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邦交正常化          周年

19www.xinminweekly.com.cn

跃欲试。可当时在世界上有着“自行车王国”之称的中国何时

能进入汽车时代？丰田方面还没测算明白的时候，德国大众已

经与上海汽车签订协议，之后的桑塔纳销售奇迹，至今为一些

日本人作为一个教训所念叨。改革开放深入后，从松下彩管，

到佳能、尼康相机等等，纷纷到中国投资设厂。当年，中国拥

有大量廉价优质劳动力，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成长为世界工厂。

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升高，中国逐渐转换成了世界

想在日本开诊所，必须重新补读本科。迫不得已的情形之下，

周立“弃医从商”，应聘进了一家外贸公司。一晃十年外贸人

的打工生涯，让他觉得苦不堪言。“每天朝九晚八的工作时间，

还得经常加班，导致晚饭都得当夜宵吃，整个人越来越虚胖，

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

2003 年，周立索性辞职花 300 万日元创立了自己的贸易公

司。靠着之前积累的客户和人脉，周立开始从中国引入建筑材

料以及日用棉毛制品卖到日本。“日本人都很惊叹，在当时的

背景下，新公司都活不过三年，我的公司却一下子三年翻了三倍，

其实这完全得益于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势头和不断完善的产业

链。”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当时对中国的支持力度不小。

譬如资金援助、技术援助。特别是石化、钢铁领域对中国的技

术输出。

而日本方面也由此获得了向中国采购低价钢铁的机会。其

中也遇到过龃龉。周立称，有一年，其从中国进口一批热轧卷

钢卖给日本客户，结果客户发现产品表面有瑕疵。客户向中方

供应商提出了高额赔偿，中方供应商认为瑕疵通过相关的工艺

处理可消除，不算质量问题，不予理赔。双方商谈了很久也没

有达成一致。夹在中间的周立只得寻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他

引经据典，在中国国内的仲裁庭上提供了扎实的证据链条，最

终赢得了仲裁，中方向日方赔偿 5 万多美元的损失，并支付 6

万多元人民币仲裁费用。

一晃眼，周立从事中日贸易业务差不多 30 年了。他感慨，

无论两国政治层面如何变化，民间的经贸往来从来就没有断过，

或者说受到过什么影响。“我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至少都有十年

以上的历史，其中苏州一家工厂生产的五金件是专门为日本市

场定制的。从模具到热处理、镀锌，再到成型，在当地形成了

完整的产业链，早年光为了开模就研发了一年多，现在已经运

行得非常顺滑了。”

周立的经历可以说是不少从中国到日本经商者的缩影。在

日本从事中药材进口贸易的张鹏军、从事大型油轮贸易的卢强，

纷纷向《新民周刊》表示，得益于中国经济快速腾飞，他们近

30 年的中日贸易生意开展得非常顺利，像滚雪球一样，生意越

做越大，非常幸运地成为相关行业“第一人”。这里的第一，

既是指他们是相关行业内唯一来自中国的人，更指他们在行业

内做到了最大。

同样地，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日企也逐步认识

到中国的价值。改革开放之初，日本丰田汽车就对中国市场跃

中日经贸       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季风称，回顾过去

50年，中日经贸合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972 年—1978 年属于启动奠基期。中国的“四化”建

设对国外的先进技术、成套设备产生巨大需求，中国大

量进口日本的钢铁、石化、化纤等成套设备。这一时期

也是中日单一的贸易合作期。

1979年—1991年进入拓展合作期。改革开放开始后，中

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中日经贸合作从单一的贸易往来进

入贸易、投资、日本对华ODA的多方位合作时期。日本

对华的ODA分为三种，首先是无偿资金援助。二是日元

贷款。三是技术援助。近年来对华ODA主要是技术援助。

1992年—2000年驶入加速发展期。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改革、城市改革与国企改革，中国逐步与世界接轨，经济

稳定高速增长，中日经贸合作也同步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2001 年—2011年是腾飞深化发展期。中国加入世贸组

织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经济突飞猛进，中国经济发展

进入“黄金十年”。与此同时，中日经贸合作同样一路

高歌，进入腾飞和深化发展时期，中日贸易接连跨越

1000亿、2000亿、3000亿美元三个大关，日本对华直

接投资突破70亿美元，中国对日投资初具规模。在金融、

财政、区域、科技、企业、地方等领域，两国合作蓬勃

兴起，中日之间形成了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全方

位的合作局面，合作质量、合作水平不断提高。

2012年—现在进入转型磨合期。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

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模式，加之中日政治关系紧

张冷化复杂化的叠加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预期下降，

中日贸易低迷徘徊，中日经贸关系总体进入低潮期，而

且面临着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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