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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资在我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研究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产业格局及产业

战略，以及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日本在华投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产业格局 

日本对华投资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其产业投向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1、起步阶段（1991年前）。这一阶段由于中国缺乏引资经验，立法也很不完善，所以来

华投资的日商缺乏信心，顾虑重重，总体投资水平很低。在中国进行的试探性投资中，非制

造业占有较大的比重，投资成效明显、资金回收快的宾馆、写字楼和服务业为其投资重点。

1991年起日本对华在制造业投资的比重超过非制造业。 

2、 发展阶段（1992年-1996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开 

放政策，投资环境改善，市场容量扩大，该年度起日本掀起了第一轮对华投资高潮。这一阶

段制造业占有很大比重，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处于低附加值零部件

装配阶段、技术含量较低的电子电器、机械等行业，即小岛清所述“边际产业”。 

3、调整阶段（1996－2000年）：受日本国内经济长期萧条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影响，日

本对华投资开始下滑，但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产业政策的调整，其投资的产业结构开始升

级。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业大幅萎缩,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等资金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行业投资大幅增长,但总体来说还是远远低于日本对世界投资的平均规模。
 

4、大规模投资阶段（2001年起）。2001年中国加入WTO，承诺开放电信、金融、保险和

专业服务业等新的投资领域，同时参加《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为国际直接投

资的扩展创造了一个更加有保障的外部环境。此背景下日本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对华投资，

掀起了第二轮投资热潮。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交通运输设备行业，其2003和2004年对华投资金

额分别增长405％和187％，占该行业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28.13％和46.37％，且2004年的平

均规模超过了日本对外投资平均规模，表明日本对华投资已转向比较优势产业。此外，电子

电器、机械、化学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继续占有较大比重，而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劳动

密集型产业则继续锐减。而非制造业中的金融、保险业的投资则开始快速增长。 

 

 

二、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产业战略调整和趋势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投资什么行业、如何进行投

资归根结底还是微观上的企业行为，因此，日本对华投资产业格局的变化还取决于日本企业

对华投资产业战略的演变。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产业战略表现出以下变化趋势： 

 

1、从边际产业到比较优势产业 

受赤松要、山泽逸平“雁行发展模式”和小岛清“边际产业扩张论”的影响,日本在对



华直接投资之初带有明显的转移其国内边际产业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第一次投资

热时，主要动机仍是生产要素导向型，而在中国入世前后的新一轮投资热中，市场导向型成

为主要投资动机，投资领域也随之从边际产业转为比较优势产业。这一投资方向的演变，带

动了技术由低向高，即由边际技术到核心技术的发展趋势，资本含量也显著加大。这一投资

趋势首先表现在家电领域新产品上市方面。与中国国产企业及欧美等国企业的激烈竞争，迫

使日本把相对高水平的技术投资于中国。从20世纪末开始，在一些新产品上市时，日本各大

家电厂商一改过去先本国后海外的顺序，采取日本本国与中国同时开发、同步上市的策略。

而就汽车行业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只是采取建立销售代理网络的出口打入方式，

但德国大众的全面成功和中国市场的不断扩大，迫使日本企业重新审视自己的策略。1994

年起，日本汽车行业开始对华投资，目前本田已经在中国形成了规模；丰田的世界战略中，

中国占了最重要的位置；三菱则把今后的轿车生产重点放在了中国。 

 

2、从单个项目到产业链投资，并逐步加大对价值链两端的投资 

在日本对华投资之初，一般企业都是进行单个项目的试点投资。在 1992 年后日本第一

次对华投资热中，松下电器、东芝、本田等著名跨国公司开始在华进行系统化投资，进入

21 世纪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它们对一个企业的上、中、下游各个阶段的产品，或者对产品

的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各个相关环节进行系统的投资，不仅投资某一行业或产业的产品，

而且对相关行业、产业进行投资。通过这种系统化的投资，有助于企业内部研究与开发、咨

询与服务以及生产制造的相互配合，实现生产分工的“内部化”，从而降低经营成本，提高

经营效率，实现企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2001 年后，日本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另一个

突出表现，就是开始加大对价值链两端的投资。松下、东芝、本田、丰田等跨国公司纷纷加

大对研究开发、销售、物流等项目的投资，准备从生产的品种、产品的附加价值、生产规模

等方面加大对中国投资的力度，并且计划在技术、品牌、营销能力等无形资产的灵活应用上，

确保对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扩大自己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3、从分散投资到产业集群 

松下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松下以前在中国的白色家电生产比较分散，广东、上海、

江苏都有。但是，面对海尔等国内家电企业激烈的市场竞争，松下意识到要满足中国市场，

必须要用更大的生产规模来降低成本，增加产出量。因此，2004 年松下投资 19 亿元兴建松

下杭州工业园，从资源整合的角度对其在杭州的 9 个白色家电生产企业进行产业集群上的整

合，将以前分散的白色家电生产集中到杭州，并计划将杭州松下工业园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

白色家电制造基地。松下的这次调整，是成本领先战略引导下的执行，在强化规模效应的基

础上，充分整合各部已有的资源、技术和人才，“装配”出一个配套完善的产业集群，实现

集约化生产，使整个产业链得到优化，从而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和销售

成本。种种迹象表明，在中国加入 WTO 后，日本跨国公司正根据全球战略的需要，重新考虑

中国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定位，调整在华投资经营战略，把中国全面纳入其全球经营网络。 

 

 

三、日本对华投资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 

日本对华投资从边际产业到比较优势产业的转变，为我国带来了一批先进和实用的技

术，填补了中国许多产品技术上的空白，使得许多行业的大批产品得到更新换代。与此同时，

也使许多传统企业的技术设备得以改造，并培育和壮大了一批支柱产业，如对中国的电子业、



汽车业等一些重要的支柱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使中国沿着日本产业结构发展的轨

迹，逐渐实现产业升级换代。日本的生产技术也为中国一些优秀企业的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

献，对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有着一定的扶助作用。此外，在采取中国本土采购、生产、销

售策略的同时，加速了我国中小配套生产企业的成长。当然，随着日本比较优势产业对华投

资份额的加大，将对中国一些仍处于幼稚期的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及服务业企业造成巨大

冲击，甚至使一些中国企业陷入经营困境。但从长远看，日企从分散投资到产业集群，从单

个项目到产业链投资的战略演变，以及加大价值链两端投资的战略新举措，在为其自身带来

利益的同时，必将促使我国提高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日本对华投资的产业战略及由此导致的在华投资产业格局的演变，符合中国

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要求，对中国产业的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起着明显的推动作

用。为我国带来外资溢出效应的同时，其自身也从FDI中获得了很大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

和剥离其比较劣势产业等优化本国经济结构方面的收益。在对华投资过程中，既解决了日本

国内资源短缺的问题,又顺利降低了成本,与日本国内企业的生产分工相辅相承,成为日本企

业实现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并且，还有利于日本发展更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因此，两国有着

更广阔的合作前景。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的经济

发展与合作对亚洲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应继续发挥小岛清所述“教师的作

用”，对中国的投资采取更多技术上的扶植，促使中国乃至东亚各国经济早日自立和振兴，

从而构筑亚洲经济共同体来与欧美和北美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