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日元升值经验探索我国外贸结构调整的路径 

文/陈国龙 赵益华 

   一、日元升值背景下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因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变化主要集中在2002年以前，因此文章选择的统计数据截止2002年底。
日元升值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的贸易结构调整内容的重点也不一样。 
   1.1971—1984年日元升值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在1971年12月份的多边汇率调整中，日元由1美元=360日元升值调整为308日元，一举升值
16.88%。其后到1984年，日元虽然在1979、1980年出现过贬值的局面，但总体上是趋于长期升值，
1984年升值为1美元=235日元，比1970年升值51%。 
   2.1985—1995年日元升值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1985年9月广场协议后，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就年平均汇率来看，
1988年与1985年相比，日元升值幅度最大，达86.1%。美国期待通过日元升值来抑制日本的出口攻
势，促进日本扩大进口。。 
   3.1996—2002年日元升值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日元自1996年初回落到1美元=106日元左右的水平后，就结束了继续升值的历史。其后到现
在，日元升值、贬值的幅度基本保持在15%以内，最高升值为1999年的1美元=107.8美元。  
   二、日元升值对日本外贸结构影响的总结 
1.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优化了外贸商品结构 
   70年代以后，日本的出口商品中，食品、原料加工等初级产品出口比重明显降低，而机械、
电子等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也就是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因此，几次日元升值加快
了国内优化经济结构的速度，提升了日本出口产品的结构层次和竞争力，反过来促进了出口贸易。 
2.海外投资优化了外贸区域结构 
   随着日元升值，日本企业在国内进行投资的机会成本势必要增加，由此出现的大量对外直接
投资就会不可避免。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本上是遵循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总结和提出的
“相对优势理论”进行的，也就是日本企业选择那些在本国已失去比较优势或即将失去比较优势的
产业（又称为“边际产业”）进行海外投资。通过资源的整合，企业内部的各道工艺和各种职能在
全球范围内合理分工，实现了“在最适地开发，在最适地生产，最适地销售”。 
3.有助于日本克服资源对外贸发展的制约 
   在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曾多次出现这种情况：经济快速发展→进口资源增多→触及
国际收支→采取紧缩政策→降低经济增长率→进口减少→国际收支恢复平衡。这种循环反复出现的
根源在于资源的制约。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其经济发展建立在进口资源的基础上。日
元升值后，日本以较少的费用便可以进口足够的资源资源已不再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三、对中国的启示 
   尽管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也存在负面影响，但其加速推动了日本贸易结构优化，从而减弱了
货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直接冲击，保持了日本经济的稳定性。日本利用货币汇率变动顺势调整经
济结构的做法，对于我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从长远来看，货币汇率问题，特别
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是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从根本上突破的一个瓶颈。短期内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出口
门槛减缓这种矛盾，但长期来看我们必须面对经济发展中的货币汇率问题。因此，这次人民币升值
压力正是对中国经济以后的发展方向，特别是经济结构的优化问题提供了一个指导性信号。 
   1.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从长期来看，突破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货币汇率的瓶颈需要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也就是提
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高附加
值产业过渡。我国争取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时间内，打造高科技和高技术含量的真正的世界制造中
心，是贸易结构优化的主方向。 
   2.继续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 
   作为一个大国，象日本那样通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来剥离“边际产业”的做法来调整整个
国家范围内的经济结构，不但时限较长，而且难度较大。按照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禀赋论观点，
中国现在以及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劳动力成本低所带来的成本优势是中国所倚重的主要竞争优
势，这是由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所决定的，不能忽视。 
   3.推进“走出去”战略 

 



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获取发达国家最新的技术并应用于企业内其他子公司和部门。在企业内部实
现国际分工，如“在最优研发国家进行研发，在中国进行制造”。这种方式可以使中国产业在较短
时间内缩短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实现产品结构的迅速升级，进而带动产业的结构优化。将
一些“边际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他国。这一环节主要就是将一些成熟技术的产品
向制造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从而通过实现更低的生产成本获得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人民币汇率变动会对我国的贸易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面前，我国可以
借鉴日元升值后日本贸易结构调整的经验，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与附
加值，拓展我国的出口商品市场结构（本文作者陈国龙系浙江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湖州
诚通科技商贸咨询服务中心经理，经济师；赵益华系浙江湖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浙江工商
大学经济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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