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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外直接投资也在快速发展。

亚洲各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近几年来，中国对日本

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中日两国分别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的代表，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

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

资对双边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和全

球经济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文构建了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框架，全文

共包括 10章 :

第 1章为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在对相关文

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并指出研

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第 2章为相关理论述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从不

同的角度解释和阐述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其开展

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中，投资诱发要素组合

理论、战略管理理论、技术变迁产业升级理论、投资发展周期论、

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的两阶段理论和跨国公司

1



!"#$%&’()*+!
全球化战略可以为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行为提供理论指导; 小规

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对中国中小企业对日本开展直接投资

活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 3章为日本投资环境分析。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把握是投资

者投资进入前的一项重要准备活动。日本的投资环境中存在着相近

的地缘文化、巨大的市场空间、平稳的宏观经济、良好的商务环

境、优惠的引资政策等有利因素，同时也存在投资运营成本高、并

购日企障碍多、跨国人员进入难、生产原料受制约、优惠政策措施

少等诸多不利因素。因此，中国企业投资日本既要充分利用其有利

因素准确地把握投资机会，也要看到其不利因素规避投资风险。只

有全面、准确的了解日本的投资环境，选择合理的进入策略，才能

取得对日投资的成功。

第 4章为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发展概况与现状。从 1979 年

到现在，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已经走过了 30 多年的历程。1979

年至 20世纪末期间，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始终在低位徘徊，在

投资的规模、项目数、行业分布上都是极其有限的; 进入 21 世纪

以来，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快速发展的同时，尤其是以亚洲各

国为主要直接投资对象的情况下，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也在不断

发展，并逐渐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具有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投

资方式以绿地投资为主、投资行业集中在非制造业、投资地位不断

上升等特点。

第 5章为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动因与优势。关于国际直接投

资的动因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学者们提出了各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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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解释，本文在对国内外主要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分析与

整合的基础上，结合中日两国的现实情况，认为中国对日本直接投

资的动因主要包括扩大境外市场和绕开贸易壁垒、获取先进技术和

管理经验、融入全球化战略和两国政府战略政策推动等方面; 中国

对日本直接投资的优势则主要体现在政府主导型企业的规模和融资

优势、市场主导型企业的创新资产优势以及社会网络优势和地缘文

化优势等方面。

第 6章为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针对中国对日本直

接投资与中日双边贸易规模、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关系

进行实证检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 : 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与中日

间进出口贸易表现为显著协整关系，前者对中日双边贸易的发展具

有促进作用，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不是中国向日本出口和自日本进

口的格兰杰原因，而相反，中国对日本出口和自日本进口是中国对

日本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与中国三次产业

的贡献率呈显著协整关系，说明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与中国的产业

结构升级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会促进中国产

业结构的升级，有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对日本直

接投资与中国的科技进步之间呈显著协整关系，说明中国对日本直

接投资与中国的科技进步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中国对日本直接投

资会促进中国的科技进步，随着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进一步扩

大，其对中国科技进步的影响亦将越来越强。

第 7章为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主体战略选择。中国企业面向

日本直接投资时，具有企业类型多元化、规模较大、融资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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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创新资产等优势，也存在综合实力较弱、国际化经营管理经验

不足、国际化人才匮乏、海外发展战略缺失等劣势; 同时，拥有政

府政策支持、投资促进机构的服务、投资协议提供的法律保障、金

融危机带来的机遇等机会，面临投资运营成本较高、优惠少融资

难、法律限制较多、易受政治势力的阻挠等威胁。短期内，中国企

业应抓住历史机遇，合理规避各种威胁，利用自身优势积极主动地

对日本开展直接投资; 长期内，中国企业应不断努力消除自身存在

的劣势，创造比较优势，以便更好地对日本开展直接投资活动。

第 8章为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产业战略选择。中国对日本的

直接投资应以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对相关产业辐射效应、促进

产业自主创新和日本各产业引资政策为基准。从产业选择上看，应

以第二产业为重点投资产业，鼓励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活动。其

中，第二产业中应加强向具有比较优势的成熟产业进行直接投资，

应扶持高技术产业开展学习型直接投资; 第三产业中应积极引导新

兴服务业的直接投资。

第 9章为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模式战略选择。中国对日本直

接投资模式的选择会受到企业在日本的经验、企业的规模、企业的

技术和管理优势、开拓日本市场的人才等自身因素的影响，也会受

到日本对招商引资的态度、制度环境因素以及中日文化差异等因素

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在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上，进

入方式应以跨国并购为主流，股权参与方式应以合资经营为首选，

同时尝试跨国战略联盟和创建工业园区等创新模式。

第 10章为结论与展望。阐述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研究结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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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继续研究的方向。

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属于逆向型直接投资，目前国内关于中国

逆向型直接投资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而关于中国对日本直接投

资的系统研究就更鲜为人见，本文在研究视角、数据整理和观点归

纳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文中未就中国对其他欧美发达

国家 ( 地区) 的直接投资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 特别是新兴工业

化国家和地区) 对日本的直接投资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这

些问题仍需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开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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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导 论

第 1章 导 论

1. 1 问题的提出

1. 1. 1 选题背景

1. 1. 1. 1 国内背景

首先，从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主要反

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是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持续

快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 10%以上，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从 1978 年到 2009 年，中国的

GDP 从 3645. 2亿元增长到 340506. 9 亿元，31 年间增长了 93 倍之

多，占世界的比重也从 1. 8%上升到 8. 6%。2009 年中国的 GDP 仅

低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2010 年的 GDP 则高达 401202. 0

亿元，超过日本排在世界第二位，2011 年的 GDP 升至 471564 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9. 2%，国民经济运行态势总体

良好。① 中国 GDP 的快速增长反映了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这

1

① 数据来源 :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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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国发展对外直接

投资的前提条件。二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通过积极参与

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并以生产和交换的国际化替代闭关自守和自

给自足，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变革，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加速器。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更是进入飞速发展

阶段，2004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突破了 1 万亿美元，2007 再

次突破 2万亿美元; 2009 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 2. 21 万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出口额更是达 12016. 1 亿美元，超过德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突破 3

万亿美元，达 3. 64万亿美元。① 然而，伴随着经济危机、经济周期

的往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名目繁多的非关税壁垒严重

地阻碍了中国的出口。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到海外设厂，不仅可以

绕开贸易壁垒，还可以降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强竞争力。因此，

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企业自身实力壮大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条件下

的必然选择。三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快速提升。1978 年中国工业总

产值为 4237亿元，到 2010 年达到 698591 亿元，年均增长 512%，

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如

粗钢、煤、水泥、化肥、棉布等，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位。

这既表明中国工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得到大

幅提升，也意味着背后隐藏着产能过剩的问题。早在 2003 年，国

家发改委就指出钢铁、电解铝、水泥、汽车等产业存在产能过剩的

2

① 数据来源 : 中国海关发布的历年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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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这就从客观上要求中国的一部分企业应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开展并逐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向日本

这样的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国工

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还可以学习其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文化，

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其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通过吸引外资，中国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在技术和管理方面也取得

了长足进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

展，对外直接投资也逐渐成为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开拓市

场、获取技术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性途径。自 2002 年中

国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以来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对

外直接投资流量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受

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直接投资流量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却逆势上扬，不断创造历史新高。2009 年全年，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 即净额) 达 565. 3 亿美元，在全球国家 ( 地

区) 排名中位于第五位，居发展中国家 ( 地区) 的首位。2010 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继 2009 年历史最高位的基础上实现 21. 7%的

快速增长，达到 688. 1 亿美元，年度流量首次超过日本 ( 562. 6 亿

美元) 、英国 ( 110. 2 亿美元) 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2011 年，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继 2010 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再上新台阶，投资

流量达 746. 5亿美元，同比增长 8. 5%，名列全球国家 ( 地区) 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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