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支持政策分析 

文/张 虎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据商务部等部门的联合统计表
明，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11.6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176.3亿美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8%；截至2006年底，中国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
(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906.3亿美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2006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2.72%和0.85%；2006年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有助于中国企业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和长期稳定的获取生产原材料及
能源，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目前，为进一步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政府在积极地制定相关
支持政策。日本作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其经验值得参考。本文对日本支持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的政策体系加以分析，为中国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建设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济陷入严重的经济萧条
状态之中。此后，朝鲜战争的需求带动了日本经济复苏。1952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回复
到战前1935年的水平。但当时的日本企业还无力对海外进行直接投资。 
   1955年至1972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时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9.3%。快速增
长的经济，增加了对生产原材料及能源的需求。日本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在在中东等地进行
石油及其他资源开发。60年代以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部分纺织、服装、家电组装等劳动密集型
企业开始在韩国及台湾、香港等地区设立生产工厂。保证资源的供应及追求低劳动力成本是当时的
主导投资动机。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发生，使当时的石油价格一举暴涨四倍以上，严重冲击了日本经
济。为了消除能源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不利影响，日本企业大力开发生产节能的轻薄短小产
品，家用电器、汽车等组装型产业逐渐成为日本新的出口主导产业。当时的亚洲、拉丁美洲等发展
中国家，为发展本国产业，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限制了日本产品的进口。为了维护原有产品出口市
场，日本家用电器、汽车等企业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组装工厂，将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即组装
部分，在当地完成。1971年，日本政府取消了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管制政策。当年，日本对外直
接投资总额达35亿美元。避免高关税是当时的主要投资动机。 
   1983年至1992年，日本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出口主导景气扩大期，进入泡沫经济阶段。日本
的对外出口总额不断上升，和欧美等国发生了严重的贸易摩擦。技术密集型的汽车与电子信息产业
成为新的出口骨干产业。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大幅度升值及高工资、高地价等因素，使国内企业生产
成本较高，企业开始转移至周边东亚国家进行生产。1984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01亿美
元；1989年达到675亿美元。降低生产成本是当时重要的投资动机。 
   1993年以后，日本进入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萧条期。大部分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下降，高附
加值的新兴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落后位置。国内低迷的消费状态和高生产成本，促使日本企业继
续加快产业生产基地的转移。200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85亿美元。日本海外企业分布在世
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适应全球国际化趋势，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是主要的投资动机。 
   2002年，日本经济开始复苏，到2007年10月已持续69个月，进入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
期。由此，日本企业收益明显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其中，制造业的投资总额
不断增加，海外生产比例和研究开发投资的比重进一步扩大。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比较成功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保证了原料
和能源的稳定供应，同时有效占领了海外市场，获取了巨额利润。 
二、日本政府的对外直接投资支持政策 
   战后以来，日本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采取了有效的支持政
策。 
   1．相关的保险、税收优惠政策 
   ⑴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1956年，日本模仿美国，创设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并不断的进行完善。制度规定，企业对
外投资需要保险时，可申请使用该制度，对海外投资的本金和利益进行一定金额的中长期保险。与
海外直接投资相联系的业务有三种：一是日本企业向海外的合资企业、合作企业提前支付资金或物



 

资，并议定对方以产品偿还时，可以申请提前支付保险；二是当日本企业充当海外机构、企业的中
间人时，为了防止拒付风险，可以申请中间保险；三是为了防止政治和商业风险可以获得相应的投
资保险等。海外直接投资保险业务的开展，减轻了企业的投资风险。 
   此后，在1957年和1972年又分别设立了海外投资利润保险制度及海外矿物资源投资保险制
度。 
   ⑵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 
   1964年，日本政府设立了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对于向政治、经济方面不稳定的发展中
国家或地区投资的企业，采取税制优惠等措施弥补投资风险，促进对外投资。主要优惠是，对先进
国家投资和融资的10%的资金可作为亏损从企业收入中扣除；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融资的50%的资
金可作为亏损从企业收入中扣除。 
   2．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低息、长期的优惠贷款 
   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 
   该银行由原日本输出入银行和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合并而成，是以支持出口、开发资源、
开拓市场、扶持战略资源进口等国家利益为目标，以出口信用和发展援助业务为主的政策性金融机
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及其前身积极配合战后日本政府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成立初期，主要是通
过财政资金为船舶、车辆、成套设备等出口项目提供长期信贷，支持出口。后来，综合采用出口信
贷与对外发展援助相协调的方式，支持企业海外投资。 
   国际协力银行的主要业务为:①为进行海外股份投资的企业提供信贷；②为对海外政府或企业
贷款的企业提供长期资金信贷；③当日本企业为上述目的而对本国企业进行股份投资时，也可以获
得进出口银行的信贷；④为企业制订海外经营计划提供资金信贷；⑤加强对外国政府、企业的贷
款，以帮助国内企业“公平”地加入外国企业并获得合理的股权。 
   ⑵日本政策投资银行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由1999年前的日本国家开发银行重组而成。该行的主要目标是推动日本
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促使地方经济独立发展。该行也为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活
动提供了大量的贷款。 
   3．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社会服务支持体系 
   日本贸易振兴协会及各级地方政府所属的企业振兴协会等组织为企业提供了周到的对外直接
投资咨询服务。民间组织的商工会议所、商工会和中小企业事业团等机构也通过举办讲座和进修
班、进行专家咨询和建立信息网络等多种形式，积极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各种帮助。目前，日本已
建立起政府附属机构和民间组织为主体的企业对外投资服务体系。 
三、总结及启示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之间相互配套，彼此协调较好。既对海外直接投资予以支持鼓励，在
信息、信贷、保险、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措施，又在投资后进行适当的监督，使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
资取得明显的成效。 
   纵观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中国的支持政策应在以下方面有所改进。 
   1．政策性金融机构需积极支持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风险较大，商业银行一般不愿提供贷款。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低息、长期
优惠贷款支持是必要的。同时，政府在税收减免及财政补贴、加速折旧等方面也应出台一系列的无
所有制差别、符合产业政策导向的财税政策予以扶持。 
   2．构建全面的社会服务体系 
   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是其面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必然要求。政府应建立专门的对外
投资企业服务机构，培养专门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专家，引导及资助有关机构构造公共信
息网络资源，提供各类国际投资信息，为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提供全方位服务。 
   3．加快完善企业海外投资的法规体系 
   应尽快制定与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立法，从信贷、保险、投资保证等各方面为企业对外投
资创造条件。使境外投资的管理有法可依。既有利于政府主管部门对境外投资的管理，又有利于企
业在境外投资活动中明确方向、规范自身行为，保护和促进境外投资活动的健康发展。 
   4．简化政府审查管理程序 
   目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由多个部门负责，标准过严，手续繁杂。现有审批资格的要
求也较高。应逐步放松国家对企业对外投资的管制政策，简化申报程序和相关条件。适当加强投资
后的监管。积极和其他国家签订相关协议，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环境﹙作者单位:常州
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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