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下日本对外经济

战略新动向分析

常思纯

　　摘　要：在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被进一步推高以及在后疫情

时代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面临重塑的情况下，日本实施对外经济战略也更加积极主动。在

全球层面，日本致力于在 ＷＴＯ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与美欧加强合作，主动引领相关议

题设置与国际规则制定。在区域层面，日本一方面努力推动ＲＣＥＰ尽快生效，另一方面

则力争通过ＣＰＴＰＰ扩容，将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体系推广至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球。

在国内层面，日本收紧经济安全政策，完善机制、法制建设，并联合域外国家加强供应链

安全和出口管制。在新冠疫情进一步加速国际秩序变革的当下，日本对外经济战略一方

面将更加重视争夺世界经济规则主导权与话语权，争取抢占国际经贸竞争的“制高点”；

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将经济问题与安全保障密切结合，通过重视经济安全保障来加强国际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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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报告，２０２０年全球经济创下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以来的最大降幅，全年产出萎缩达３．１％，全球贸易量收缩８．２％。

而与此同时，新冠 病 毒 仍 在 不 断 变 异，给 全 球 经 济 复 苏 带 来 多 重 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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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Ｆ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将从２０２１年的５．９％下降至２０２２年的４．４％。①

由 于 新 冠 病 毒 奥 密 克 戎 变 异 株 肆 虐 全 球，截 至２０２２年２月９日，全 球

感 染 新 冠 病 毒 者 总 数 已 突 破４亿。② 两 年 多 来，新 冠 疫 情 对 世 界 格 局

和 国 际 经 济 秩 序 已 造 成 巨 大 冲 击，加 剧 全 球 经 济 发 展 的 不 平 衡，并 加

速 全 球 地 缘 政 治 与 地 缘 经 济 中 心 向 东 亚 地 区 的 转 移。不 过，疫 情 也

反 向 激 发 了 日 本 的“综 合 战 略 活 跃 度”，其 积 极 外 交 趋 势 更 加 明 显。③

特 别 是 在 新 一 轮“逆 全 球 化”浪 潮 因 新 冠 疫 情 而 被 进 一 步 推 高 以 及 在

后 疫 情 时 代 地 缘 政 治 经 济 格 局 面 临 重 塑 的 情 况 下，日 本 对 外 经 济 战

略 也 更 加 积 极 主 动。

　　一、全球层面：力争主导 ＷＴＯ改革进程

　　目前，日本正致力于从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及经济全

球化的受益者，转变为后疫情时代国际经济秩序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为

此，日本力争在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试图引领相

关议题设置与国际规则制定。

日本不仅联合美国与欧盟（ＥＵ），争取就 ＷＴＯ改革问题凝聚共识，

还主动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争夺 ＷＴＯ电子商务谈判与数字贸易规则

制定的主导权。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０年１月，日美欧共举行了７次贸易

部长会议，重点关 注 非 市 场 导 向 政 策 带 来 的 不 公 平 竞 争 问 题，就 推 进 国

际补贴规则改革、应对强制技术转让、重新认定发展中国家身份与待遇、

制定电子商务及数字贸易交易新规、ＷＴＯ机 制 体 制 改 革 等 问 题 进 行 了

多轮磋商。目前，三方虽然在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改革问题上存在较

大分歧，但已就强化工业补贴领域的国际规则达成共识，并呼吁制定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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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技术转让的相关规则。①

受新冠疫情影响，原计划于２０２０年６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１２届部

长级会议（ＭＣ１２）延 期 至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召 开（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ＷＴＯ宣布该会议因疫情被无限期推迟）。为在 ＭＣ１２上抢得先机，日本

从几个方面加强了对 ＷＴＯ改革的推动。

（一）提出关于 ＷＴＯ改革的“日本主张”

在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及绿色经济等规则制定明显滞后于现实发展

的领域，日本积极 向 世 界 输 出 自 己 的 规 则 主 张，力 争 掌 握 新 贸 易 规 则 主

导权。在数字经济领域，２０１９年以来，安倍在多个国际会议上提倡“可信

任的数据 自 由 流 通”（ＤＦＦＴ）概 念，并 在 此 基 础 上 向 ＷＴＯ提 交 单 独 提

案，主张建立允许数 据 跨 境 自 由 流 动 的“数 据 流 通 圈”，认 同 对 数 据 流 通

进行监管的必要性，同时赞成应兼顾个人隐私等消费者安全。在医疗卫

生领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日 本 与 欧 盟 共 同 向 ＷＴＯ提 出“贸 易 与 保 健 倡

议”，呼吁应减少对医疗用品的出口限制，防止基本药品和医疗用品供应

链中断，以及促进 医 疗 用 品 贸 易 便 利 化。在 绿 色 经 济 领 域，日 本 力 争 把

握主动权，在关于去碳化的规则制定上发挥影响力。如２０２１年３月，日

本向 ＷＴＯ提出“贸易与气候变化提案”，建议对风力、燃料氨、蓄电池及

太阳能等领域中在去碳化方面贡献较大的产品降低关税，并建议尽快在

监管方面制定国际规则。

（二）借美欧之力联手推动 ＷＴＯ改革

２０２１年 英 国 担 任 西 方 七 国 首 脑 会 议（Ｇ７）轮 值 主 席 国，新 设 贸 易

部 长 会 议，并 将 ＷＴＯ改 革 问 题 定 为 主 要 议 题。日 本 踊 跃 参 与 会 议，

派 经 济 产 业 大 臣 与 外 务 大 臣 共 同 出 席 会 议，力 争 联 手 美 欧 主 导 ＷＴＯ

改 革 进 程。在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 举 行 的 首 次 Ｇ７贸 易 部 长 会 议 上，时

任 日 本 外 务 大 臣 茂 木 敏 充 和 经 济 产 业 大 臣 梶 山 弘 志 共 同 参 会，茂 木

向 西 方 呼 吁，共享价值和战略利益的Ｇ７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 Ｗ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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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等问题。① 同年５月２７日～２８日，Ｇ７举 行 第 二 次 贸 易 部 长 会 议，

ＷＴＯ改革仍是重要议题之一。茂 木 敏 充 在 会 上 发 言 强 调，日 本 要 通 过

与Ｇ７成员国之间缔结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ＥＰＡ）、数字贸易协定以及

ＷＴＯ电子商务谈判，积极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② 梶山弘志也发言

表示，为应对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应该及时推动 ＷＴＯ规

则的更新。日本要 与Ｇ７成 员 国 合 作，推 动 ＷＴＯ谈 判 获 得 政 治 动 力。③

１０月２２日，新任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率副大臣石井正弘、外务

大臣政务官三宅伸吾参加第三次Ｇ７贸易部长会议。七国贸易部长在会

后发表联合 声 明，称 西 方 七 国 将 致 力 于 以 包 容 和 行 动 导 向 的 方 式 推 进

ＷＴＯ改革，关键目标 就 是 要 加 强 ＷＴＯ机 制 中 的 三 大 核 心 职 能（监 督、

谈判及争端解决）。④ 萩 生 田 在 会 上 表 示，要 联 合 所 有“志 同 道 合 国 家”，

共同讨论建立更严格的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的 ＷＴＯ规则，并进一步推

进 ＷＴＯ电子商务谈判。⑤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日，日美欧贸易部长时隔近两年举行视频会议并发

表联合声明，强调 ＷＴＯ改革的重要性，确认三方将携手应对非市场导向

政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萩生田光一表示，日本愿与美国和ＥＵ密切

合作，推进 ＷＴＯ改革，提高 ＷＴＯ应对全球性问题 的 能 力。他 还 认 为，

日美欧应该加强在贸易政策方面的合作，并采取必要措施来共同应对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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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市场政策对全球公平竞争环境与就业的影响。①

（三）介入 ＷＴＯ人事安排，加强高层往来

２０２１年２月和７月，日本两次召开“在战略上推进获 取 国 际 机 构 高

管职位的相关省厅 联 络 会 议”，以 国 家 安 全 保 障 局 和 外 务 省 的 官 员 为 联

合主席，由包括国际规则制定的专利厅等１８个省厅参加。其目的就是要

加强协调和组织力度，争取日本人能够在包含 ＷＴＯ在内的各个国际机

构中获得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重要职位，以确保日本在国际秩序和

规则制定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暂时没有日本人可以获得某些国际组织高级职位的情况下，也有

日本政府官员表示，“必 须 由 日 本 提 出 可 以 在 国 际 组 织 中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的候选人”。② 为此，日本政府在 ＷＴＯ新的总干事选举中，以担心日方可

能在日韩贸易争 端 中 处 于 不 利 地 位 为 由，明 确 表 示 不 支 持 韩 国 候 选 人。

日本支持的候选人伊维拉当选 ＷＴＯ总干事后，日本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１日

任命在国际贸易、经济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内阁官房审议官宇山智哉出

任 ＷＴＯ总干事高级顾问，直接协助伊维拉开展工作，推进 ＷＴＯ改革。

目前，包括宇山在内，在 ＷＴＯ秘书处工作的日本职员已达５人。

此外，日本政府还非常注重与 ＷＴＯ总干事伊维拉的沟通与联系，加

强人脉关系的构建。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１日，茂木敏充与伊维拉通电话，表示

日本将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推动 ＷＴＯ改革，特别是要尽快制定规则来应

对数字经济及包括新冠疫苗在内的医疗产品贸易畅通等紧迫问题，并争

取尽快就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取得成果。③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２日和２４日，萩

生田光一和新任外务大臣林芳正分别与 ＷＴＯ总干事伊维拉举行视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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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表达日本愿为 ＷＴＯ改革提供支持的意愿。林芳正还指出，由日本共

同主持的电子商务谈判将是 ＷＴＯ未来特别重要的领域，有必要在此基

础上推进对 ＷＴＯ改革的讨论。①

　　二、区域层面：积极推动广域ＦＴＡ战略

　　日本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经历了从消极应对到２１世纪以来积极推

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再到近１０年来主导推动广域ＦＴＡ的几个

阶段。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５日，东盟１０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这 意 味 着 日 本 在

跨越两洋（太平洋和大西洋）和三大地区（亚太、欧盟和东亚）的广域ＦＴＡ

构建中占得先机，已 成 为 全 球 唯 一 同 时 参 与《全 面 与 进 步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日 本 与 欧 盟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日 欧ＥＰＡ）及

ＲＣＥＰ这三 大 广 域ＦＴＡ的 国 家。随 着２０２１年１月 日 英ＥＰＡ生 效 及

２０２２年１月ＲＣＥＰ生效，日本已生效的ＦＴＡ达到２１个，涉及２４个国家

与地区，其ＦＴＡ覆盖率（已生效ＦＴＡ的贸易额在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

高达８０．４％，超过美国、欧盟、中国、韩国等经济体。② 如果说ＣＰＴＰＰ和

日欧ＥＰＡ被 日 本 视 为 构 筑“高 标 准 自 由 贸 易 体 制”的 两 大 支 柱，那 么

ＲＣＥＰ则在疫情下被日本各界寄予了提振经济活力、促进出口增长的厚

望。因此，２０２１年以来，日本政府一方面努力推动ＲＣＥＰ尽快生效，另一

方面则力争通过ＣＰＴＰＰ扩容，将符合自身 利 益 的 规 则 体 系 推 广 至 整 个

亚太地区乃至全球。

（一）努力推动ＲＣＥＰ尽早生效

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显示，２０２０年与ＲＣＥＰ成员国的贸易额占日本进

出口贸易总额约４８．６％。其中，日本对ＲＣＥＰ成员国的出口额占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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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６％（对华出口额占总额的２２．１％），进口额占总额的５１．６％（对华进

口额占总额的２５．７％）。① 据日本政府估算，ＲＣＥＰ生效后，区 域 内 商 品

关税的逐步取消 和 削 减，将 推 动 日 本 零 部 件 和 原 材 料 的 出 口 增 长，具 有

将日本国内生产 总 值（ＧＤＰ）推 高 约２．７％的 经 济 效 果。如 果 按 照２０１９

年度日本实际ＧＤＰ计算，增幅将达到１５万亿日元，并可为日本创造５７

万个就业机会，经济效果明显高于ＣＰＴＰＰ等其他大型ＦＴＡ。②

ＲＣＥＰ生效后，总 体 关 税 取 消 率 将 达 到９１％，虽 然 低 于ＣＰＴＰＰ的

９９％，但这是日 本 与 主 要 贸 易 伙 伴 中 韩 之 间 首 次 达 成 双 边 关 税 减 让 安

排，进入两国市场 的 收 益 巨 大。其 中，中 韩 两 国 对 日 本 产 品 征 收 的 关 税

按品类计算将分别取消８６％和８３％。尤其是日本工业品对中韩出口的

无关税品类比例 将 分 别 从 之 前 的８％和１９％扩 大 到８６％和９２％。③ 因

此，据多家智库及国际机构测算，ＲＣＥＰ生效后，日本受益巨大。根据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公布的估算结果显

示，ＲＣＥＰ生效后，按照２０１９年数据测算，其降税效果将有望推动区域内

贸易增长１．８％，贸易额增加４１８亿美元。关税下降带来的 贸 易 创 造 效

应将约为１７０亿美元。其中，由于汽车、钢铁、化工等产品关税撤销，日本

对区域内国家 出 口 将 实 现 增 长，其 区 域 内 出 口 有 望 增 长５．５％，增 加 约

２０２亿美元，成为最大受益者。中韩则分别有望实现１１２亿美元和６７亿

美元的出口增长。④ 对 此，日 本 经 济 产 业 大 臣 萩 生 田 光 一 也 表 示，ＲＣＥＰ

生效后日本对中、韩出口产品的免税品类比例将大幅增加，非常期待能

大幅推动日本以零部件和材料为中心的制造业出口增长。日本政府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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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宣传力度，促使日本企业从中获得最大收益。①

此外，新冠疫情可能造成的供应链中断风险使得全球供应链呈现出

区域化和本土化的发展 趋 势。日 本 也 将 重 塑 供 应 链 作 为 后 疫 情 时 代 本

国经济复苏的重要举措之一，并提出要从过去的“效率优先型”供应链向

更为灵活机动的“韧性”供应链转变。② ＲＣＥＰ生 效 后，日 本 可 以 进 一 步

优 化 跨 国 企 业 区 域 布 局，加 深 与 中、韩 以 及 东 南 亚 国 家 的 区 域 内 供 应

链 产 业 链 深 度 融 合，灵 活 利 用 ＲＣＥＰ原 产 地 累 积 规 则（缔 约 方 区 域 价

值 成 分 累 计 达 到４０％就 视 为 具 备 原 产 资 格），在ＲＣＥＰ成 员 国 开 拓 新

市 场，构 建 以 东 亚 地 区 为 中 心 的 短 距 离 区 域 供 应 链，增 强 抵 御 外 部 冲

击 的 能 力。

在对华 乃 至 对 区 域 经 济 合 作 需 求 上 升 的 背 景 下，日 本 政 府 推 动

ＲＣＥＰ尽快 生 效 的 动 力 大 增。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４日，日 本 内 阁 会 议 批 准

ＲＣＥＰ草案，并于４月２日提交国会审议。日本众参两院先后于４月１５

日及２８日通过ＲＣＥＰ议案。６月２５日，日本内阁会议批准ＲＣＥＰ，并向

东盟秘书处正式交 存ＲＣＥＰ核 准 书。这 标 志 着 日 本 成 为 继 新 加 坡 与 中

国之后，第三个完 成ＲＣＥＰ官 方 核 准 程 序 的 成 员 国。在 各 国 的 努 力 下，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ＲＣＥＰ正式生效，中国、日本、澳

大利亚、新西兰及东盟的新加坡、泰国、越南、文莱、柬埔寨、老挝共１０个

国家率先实施协定。此后，ＲＣＥＰ在２０２２年２月１日对韩国生效，并于３

月１８日对马来西亚生效。

（二）力争主导ＣＰＴＰＰ扩容进程

通过主导ＣＰＴＰＰ尽快 生 效，日 本 在 多 边 场 合 的 协 调 和 领 导 能 力 得

到了国际社会认可。日本信心满满地要借机成为“自由贸易旗手”，在推

广新时代国际规则制定方面发挥引领作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８日，日 本 政

府通过最新修订的《综合性ＴＰＰ相关政策大纲》，旨在完善相关制度，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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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企业最大限度地活用包括ＣＰＴＰＰ、ＲＣＥＰ在内的各种区域经济合作协

定。其中，日本明确提出今后要“稳步实施并扩大ＣＰＴＰＰ”，通过在广域

经济秩序的构建中发挥核心作用，使日本成为全球经贸规则制定的引领

者及世界枢纽。①

２０２１年，日本担任ＣＰＴＰＰ委员会轮值主席国，将推动ＣＰＴＰＰ的落

实与扩大作为重要任务。日本一方面督促各成员国切实履行承诺，确保

贸易投资方面的高标准规则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另一方面则支持ＣＰＴＰＰ

扩大覆盖 范 围，力 争 在 扩 容 谈 判 中 占 据 主 导 地 位，进 一 步 扩 大 日 本 影

响力。

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英国正式提出加入ＣＰＴＰＰ的申请，日本立刻表示

“欢迎”。时任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西 村 康 稔 表 示，这 是 使ＣＰＴＰＰ所 代 表

的高水平国际贸 易 和 投 资 规 则 跨 越 亚 太 扩 大 到 其 他 地 区 的 第 一 步。② ６

月３日，日本通过视频会议形式主持召开了ＣＰＴＰＰ第四次部长级会议。

会员国共同发表《联 合 声 明》，确 认 将 正 式 启 动 英 国 加 入 程 序，成 立 判 断

英国是否符合加入 条 件 的 工 作 组（日 本 任 组 长，澳 大 利 亚 及 新 加 坡 任 副

组长）。９月１日，日本再次以视频会议形式主持召开ＣＰＴＰＰ第五次部

长级会议。与会成员国发表《联合 声 明》，欢 迎ＣＰＴＰＰ即 将 于９月 中 旬

对秘鲁生效，并鼓励 其 余 成 员 国（智 利、文 莱 和 马 来 西 亚）尽 快 完 成 批 准

手续。各国还决定成立电子商务委员会，以促进电子商务章节的执行与

运作，并进一步探讨如何促进区域内数字化进程，及推动ＣＰＴＰＰ在此领

域的全球规则制定中发挥核心作用。各国还表示将继续与英国合作，加

紧准备审 查 英 国 是 否 符 合 加 入 条 件 的 第 一 次 工 作 小 组 会 议，并 重 申

ＣＰＴＰＰ对所有符合加入条件的经济体开放。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６日，中国正式提出加入ＣＰＴＰＰ的申请，日本政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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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表态较为消极，质疑中国是否已经做好准备迎接高标准。而在９月２２

日中国台湾地区提出加入ＣＰＴＰＰ申请后，时 任 日 本 外 务 大 臣 茂 木 敏 充

立刻回应表示欢迎。１０月４日，岸田文雄在当选日本首相后的记者会上

表示，“中国能否满足ＣＰＴＰＰ的高标准？还很不透明”。而在此前，他曾

经对中国台湾地区申请加入ＣＰＴＰＰ表示了欢迎的态度。① 此外，日本政

府官员也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加入ＣＰＴＰＰ必须坚持高标准，不会为任

何国家降低标准。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７日，南美国家厄瓜多尔正式申请加入ＣＰＴＰＰ，韩国

也计划于２０２２年 上 半 年 正 式 提 出 加 入 申 请。尽 管 新 加 坡 成 为２０２２年

ＣＰＴＰＰ轮值主席国，但日本仍将担任副主席国。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８日，在

首次ＣＰＴＰＰ高级官员会议上，成员国就各经济体的申请案交换意见，并

重申有意加入者都必须 符 合 协 定 的 高 标 准。由 日 本 任 组 长 的 工 作 组 判

定英国符合加入条件，将与英国进行市场准入谈判。②

　　三、国内层面：全面加强经济安全保障

　　新冠疫情的全 球 流 行 进 一 步 加 剧 了 单 边 主 义、贸 易 保 护 主 义 等“逆

全球化”思潮的蔓延，日美欧等国家或地区普遍收紧经济安全政策，经济

问题政治化倾向更加明 显。日 本 对 经 济 安 全 的 关 注 重 点 也 从 过 去 的 确

保资源及能源安全，向确保战略物资稳定供应和加强出口管制等更广泛

领域扩展，并呈现“泛安全化”的倾向。其目的就是要提振国民经济及加

强本国在后疫情时期的国际竞争力和区域主导力，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和战略优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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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经济安保”机制建设

近年来，日本政 府 机 构 内 新 设 大 量 与“经 济 安 保”相 关 的 部 门。如：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日，日 本 经 济 产 业 省 在 大 臣 官 房 内 新 设“经 济 安 全 保 障

室”，旨在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发挥“指挥平台”职能，在防止日本尖端技术

外流的同时，力争提高日本产业竞争力；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日本国家安全

保障局（ＮＳＳ）正式成立由２０人组成的“经济班”，强化对跨越经济技术与

外交安保领域课题的统筹应对；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日本外务省对内部机

构进行重组，在综合 外 交 政 策 局 内 设 立“经 济 安 全 保 障 政 策 室”，着 力 防

范技术流出与加强网络安全。

２０２１年以来，日本各政府机构进一步加强了经济安保相关问题的应

对措施。１月，日本警察厅成立了一个由２０人组成的专门机构，面向民

间企业及大学提供“经济安全保障咨询”，并计划于２０２２年４月在此基础

上成立“经济安全保障对策室”，将人员扩充至４０人，进一步加强经济安

保工作。① ２月，作为收集、分析与共享日本国内外情报的公安调查厅，启

动了首个由分管经济安全的长官与次官直接负责、调查人员约２０人的项

目组（ＰＴ），旨在收集与经济安全相关的信息，并提供给首相官邸和经济

产业省等相关机构，进一步加强对技术及数据泄露的应对措施。４月，日

本防卫省在防卫政策局调查课内设立“经济安全保障情报企划官”，加强

对经济安全保障 相 关 信 息 的 收 集、分 析 与 保 护，旨 在 全 面 掌 握 有 关 尖 端

技术的国内外发展动向，严防先进技术泄露到国外。１０月，岸田文雄担

任日本首相后，为防止技术外流，在内阁新设“经济安保大臣”，并任命首

次入阁的最年轻成员小林鹰之担任该职位，负责制定与经济安全相关的

国家战略及推动“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通过。此外，日本金融厅也计

划于２０２２年新设“经济安全保障室”，从安全角度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指

导。今后，金融体系 相 关 设 备 的 采 购、关 键 基 础 设 备 的 网 络 攻 击 对 策 及

金融交易信息管理体系都将成为重点监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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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经济安保”法制建设

近年来，日本收紧 经 济 安 保 政 策，并 从 相 关 法 制 建 设 方 面 进 行 了 配

套完善。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日，日本开始实施新《外汇法》，将外国资本获得

与日本安全保障相关行业企业股份需事先申报的门槛从过去的１０％降

至１％。①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６日，日本通过新法，将从２０２２年度开始，对重要设施

周边及国境附近离岛的土地交易进行调查与限制，防止外国资本购买日

本自卫队基地附近土地或离岛土地并进行不正当利用的事态发生。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岸田文雄任日本首相后，开始积极推动“经济安全保障

推进法案”的制定。１１月１９日，岸田文雄主持召开了首次经济安全保障

推进会议，要求加 速 经 济 安 保 法 案 的 准 备 工 作，并 于 同 日 在 内 阁 官 房 下

设经济安全保障法制准备室，从各省厅抽调３０名职员与国家安全保障局

“经济班”开展合作，加速法案制定工作。１１月２６日，日本召开首次专家

会议，讨论法案具体内容。２０２２年２月１日，专家委员会 汇 总 法 律 草 案

并提交政府审议，该法案将强化半导体、药品、稀土及蓄电池等战略物资

供应链，确保通信及金融等基础设施的安全性与可信赖性，加强太空、人

工智能（ＡＩ）、量子、生物等尖端技术研发及防范技术流出，限制敏感专利

技术公开作为四大支柱。② 该法案将在２０２２年内通过国会审议，从２０２３

年度开始执行。此外，日本还计划在首次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

增设“经济安保”条款。

（三）联合域外国家加强供应链安全和出口管制

日本强调通过加 强 与“志 同 道 合 国 家”之 间 的 合 作 来 推 动 经 济 安 保

战略，特别是将日美同盟强化态势显著延伸向经济、技术领域。

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２日，美日印澳在线举行首次“四边机制”首脑会谈，决

７７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①

②

〔日〕西山賢吾：「金融·資本市場から見た外為法の改正とその注目点」、『野村資本市場

クォータリー』２０２０年春号。
「経済安保、事業者に罰則案　有 識 者 提 言　月 内 に も 法 案 提 出」、『朝 日 新 聞』２０２２年２
月２日。



定成立关键与新 兴 科 技 工 作 组，在 技 术 标 准 制 定、创 新 技 术 开 发 等 方 面

加强合作，并开展关键技术供应链对话。① ３月１６日，日美举行“２＋２”会

谈，双方确认将加 强 网 络 事 务 对 话，在 维 护 网 络 安 全 及 构 建 具 有 韧 性 及

多边化的安全供应链方面加强合作。４月，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美

国，日美首脑在会谈后决定建立“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 系”，为５Ｇ及６Ｇ

研发共同投入４５亿美元，以及在敏感供应链和关键技术的开发与保护方

面加强合作。② ６月，在英国举行的Ｇ７首脑峰会上，各国确定将在提升经

济韧性方面加强合作，探讨建立相关机制来应对关键矿物及半导体等领

域的供应链韧性风险。９月２４日，美日印澳在美国召开第二次“四边机

制”首脑会谈，确认将建立关键与新兴技术合作。例如，在技术标准制定

方面加强合作，维 护 半 导 体 等 关 键 技 术 及 物 资 的 供 应 链 安 全，共 同 应 对

网络威胁，保护关键基础设施。１１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访日，与日本建

立局长级磋商机制“日美贸易合作框架”，并确认将继续在经济安保领域

进行讨论，推动双方经济竞争力和韧性的提升。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日 美 举 行 线 上 首 脑 会 谈，双 方 决 定 设 立 经 济 版

“２＋２”会谈，由日美外 交 与 经 济 部 长 参 与，将 集 中 讨 论 推 进 印 太 地 区 基

础设施投资 和 供 应 链、技 术 投 资、标 准 制 定 及 出 口 控 制 等 方 面 的 问 题。

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２日，法 国 与 欧 盟 共 同 主 办 首 届“欧 盟 印 太 合 作 部 长 级 论

坛”，日本受邀参会。林芳正 在 发 言 中 强 调 了 在 经 济 安 全 领 域 促 进 日 本

与欧洲以及“志同道合国家”之间具体合作的重要性，并指出要在消除核

心基础设施和供应链脆弱性并提高经济自律性的同时，通过防止先进技

术外流来维持本国优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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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前景展望

　　受国内外疫情影响，日本２０２０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增长 率

为－４．５％，降 幅 仅 次 于 受 到２００８年 全 球 金 融 危 机 影 响 的２００９年

（－５．７％）。其中，由于日本政府实施了多轮“紧急事态宣言”和“防止疫

情蔓延等重点措施”等疫情管控措施，限制经济活动，使得运输邮政和餐

饮住 宿 等 服 务 相 关 消 费 陷 入 低 迷，ＧＤＰ 降 幅 分 别 高 达 ２５．１％ 和

３１．２％。① ２０２１年前三季度，日本经济增长仍呈停滞态势，发展不确定性

极高。据日本内阁 府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前 三 季 度 实 际ＧＤＰ环 比 增 长 率

分别为－０．７％、０．５％和－０．９％。特别是按年率计算，继第一季度实际

ＧＤＰ下滑２．９％后，第三季度进一步环比下降３．６％。② 随着传染性更强

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全球疯狂蔓延，供应链受阻、劳动力短缺、

服务业低迷，再 加 上 出 口 及 产 出 因 海 外 需 求 放 缓 而 下 滑 等 诸 多 因 素 交

织，日本经济年内恢复到新冠疫情前水平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

与此 同 时，中 国 经 济 受 疫 情 影 响，在２０２０年 第 一 季 度 同 比 下 降

６．８％，但是从第二季度开始转负为正，增长３．２％，成为全球疫情大蔓延

下率先实现经济 增 长 的 国 家，全 年 实 现 经 济 增 长２．２％。③ ２０２１年 中 国

经济持续恢复，全年经济增长达到８．１％。④ 中国在实现自身经济复苏的

同时，也拉动 了 周 边 国 家 经 济 增 长，市 场 潜 力 对 日 本 而 言 吸 引 力 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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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日本对世界出口大幅下降１１．１％，其 中，对 美 出 口 下 降１７．３％，

对欧盟 出 口 下 降１４．６％。中 国 则 是 日 本 唯 一 出 口 增 长 国，增 幅 达 到

２．７％。２０２１年日本出口 虽 有 所 恢 复，但 对 美 国、欧 盟 出 口 都 低 于２０１９

年数 值，而 对 华 出 口 连 续 两 年 增 长，并 创 下 历 史 新 高，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９．２％。① 因此，后疫情时 代，日 本 对 华 经 济 合 作 需 求 不 减 反 增，日 本 各

界盼望通过以中 国 为 代 表 的 外 需 拉 动 经 济 增 长、增 加 企 业 受 益、提 高 产

品竞争力，为新冠 疫 情 冲 击 下 的 低 迷 经 济 带 来 起 色。可 以 预 见，今 后 日

本将在引领国际 经 贸 规 则 制 定、加 强 区 域 经 济 合 作、深 化 中 日 贸 易 投 资

关系、优化产业链供应链结构等方面更加积极主动，而同时，日本在区域

影响力、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等方面的对华竞争也丝毫不会减少。

在新冠疫情进一步加速国际秩序变革的当下，日本对外经济战略将

继续呈现两个发展趋势。一方面，日本更加重视在争夺世界经济规则主

导权与话语权方面 加 速 发 力，抢 占 国 际 经 贸 竞 争 的“制 高 点”，以 提 升 自

身在制度层面的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日本更加注重将经济

问题与安全保障 密 切 结 合，通 过 重 视 经 济 安 全 保 障 来 加 强 国 际 竞 争 力。

在全球层面，日本将联合 所 谓“志 同 道 合 国 家”，以“相 互 信 赖”关 系 为 基

础，构建以“韧性”“绿色”及“人 权”为 关 键 词 的 全 球 价 值 链；积 极 打 造 数

字经济“朋友圈”，构 建 全 球 数 据 治 理 框 架 体 系；在 交 通 物 流、能 源 资 源、

数字 化“新 基 建”、医 疗 卫 生 等 领 域 发 力，加 强 国 际 基 建 合 作，对 冲 中 国

“一带一路”倡议。在区域层面，一方面，日本政府会尽快完善相关制度，

争取用好ＲＣＥＰ，大力支持日本企业利用该协定谋求实际利益。日本也

将以ＣＰＴＰＰ为蓝本，争取主导推动ＲＣＥＰ在数据流通、国有企业等方面

提升标准，并继续呼吁印度重返协定，以稀释中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

日本则会将ＣＰＴＰＰ扩容作为筹码，争取掌握对华外交优势，并在此过程

中与各方 斡 旋，争 取 倒 逼 美 国 重 返 协 定。最 终，日 本 还 是 希 望 能 够 以

ＣＰＴＰＰ的规则体系为蓝本，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ＦＴＡＡＰ）的建立，并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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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令和３年分貿 易 統 計（速 報）の 概 要」、財 務 省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日。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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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争取在未来经贸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导权和话语权。

此外，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国家利益的经济安保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

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关注重点。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日本 内 阁 正 式 批 准

了经济安保推进法案，并将其提交国会审议。日本将更加强调产业链安

全和自主可控，强调“攻守”结合，实现“克服经济脆弱性”与“保持竞争优

势”的共存。一方面，克服脆弱性，就是要避免重要物资供应对单一国家

的过度依存。为此，日 本 进 一 步 支 持 向 东 南 亚 国 家 转 移 生 产 线，实 现 生

产据点的多 元 化；加 强 国 内 研 发 能 力，努 力 开 发 替 代 技 术；对 标 欧 美 企

业，加强战略合作。另一方面，确保优势，就是要通过对重要技术的研发

与管理，进一步强化日本具有优势的领域。为此，日本将更加重视与“志

同道合国家”的技术研 发 合 作 和 设 备 投 资，彻 底 加 强 对 所 谓“涉 及 安 全”

的“敏感技术”的管理。特别是，日本将通过经济版“２＋２”加强与美国在

经济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协调，重点针对中国，意在防范尖端技术流失，打

压中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

不过，尽管日本在 引 领 国 际 经 贸 规 则 方 面 的 确 取 得 一 定 进 展，但 是

其经济安保战略却有可 能 出 现 更 多 不 确 定 性。在 日 本 对 中 国 市 场 依 赖

不减反增的趋势下，试图阻碍对华出口、阻止技术合作、补助供应链转移

等行为，反而有可 能 与 日 本 企 业 的 发 展 战 略 出 现 矛 盾，不 利 于 日 本 对 外

经济战略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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