002年中国关税水平

从2001年的15%下降到了12%，一些商品的配额制度被取消。日本对华出口大幅增长了24.9%，汽车、钢铁尤其明显。结果仅机电产品一项

日本就对中国有17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日本经济尽管尚未摆脱萧条的阴影，但对华投资热再次兴起。国际化经济分工正在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市场不断增强和扩大。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企业和各地方面临三大竞争，即国际竞争、国内竞争、行业竞争。日本企业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

山东省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因为这些地区行政服务好，企业行动积极，市场更加开放。日本对华经贸合作还面临与美洲、欧洲各国之间的

激烈竞争。 

  今后中日经贸合作的前景是否会一帆风顺呢？马秀山认为不能这么说。因为在中日经贸合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存在贸易摩擦。二是知识产权问题，日本企业对盗版和仿造现象意见较多。三是部分日本媒体对"中国经济威胁论"的炒作，但这

并不代表日本经济界的主流意识。我国是外观设计专利大国，外观设计对服装设计的功能，理应成为我国对日出口的添加砝码。如果不在

这方面加强投入，只能挣到一点辛苦的加工费。 

  日本经济界有评论说，中国的工业在过去20年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竞争力仍然停留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上，中国出口的产品主

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和以技术密集型出口为主的日本相比，是机遇而非威胁。关志雄先生说，中国对日出口主要是附加值低的劳动密

集型产品。即便是机电产品，也是日本企业"投资拉动型贸易"中的组装产品。日本有人说中国崛起将打破日本带动亚洲发展的"雁行模

式"，但仔细观察亚洲国家的贸易结构演变后我们发现，"雁群仍然保持着完整的队形"。中国的产品竞争力和日本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差

甚远。这就造成了中国出口"增产不增收"的尴尬局面。尽管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但获得的利润却乏善可陈。 

  关于对日出口。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经商处公使衔参赞吕淑云说，中国企业今后应注意：首先质量标准要更加严格。日本市场对商品

的质量要求非常苛刻。去商场购物往往会看到一件服装上标着"残次品降价"的标签，按中国消费者的眼光来看毫无问题，日本人却会因为

肉眼看不到的一点瑕疵判之为"不合格"。所以中国企业要想扩大对日出口，质量把关必须按日本标准办事。其次是提高产品附加值。以服

装为例，中国产的服装在日本遍地都是，但多数陈列在超级市场，鲜有进入高级百货店的。要打入百货店，就必须提高档次，创造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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