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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也能看到不错的合作前景。

2020 年 6 月，中国国家发改委批复上海、苏州、天津、青岛、

大连、成都六座城市建设中日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这些地方

经济合作项目中，就包含有对智慧城市等的探索。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季风称，目前，新冠疫情

尚在蔓延，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减速压力增大；中日政治关系较

为紧张，特别是日美联手遏华，日本出台“经济安保法”并且积

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将矛头直指中国，

双边经贸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短期走向不容乐观。但从长期着眼，

下一个 50 年，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巨大

引擎还会继续拉动中日经贸合作在曲折中前行，中日经贸合作中

业已存在的互补性、相互依存、互惠互利性以及合作效应的外溢

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中日强化经贸合作符合

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

在宏观经济政策协作方面，中国与日本同是美国国债的两大

外国持有者，中国也是日本国债的主要买家，两国在维护地区、

全球国债市场及金融稳定方面存有共同利益。中日还是大宗商品

的主要消费国和进口国，在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风险上

升、各类灾害突发的形势下，近几年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

粮食等商品价格波动频繁且起伏较大，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的

爆发进一步推升了全球供应链压力和物价水平，中日两国在维护

大宗商品价格、保障能源、粮食安全等方面可以探索合作空间。

从人口、经济总量、贸易规模来看，中国与日本合计数均

占东亚地区的一半以上。强大的经济合力，决定了两国在东亚

地区的核心位置。中日携手合作，是提升本地区产业结构、经

济发展质量及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地位的关键因素，也是推动

和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条件。随着 2022 年 1 月 RCEP 生

效，中日两国需要合力促进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制度化建设

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关于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也需要日本的支持与配合，

共同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增添新动能。

中国拥有 14 亿人口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劳动力、技术人才

丰富，资金充沛，从总需求总供给两方面看发展空间巨大，下

一个 50 年中日经贸合作关系依然前景可期。

2021年 6月 16日，第25届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在上海举行，图为日本品牌焊接机器人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