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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支持中国入世及其原因 1

1986 年中国正式向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提出复关申

请，因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起步阶段，各项制度法规不

完善，日本国内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是否能够继续以及

双边经济合作是否安全存在质疑。再加上该时期国内外

政治局势复杂多变，有关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

国席位的谈判尚无实质性展开。

199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

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中国

改革开放进入深化阶段。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席位成

为该阶段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标志性举措之一。

1992 年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之际，首次向日方提出希

望支持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后，日本作出了积极反应。

1993 年，细川护熙首相访华时表示，“支持中国加入关贸

总协定”，[1]803-804 早日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

位符合日本利益，这成为此后历届政府的一贯方针。经

过桥本龙太郎和小渊惠三内阁，两国之间就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最终结束。日本成为最早与中国就入

世谈判达成一致的发达国家。

除了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日本还积极推

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谈判。1996 年 12 月，在新加坡

举办的世界贸易组织首次部长级会议上，日本代表督促

其他国家尽快与中国就入世谈判达成一致。在会后通过

的《新加坡宣言》中也体现了日本这一主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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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所以积极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后，必将进一步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化，加强中国

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这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和对

华外交方针。根据 2001 年日本政府发表的《对华经济合

作方针》，强调“为了维持和加强我国的安全和繁荣，必

须保证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东亚的稳定和繁荣。”为

此，“希望中国成为更加开放、稳定的社会，进一步发

挥作为国际社会一员所负有的责任，我国支持中国努力

融入国际社会。”基于这样的认识，“通过政府开发援助

（ODA）继续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将有重要意义。”同

时随着近些年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区域合作和对话机制，

“我国也有必要尽可能支持中国加强同这些多边协商机

制的关系。”[1]511

第二，维持以 WTO 为中心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

需要。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迅

速发展，维持以 WTO 为中心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是日本

推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同时，日本

政府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会提高 WTO 的有

效性，有利于在共同的框架和规则下解决彼此之间的经

贸纠纷。[3] 这是日本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

原因。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仍然坚持这种多边自由贸易

体制，在 WTO 框架下日本依然享有：以一贯原则为基础

的，广泛适用成员国的贸易规则；中立的纠纷解决方法

这一重要功能。[4]125 在 2001 年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外交

蓝皮书》中，首次强调，“从加强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

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建设性

伙伴的观点出发，日本一贯支持中国加入 WTO。”[5]

第三，经济利益驱使。进入 21 世纪，日本为了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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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在国内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将“贸易立国”、“出

口立国”作为拉动日本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举措。美

国经济的衰退，欧盟经济的疲软，对亚洲四小和东盟出

口的下降，使得加入 WTO 后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成为日

本出口增长的关键。中国加入 WTO 后，在市场开放和市

场准入等方面将得到大幅改善，大大有利于日本商品进

入中国市场。据世界银行预测，到 2005 年日本在中国市

场的获益额将超过美国，达到 610 亿美元，[6] 仅次于欧盟。

日本将从中国入世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

二、入世后日本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

面对入世后中国市场激烈的商品竞争，为抢占中国

市场，日本积极调整了其对华贸易政策。

第一，调整对华经济合作方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以后，在推进市场经济化的过程中，为了使中国的经济

法规和经济制度更加符合通行的国际规则，势必增加对

仅靠资金投入难以解决的软层面发展的需求。基于这样

一种认识，2001 年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对华经济合作方

针》指出，日本应支持中国建立规范民间经济活动的法

律制度，包括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等，促进中国对世界

标准及规则（包括 WTO 协定）的理解，以及通过日本海

外协力事业团，介绍日本的有关刑法和科学技术法律，

尤其是对地方政府官员等基层进行法律、行政管理方面

的启发性教育。[7]504-520 在此方针指导下，日本的政府开

发援助也将其对华援助的重点领域集中于中国入世后的

制度建设、法制完善以及人才培养等软层面，并将其作

为纠正两国间“不公正贸易”的重要措施。[8] 通过这些

措施来推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日本商品进入中国市

场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加强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合作。进入 21 世

纪，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为了利用技术创新所

带来的发明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来促进日本经济的高附

加值化，维持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应对假冒伪劣

产品和盗版等商品的泛滥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如海外市

场潜在利益的丧失、消费者品牌印象的降低、围绕产品

责任而引发的纠纷等，2002 年日本确立了“知识产权立

国”战略 [4]116，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将中国作为实施

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重点地区之一。据日本专利厅发布

的《2001 年盗版侵权问题调查报告书》，在假冒伪劣产品

的生产地区中，中国、韩国、台湾占到全部的 70％，其

中中国所占比例最高，达到 33％。[9]148 中国加入 WTO 后，

按照入世承诺，将遵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

定》，这就为日本加强与中国知识产权合作提供了条件。

自 2002 年国际知识产权论坛成立以来，日本每年向中国

派遣官民联合访华团，与中国进行意见交换并要求中国

改善制度。[10]107 截止 2010 年，该机构先后向中国派遣了

七次官民联合访华团。同时，2000 年以后，通过召开两

国商标局长会议和中日韩三方专利厅官员会议促进双方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沟通和合作。中国也表示保护知

识产权符合中国利益，中方将进一步采取包括法律和行

政手段在内的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与世界各国

进行合作。[11]

第三，扩大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投资和贸易。自上世

纪 90 年代末以来，中国先后提出多个区域发展战略，如

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等。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适应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由东部

沿海地区向内陆开发的转变，2001 年日本的《对华经济

合作方针》也明确提出，要从“过去的以沿海地区的基

础设施建设”为中心转向“更加重视环境污染和破坏”

以及改善内陆民生，支持人才培养和制度建设等为中

心。[7]504-520 同时，在日本官方的支持下，日中经济协会

向中国派遣了官民联合西部考察团，关于此次考察的目

的，时任协会副会长的藤村宏幸表示，期待通过此次考

察，“进一步提高日本经济界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兴趣，取

得扩大贸易加大投资的效果。”[12] 通过实地考察，使日本

产业界认识到中国西部地区所蕴含的巨大商机，纷纷扩

大对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和贸易。

第四，促进中国商品的进口。面对入世后中国广阔

的市场潜力和消费市场的激烈竞争，日本政府试图采取

措施使日企的产品设计从原先的以迎合欧美市场为主，

转向更多地满足中国等新兴市场的需求。正如前日本经

产省事务次官黑田东彦所说，“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生产

商品，然后再将其销往欧美市场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要转变思维将最终消费市场放在中国。”[13]2003 年日本

贸易振兴机构发表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白皮书》也强调，

日企应“充分利用本地决策”，紧跟中国市场变化的步

伐，并“融入到产品中”，以及“开发符合中国人需求的

新产品”和“利用当地人力资源”。[14]33

第五，加强新兴产业合作。日本经产省认为，中国

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发展使其产业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

导致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的竞争激化，特别是在机械产

业领域，这正改变着“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形态

的经济发展模式”。[15] 为应对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

入世后中国激烈的市场竞争，在产业政策方面，日本政

府重点培育本国的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同

时加强两国在该产业领域的合作。2006 年两国开始共同

举办节能环保综合论坛，通过该平台加强两国人员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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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日企在中国的节能环保事业。[16] 翌年，两国还共同

发表了《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就下一代移

动通信技术的合作达成共识。[7]564-568 这些都促进了两国

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

三、日本对华贸易政策调整的影响

在中国入世的推动下，日本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极

大地促进了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首先，有效地扩大了

对华进出口。依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2001 年日

本对华进出口分别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 16.6%、7.7%，

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到 2010

年日本对华进出口占日本进出口总额比率双双超过美国，

分别达到 22.1%、19.4%，[17] 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

伴国。其次，促进双边贸易结构的升级，进一步向水平

分工方向发展。该时期日本对华出口商品主要以高附加

价值、高技术含量的高端产品为主，汽车及其零部件、

高级数码相机、半导体等电子零部件，成为该时期对华

出口增长最快的商品。而电器机械和一般商品等虽仍占

较大比例，但呈逐年下降趋势。在进口方面，由于日本

对华汽车、IT 及电子产品等相关产业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带动关键零部件从日本进口的增加，促进双边贸易结构

的优化和升级。以 IT 产品为例，2002 年日本从中国进口

的 IT 产品，较 2001 年猛升 29.0%，达到 135 亿美元，相

当于全部机械进口总额的 65.4%，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

本最大的 IT 产品来源国。[1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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