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价值链重构

与日本产业界的应对

汪　婉

　　摘　要：日本产业界认为，全球价值链重构既有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时代发展的

要求，也有美国为保持本国优势人为制造的“脱钩”行为。日本企业今后布局全球价值链

的目标将从注重效率转变为优先考虑地缘政治风险。日本产业界指出，美国联合盟友针

对中国实施的是“局部和有选择的脱钩”，而非“全面脱钩”；美联合盟友制华具有防止“渔

翁得利”等多重目的，日本政府不应盲目追随美国，要确保本国的自主性。日本产业界建

议政府实现“两个平衡”，即“中美之间的平衡”和“经济安全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平衡”，并

提出建立“中立的供应链”“双重供应链”等具体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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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已有大量学术 论 文 探 讨 美 国 对 华 供 应 链“脱 钩”和 全 球 价 值 链

重构的问题，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各国政府的法案和政策层面。这些研究

揭示了主要国家围绕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政策内容和政策导向，并通过对

各国政策的分析，为中国今后如何应对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在已有

的研究中，有一个 被 忽 视 或 较 少 论 及 的 议 题，就 是 各 国 产 业 界 对 本 国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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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经济安全政策的反应与应对。实际上，在美国、欧盟国家及日本，经济

安全政策的制定 过 程，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是 政 府 和 产 业 界 的 互 动 过 程，产 业

界对有关政策的 态 度 和 执 行 方 式，对 于 政 策 的 具 体 落 实 具 有 重 要 影 响。

本文主要通过日本产业界对美、日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的反

应及应对，分析我 国 面 临 的 产 业 链 重 构 问 题，为 我 国 正 确 把 握 全 球 价 值

链重构的各种动向提供有益参考。

　　一、全球价值链重构不可避免

　　日本《２０２１年版制造业白皮书》指出，全球价值链重构因“弹性、绿色

经济、数字经济”的 时 代 要 求 不 可 避 免。① 其 中，“弹 性”是 指 通 过 加 强 供

应链的韧性保障 经 济 安 全 和 应 对 国 际 局 势 变 化。当 前，美 国 的 对 华“脱

钩”政策和中美技 术 竞 争 引 发 的 经 济 安 全 问 题，已 成 为 全 球 价 值 链 重 构

的主要原因。美国一方面加大国内投资以强化本土产业的竞争力，另一

方面联合盟友，以经济安全为名遏制中国，推动对华技术限制。对此，中

国必然要采取应 对 措 施，全 球 经 贸 和 投 资 环 境 将 因 此 变 得 更 加 复 杂，全

球价值链重构已不可避免。

拜登政府对华实行所谓的“竞争性共存”战略，即在对美国有利的情

况下与中国共存，其目标是在和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始终确保美国的优势

地位。拜登政府将“竞争性共存”战略分为竞争、合作、对抗三个层次。②

“竞 争”主 要 体 现 在 半 导 体、下 一 代 通 信，以 及 与 绿 色 经 济 相 关 的 高 精

尖 技 术 领 域；“合 作”体 现 在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等 全 球 性 问 题 上；“对 抗”表

现 在 价 值 观、人 权，以 及 与 中 国 的 核 心 利 益 相 关 的 安 全 问 题 上。在

“竞 争”层 面，拜 登 政 府 要 达 到 三 大 目 标：一 是 确 保 美 国 在 半 导 体 等 重

要 产 业 领 域 保 持 和 提 高 竞 争 力，在 可 能 转 化 为 军 事 用 途 的 产 品 和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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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上 占 据 优 势。二 是 针 对 稀 土 等 重 要 矿 物，因 美 国 国 内 赋 存 有 限、生

产 成 本 高，以 及 环 境 负 担 重 等 问 题，迄 今 对 外 依 赖 程 度 较 高。对 于 重

要 矿 物，今 后 美 国 试 图 通 过 供 应 链 多 元 化 和 回 流 来 保 持 自 主 性，特 别

是 要 减 少 对 中 国 的 依 赖。三 是 在 信 息 通 信 基 础 设 施、电 网 等 产 业 领

域 排 除 中 国 的 产 品 和 服 务，以 保 障 其 国 家 安 全。① 拜 登 政 府 试 图 通 过

三项政策实现以 上 三 大 目 标：一 是 通 过 出 口 管 制、投 资 审 查 等 措 施 加 大

对华技术限制，二 是 由 政 府 主 导 国 内 投 资 以 增 强 产 业 竞 争 力，三 是 拉 紧

盟友制造“小圈子”。

在遏制中国的政策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最大不同是强调与

盟友分工合作，共同推进。拜登总统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４日签署了《美国供

应链行政命令》，针 对 半 导 体 制 造 和 先 进 封 装、大 容 量 电 池、重 要 矿 物 和

材料、药品和原料 药 四 类 关 键 产 品 的 供 应 链，开 展 为 期１００天 的 审 查。②

６月８日，拜登政府发布了《百日供应链审查报告》。该报告提出，美国要

和盟国、伙伴国共同强化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关键产品和产业

方面 排 除 中 国。③ 具 体 措 施 包 括：通 过 美、日、澳、印 四 方 安 全 对 话

（ＱＵＡＤ）、七国集团（Ｇ７）等机制，扩大“相同价值观”国家的合作；举办由

主要盟友的公共及私营部门参加的全球论坛，以强化美国及盟友的供应

链韧性。

一年多来，拜登政府逐步落实《百日供应链审查报告》提出的政策建

议。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２日召开首 次 ＱＵＡＤ峰 会，提 出 强 化 半 导 体、信 息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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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目标是在出口管制方面制定国际标准。２０２２年

５月２４日，ＱＵＡＤ峰会发布《美日澳印首脑峰会共同声明》，将持续关注

新兴技术及其运用，继 续 深 化 在 半 导 体 供 应 链、５Ｇ通 讯 技 术、生 物 技 术

等领域的多边合作。①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１３日举行的Ｇ７峰会，就促进安

全、韧性、竞争、透明，可持续性和多样化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电信基础

设施和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基础设施的供应链达成了一致。② ２０２１年６

月１５日举行美国—欧盟峰会，成立贸易和技术委员会（ＴＴＣ），并设立了

１０个工作组，涉及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技术标准化合作等领域。③ 在同

年９月举行的ＴＴＣ第一次会议上，将投资审查、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半

导体，以及在全球贸易中如何应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人权、环境等列为重

点议题。

　　二、日本政府出台经济安全保障政策

　　日本政府积极 配 合 美 国 构 建 排 除 中 国 的 技 术 联 盟 和 供 应 链 联 盟 政

策，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遏制中国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

第一，构建“美日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２０２１年４月，拜 登 与 到

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首脑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深化在

生命科学与生物 技 术、人 工 智 能、量 子 科 学 及 民 用 航 空 等 领 域 的 研 发 合

作，并加强包 括 半 导 体 在 内 的 供 应 链 合 作。《联 合 声 明》附 件———《美 日

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ＣｏＲｅ）计划共同研发“安全和开放”的５Ｇ网络

和下一代移动网络，美 国 将 在ＩＣＴ领 域 投 入２５亿 美 元，日 本 将 投 入２０

亿美元。④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３日，拜登访日期间与日本正式签订ＣｏＲ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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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竞争力与创新、网络安全建设、印太地区合作、科学技术合 作、航 天

合作、国际标准化合作、加强出口管制、加强供应链韧性、新冠疫 情 防 护

与全球健康安全。①

第二，日本国 会 通 过《经 济 安 全 保 障 推 进 法 案》。《经 济 安 全 保 障 推

进法案》（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１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保障半导体、医药品、关键

矿物质等“特定重要物资”的供应链稳定、强化供应链韧性；加强电力、通

信等关键基础设 施 的 审 查；敏 感 专 利 非 公 开 化，对 象 涉 及 核 能 和 武 器 研

发；官民协作，强 化 尖 端 技 术 研 发。② 从 该 法 案 的 内 容 看，基 本 上 是 美 国

政府《百日供应链审查报告》的翻版。可见，该法案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

重新调整产业链体系，加强国内生产，不再过度依赖海外产品供应，主要

是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

日本政府为了ＣｏＲｅ文 件 的 签 署 和《经 济 安 全 保 障 推 进 法 案》的 出

台，做了大量政策和法律铺垫。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４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对经

济安保政策提出 调 整 意 见，强 调 要 与 美 国 等 友 好 国 家 加 强 供 应 链 合 作，

而与中国的合作则要在相关法律制度框架内进行，并限制在非敏感产业

领域。６月１８日，菅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２０２１年经济财政运营与

改革基本方针》（以 下 简 称《２０２１基 本 方 针》）、《增 长 战 略 实 施 计 划》及

《２０２１年综合创 新 战 略》，均 旨 在 加 强 经 济 安 全 保 障。《２０２１基 本 方 针》

明确指出，经济安保 的 战 略 方 向 是“以 基 本 价 值 观 和 现 有 国 际 秩 序 的 规

则为前提，扩大、深化与相同价值观国家的合作，同时确保本国的自主性

和优势”。③ 该方针还对半导体等关键产品、电力等关键基础产业提出系

统应对策略，强调 加 大 尖 端 技 术 的 研 究 开 发，增 强 关 键 技 术 及 物 资 的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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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米競争力·強靱性（コア）パートナシップ」、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３日。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ｎａ／ｎａ１／ｕｓ／ｓｈｉｎ４＿００００１８．ｈｔｍｌ．
「『经济安保推进法案』が議決」、参議院ホームページ、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ｓａｎｇｉｉｎ．ｇｏ．ｊｐ／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ｕｇｏｋｉ／ｒ４／２２０５１１．ｈｔｍｌ．
「経済財政運営と改革の基本方針２０２１日本の未来を拓く４つの原動力：グリーン、デジ

タル、活力あ る 地 方 創 り、少 子 化 対 策」、内 閣 府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８日。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５．ｃａｏ．ｇｏ．ｊｐ／ｋｅｉｚａｉ－ｓｈｉｍｏｎ／ｋａｉｇｉ／ｃａｂｉｎｅｔ／２０２１／２０２１＿ｂａｓｉｃ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ｊａ．ｐｄｆ．



内生产供应能力。２０２１年６月日本公布《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决定

加大相关投资，重 建 相 关 生 产 体 系，增 强 供 应 链 韧 性。日 本 计 划 对 不 同

类型的半导体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对国外先进企业在日本投资建厂给

予政策优惠，顺势组建国家级技术攻关体制，推动半导体行业重组。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０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关于推动高信息通信技术开发

和引进的法案，修 改 了 有 关“新 能 源 产 业 技 术 综 合 开 发 机 构”的 部 分 法

律，以“支持企业对高性能半导体生产设施的投资决策，确保国内稳定生

产”，政府对此 类 企 业 发 放 补 助 金 并 设 立 基 金。① 在１２月２０日 通 过 的

２０２１年度补充预算中，向设在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

开发机构”（ＮＥＤＯ）的“尖 端 半 导 体 生 产 基 础 整 备 基 金”注 资６１７０亿 日

元，以后资金投入 还 将 持 续 数 年，并 根 据 需 要 增 加 补 贴 额 度。② 此 外，日

本与澳大利亚、印度共同发起“强化供应链韧性倡议”（ＳＣＲＩ），与东盟共

同发起“日本·东盟经济强韧性的共同倡议”，积极推动与相同价值观国

家合作，实现供应链强韧性的战略。

第三，与美国加强经济“２＋２”对话机制。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日美领

导人在会晤中同 意 设 立 由 日 本 外 务 大 臣、经 济 产 业 大 臣 和 美 国 国 务 卿、

商务部长组成的“２＋２”对话机制，加强在经济安全保障和气候变化问题

上的合作，重点关注科技和供应链等领域。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５日，日美首次

在华盛顿举行经济“２＋２”会 谈，双 方 就 如 何 应 对 所 谓“中 国 冲 击 国 际 秩

序”，着手制定经济领域 的 统 一 标 准。其 中 包 括 对 发 展 中 国 家 基 础 设 施

投资的标准，在透 明 性、可 持 续 性 以 及 环 境 保 护 等 方 面 提 升 门 槛。美 日

还将在２０２２年底在日本成立新的研发机构，用于研究２纳米半导体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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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特定高度情報通信技術活用 シ ス テ ム の 開 発 供 給 及 び 導 入 の 促 進 に 関 す る 法 律 及 び

国立研究開発法人新エネルギー·産業技術総合開発機構法 の 一部 を 改正 す る 法律案』
が閣議決定されました」、経済産業省ホームペー ジ、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６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ｍｅｔｉ．ｇｏ．ｊｐ／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１／１２／２０２１１２０６００１／２０２１１２０６００１．ｈｔｍｌ．
「経済産業省関係令和３年度補正予算のポイント」、経済産業省大臣官房会計課 ホー ム

ペー ジ、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ｔｉ．ｇｏ．ｊｐ／ｍａｉｎ／ｙｏｓａｎ／ｙｏｓａｎ＿ｆｙ２０２１／ｈｏ－
ｓｅｉ／ｐｄｆ／ｈｏｓｅｉ＿ｙｏｓａｎ＿ｇａｉｙｏ．ｐｄｆ．



并计划于２０２５年开始量产。① 以上动向说明，日本政府正在积极配合美

国联手盟国和伙伴国构建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的政策，收

紧对华高科技领域的合作，调整过于依赖中国的供应链。

　　 三、日本产业界对美中全面“脱钩”的否定性预判

　　日本产业界 认 为，在 美 国 对 华 遏 制 政 策 的 影 响 下，今 后 中 国 作 为 出

口基地的重要性 将 相 对 下 降，但 是 中 国 产 业 基 础 雄 厚，并 拥 有 巨 大 的 国

内市场，美国与中国全面“脱钩”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美国从本国经济利

益出发，在非关键 产 品 和 领 域 的 供 应 链 离 不 开 中 国，美 国 联 手 盟 友 针 对

中国实施的实际上是“局部和有选择的脱钩”，而非“全面脱钩”。

（一）中美贸易继续呈扩大趋势

实际上，非关键产品领域的产业链转移仅出现在特朗普政府挑起对

华贸易战的初期。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引发“贸易特需”，美国再次

增加从中国采购医疗用品等，此后中美贸易保持相对平稳的状态。

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有１８００多家美资企业撤出中

国，但是以高关税为由撤出的企业不到１％。② 另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

会”（ＵＳＣＢＣ）委托牛津经济研究院所做预测表明，如果美中“脱钩”，美国

将有７３万人失去就业机会。鉴于此，２０２１年８月，美国在华商会等全美

３１个经济团 体 联 名 致 信 拜 登 政 府，要 求 恢 复 与 中 国 的 贸 易 谈 判。２０２１

年１０月４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表示，对华要启动“具针对性的关税排除

程序”，她认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停止彼此之间的贸易是不现实

的”，“美国将努力在不同的基础上与中国‘重新连接’，而不是‘脱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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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米経済政策協議委員会（経済版『２＋２』）」、外 務 省 ホ ー ム ペ ー ジ、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９日。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ｎａ／ｎａ２／ｕｓ／ｐａｇｅ６＿０００７２０．ｈｔｍｌ．
Ｓａｍａｎｔｈａ　Ｖｏｒｔｈｅｒｍｓ，Ｊｉａｋｕｎ　Ｊａｃｋ　Ｚｈａ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Ｅｘｉ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Ｗａｒ”．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２０２１－０９．ｈｔ－
ｔｐｓ：／／ｐａｐｅｒ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ｓｏｌ３／ｐａｐｅｒｓ．ｃｆ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３９１６１８６．
《戴琪对中美贸易发表政策演说 称寻求与中国“坦诚对话”》，参考消息网，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５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ｃｏｍ／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２１１００５／２４５５７７８．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３日拜登总统访日期间，启动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

架”（ＩＰＥＦ）谈判。很多学者指出ＩＰＥＦ具有非自贸协定属性，既缺乏市场准

入等实际内容，又不关注成员国所期待的关税减免。但是，美国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称，ＩＰＥＦ就是为了“应对现代挑战而设计的现代谈

判”，ＩＰＥＦ“不是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我们面临的新局面和挑战需要新

的解决方法。ＩＰＥＦ将有助于美国应对该地区面临的新挑战，并提高美国

在该地区的存在”。①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ＩＰＥＦ重点关注的不是传

统的自由贸易协定范畴，半导体、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以及包括生物技术、

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等新兴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的规则，才是ＩＰＥＦ

关注的重点。② 因此，ＩＰＥＦ非 常 典 型 地 反 映 了 美 国 联 合 盟 友 针 对 中 国 的

“局部和有选择的脱钩”政策，也就是说拜登政府并不谋求与中国全面脱

钩，或者说拜登政府仅针对新兴技术和关键原材料、关键产品和产业对中

国进行有选择的脱钩，并不谋求与中国在传统的自由贸易领域脱钩。

（二）２０２１年在华日企没有大规模回流或转移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２０２１年中日贸易额达３７１４亿美元，同比增

长１７．１％，创历史新高。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末，日 本 累 计 在 华 投 资 设 立

企业５４６３１家，实际使用资金１２２９．８８亿美元，日本在中国利用外资总额

国别排名中仍居首位。③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ＪＥＴＲＯ）２０２２年１月公布了一份涉及２０２１年度

在华日本企业盈 利 情 况 的 调 查 报 告④。在 受 访 的１５５３个 在 华 日 本 企 业

８３

东北亚学刊

①

②

③

④

《关于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的公 开 电 话 媒 体 简 报 会（节 选）》，美 国 驻 华 大 使 馆 和 领 事 馆 网，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ｓ：／／ｃｈｉｎａ．ｕｓｅｍｂａｓｓｙ－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ｚｈ／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ｃａｌｌ－
ｏｎ－ｔｈｅ－ｌａｕｎｃｈ－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ｚｈ／．
‘Ｒａｉｍｏｎｄｏ：Ｕ．Ｓ．ｅｙｅｉｎｇ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ｍｏｒｅ　ｒｏｂｕｓｔ’ｔｈａｎ　ＣＰＴＰＰ，’Ｉｎｓｉｄｅ　Ｕ．
Ｓ．Ｔｒａｄｅ，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５，２０２１．
海关总署：“海关总 署２０２１年 全 年 进 出 口 情 况 新 闻 发 布 会”，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４日。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ｃｕｓｔｏｍｓ／ｘｗｆｂ３４／３０２３３０／４１２４６７２／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年度海外進出日 系 企 業 実 態 調 査（ア ジ ア·オ セ ア ニ ア 編）」、日 本 貿 易 振 興 機 構

（ＪＥＴＲＯ）、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ｅｔｒｏ．ｇｏ．ｊｐ／ｅｘｔ＿ｉｍａｇ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０１／

６ｅ５１５７ｅ３６２６０６５４８／２０２１００４５．ｐｄｆ．以下数据均来自该调查报告。



中，７２．２％表示在中国实现了盈利，这是２００７年将非制造业纳入调查范

围以来，盈利企业 占 比 上 升 至 最 高 水 平。盈 利 的 主 要 原 因 是“中 国 本 地

市场销售增加”和“出口扩大”。

ＪＥＴＲＯ的调查显示，约５０％的 企 业 把 在 中 国 累 计 收 益 中 的 一 半 左

右作为在中国境 内 扩 大 生 产、销 售 功 能 的 投 资 资 金。从 比 例 看，制 造 业

比非制造业高出２３．７个百分点。在用途方面，用于扩大“销售功能”的比

例最高，其次是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和通用产品。

ＪＥＴＲＯ的调查报告还显示，在华日本企业中希望未来１－２年内“扩

大规模”的企业占４０．９％，较２０２０年上升了４．３个百分点，但仍未恢复

到新冠肺炎疫情前２０１９年的水平（４３．２％）。从行业来看，制造业中的黑

色金属、电气电子设备、运输业的扩大规模比例比２０２０年上升了１０个百

分点以上。而 缩 减 或 向 第 三 国（地 区）转 移 或 撤 出 的 企 业 为３．８％，为

２０１０年实施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

从以上ＪＥＴＲＯ的调查数据看，在华日本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并

没有出现将生产基地大规模撤回国内或转移至东南亚国家的情况，这与

一些媒体的过度 渲 染 性 报 道 形 成 对 照。日 本 产 业 界 认 为，应 当 综 合、客

观地分析在华制造业企业撤出中国是否合理，并根据当前国际形势对未

来趋势做出正确研判。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在日本海外设备投资总额中的占比仍在

增加，仅次于美国 居 第 二 位。日 本 继 续 加 大 对 华 投 资，这 主 要 是 基 于 中

国雄厚的产业积累，目前还难以找到可以完全替代的国家和地区。日本

产业界指出：从宏观上看，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并没有改变，但是目前国际形

势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延宕，海外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日本政府出台

了经济安全保障政策，要求关键产品的供应链回归；海外投资还要规避地

缘政治风险等。因此，日本企业面临着构筑多元化供应链体系的挑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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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長谷川賢：「日系製造 業 の『国 内 回 帰·多 元 化』か ら 読 み 解 く グ ロ ー バ ル ト レ ン

ド」、ＭＵＦＧ、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ｕｒｃ．ｊｐ／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２／０５／

ｇｌｏｂａｌ＿２２０６１０＿０１．ｐｄｆ．



　　四、日本产业界的反应与应对措施

　　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中积极选边站队，目前在美国所谓

“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中已被视为“急先锋”。但是，日本作为东亚的一员，

在经济上是否要为了“站队”而采取背离市场规则的政策，导致本国经济蒙

受损失，日本政府似乎还没有痛下决心。对此，日本产业界要求政府实现

“两个平衡”，即“中美之间的平衡”和“经济安全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平衡”。

（一）日本产业界对美、日政府政策的反应及分析

２０２２年３月，日本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２０２１年度后疫情时代制造

业全球价值链变革调查 研 究 报 告》。该 报 告 指 出，拜 登 政 府 强 化 与 盟 友

合作，谋求建立对华经济安全屏障，具有多重目的。其目的，一是通过联

手制华，谋求付出最小代价，获得最大限度对华监管的有效性；二是在加

强供应链韧性方面，要求盟友各尽其责，共同承担责任，防止盟友 “渔翁

得利”（ｂａｃｋｆｉｌｌ）；三是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标准，这也需要盟友的支

持与合作。①

日本产业界提醒政府不要一味追随美国，要确保本国的自主性。日

本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为获取战略物资

和重要技术展开激烈竞争，制定经济安全政策，如美国将半导体、稀土等

关键产品纳入“百日供应链审查”的范围。欧盟提出“开放性战略自主目

标”，从战略、安全、价值观出发评估国际科技环境，主张通过自主选择来

塑造符合欧盟战略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２０２１年５月欧盟更新了 上 一

年３月制定的“新产业战略”，指出有１３７个重要产品的对外依赖程度达

到５２％，提出在原材料、半导体以及电池等六个领域减少对外依赖，提升

产业的“开放性战略自主能力”。② 日本在《２０２１基本方针》中提出，要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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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强关键产品的供应链韧性，确保国内拥有生产和供应能力。虽然美

国拉拢欧盟和日 本，试 图 在 盟 友 之 间 建 立 所 谓 安 全 的、具 有 韧 性 的 供 应

链，但盟友之间也 存 在 矛 盾。美、日 及 欧 盟 各 国 都 在 政 府 主 导 下 推 动 关

键产品的国产化，计 划 在 国 内 建 设 半 导 体 等 重 要 产 品 的 完 整 生 态 系 统，

竞相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在各国政府都要求确保本国自主性的情况下，

如果美国不能协 调 好 与 盟 友 的 优 势 及 合 理 分 工，不 仅 无 法 和 中 国 脱 钩，

还将引发与盟友之间的 激 烈 竞 争。日 本 应 当 避 免 因 为 和 盟 友 发 生 竞 争

而投入大量财政经费的情况。

自 民 党 政 务 调 查 会 新 国 际 秩 序 创 造 战 略 本 部 就“经 济 安 全 保 障 战

略”提 出 建 议：日 本 应 当 加 强 与 欧 盟、英 国、澳 大 利 亚 等“中 等 力 量”的

合 作，维 护 和 重 建 全 球 自 由 贸 易 体 系；反 对 在 地 区 和 国 家 间 以“经 济

安 全 保 障”为 借 口 实 施 保 护 主 义 政 策；日 本 在 制 定 确 保 公 平 竞 争 条 件

的 规 则 方 面 应 当 发 挥 主 导 作 用，不 仅 协 助 美 国 构 建 新 的 经 济 框 架，还

应 扩 大 全 面 与 进 步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ＣＰＴＰＰ）、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ＥＰＡ）的 作 用，提 高 其 自 由 化 程 度 和 规 则 水 平。该 战 略 本 部 强

调，日 本 要 保 持 独 立 性 和 战 略 上 的 不 可 或 缺 性，对 中 美 两 国 及“中 等

力 量”国 家 继 续 发 挥 影 响 力。①

在日本政府密集 出 台 各 种 经 济 安 保 政 策 和 措 施 的 背 景 下，智 库“亚

太倡议”（ＡＰＩ）对与经济安全密切相关的１００家日本企业（包括研究机构

等）实施了一项问卷调查②，几乎所有企业都表示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经济

安全保障政策的影响，９８％的企业表示在经营上必须注意经济安全保障

政策，８６．９％的企 业 表 示 已 经 采 取 了 经 济 安 全 保 障 措 施。关 于“对 政 府

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有什么要求”，４７．４％的企业希望政府能够“明确指

出政策方向”，１８．６％的企 业 希 望“政 策 能 够 兼 顾 企 业 利 益”。有 分 析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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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党政務調査会新国際 秩 序 創 造 戦 略 本 部：「提 言『経 済 安 全 保 障 戦 略』の 策 定 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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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表明企业目 前 尚 不 能 正 确 认 识 政 府 关 于 供 应 链 敏 感 技 术 的 安 全

保障政策的适用范围，企业对于政府不能明确‘划线’感到困惑”。①

ＡＰＩ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企业要求政府实现 “中美之间的平衡”和

“经济安全与经济 活 动 之 间 的 平 衡”。日 本 企 业 希 望 日 本 外 交 尽 可 能 稳

定和平衡与中美 双 方 的 关 系，在 和 美 国 保 持 步 调 一 致 的 前 提 下，谋 求 与

中国建 立“建 设 性 和 稳 定 的 关 系”②，利 用 中 国 申 请 加 入 ＣＰＴＰＰ，以 及

２０２２年１月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ＣＥＰ）”等平台，继续与中

国开展对话。该调 查 结 果 还 显 示，日 本 应 对 中 美 双 方 都 开 展 工 作，避 免

中美矛盾激化，甚至升级为军事对抗。

日 本 企 业 还 希 望 政 府 的 经 济 安 全 政 策 和 产 业 政 策 兼 顾 国 家 安 全

和 经 济 活 动 自 由，希 望 通 过 和 政 府 充 分 对 话，在 经 济 活 动 中 找 到 既 能

够 确 保 经 济 安 全，又 能 够 提 高 产 业 竞 争 力 的 平 衡 点。希 望 政 府 在 制

定 监 管 规 则 时，能 够 了 解 企 业 的 具 体 诉 求，使 监 管 规 则 合 理、明 确 和

最 小 限 度 化，确 保 监 管 规 则 的 可 预 见 性 和 法 律 的 稳 定 性。另 外，在 政

府 支 持 生 产 基 地 回 归 本 土、鼓 励 企 业 在 本 土 进 行 生 产 的 政 策 制 定 方

面，也 要 充 分 听 取 产 业 界 的 意 见，在 充 分 了 解 本 国 产 业 生 态 系 统 特

点、全 面 衡 量 日 本 企 业 强 项 的 基 础 上，选 择 适 当 的 资 助 对 象，制 定 有

效 的 资 助 政 策 和 振 兴 政 策。

（二）日本产业界的具体应对措施

今后，日本企业构 筑 全 球 价 值 链 的 目 标 将 发 生 改 变，从 过 去 谋 求 建

立效率第一的全 球 最 佳 生 产 体 系，转 变 为 优 先 考 虑 地 缘 政 治 风 险、人 权

和民主价值观的 影 响，其 后 是 自 然 灾 害、疫 情 等 风 险。数 字 经 济 和 绿 色

经济也是今后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日本企业将通过自动化等来弥补效

率下降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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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日本企业 和 经 济 研 究 专 家 提 出 各 种 应 对 方 案，以 防 止“脱 钩”

带来的风险和经济损失。专修大学商学部的池部亮教授提出建立“中立

的供应链”。他认为，大国之间的对立终将缓和，企业为了规避风险与任

何一方都应保持同等距 离。他 提 出 设 立 由 民 间 主 导 的 中 立 委 员 会、“跨

国认证机构”等，衡量供应链的中立性。①

部 分 日 本 企 业 还 提 出 设 立“双 重 供 应 链”或“双 轨 制 供 应 链”的 应

对 方 案，一 是 用 来 嵌 入 以 中 国 为 中 心 的 供 应 链，二 是 用 来 嵌 入 以 美 欧

为 中 心 的 供 应 链。由 于 中 国 产 业 基 础 雄 厚，产 业 门 类 齐 全，又 拥 有 巨

大 的 国 内 市 场，因 此 大 部 分 日 本 企 业 并 没 有 把“撤 出 中 国”作 为 应 对

中 美 经 贸 对 立 的 措 施。目 前，有 近 三 成 的 日 本 企 业 为 了 规 避 政 治 风

险，正 在 考 虑 把 美 国 业 务 和 中 国 业 务 分 离。已 经 把 生 产 基 地 从 中 国

转 移 到 东 南 亚 国 家 的 一 些 日 本 企 业，又 进 一 步 对 中 美 业 务 做 了 分 离；

已 经 分 离 中 美 业 务 的 企 业，又 分 别 加 强 了 中 国 业 务 和 美 国 业 务。② 日

本企业的种种应对策略，反映出企业和政府的经济安保政策之间存在一

定距离。

另 外，日 本 企 业 内 部 为 应 对 风 险 提 出 的 一 些 具 体 措 施，值 得 中 国

企 业 参 考。第 一，要 求 企 业 密 切 关 注 国 际 形 势，准 确 了 解 主 要 国 家 的

政 策 法 规，密 切 追 踪 竞 争 对 手 企 业 的 动 向，关 注 客 户 企 业 的 需 求 变

化，制 定 包 括 重 组 全 球 供 应 链 内 容 在 内 的 经 营 战 略。与 之 配 套，建 立

内 部 机 制，将 各 种 变 化 及 时 告 知 各 业 务 部 门。第 二，对 供 应 链 进 行 排

查，包 括 人 权 尽 职 调 查 等，将 风 险 可 视 化。第 三，为 应 对 不 断 变 化 的

与 经 济 安 全 保 障 相 关 的 国 内 法 律 法 规，必 须 加 强 内 部 管 理（合 规）体

制。第 四，适 应 由 新 冠 肺 炎 疫 情、国 际 形 势 变 化 等 带 来 的 经 济 环 境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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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第 五，参 考 和 汲 取 主 要 国 家 制 定 法 规 时 反 映 出 来 的 公 众 意 见，在

适 当 的 情 况 下 由 行 业 协 会 牵 头，积 极 向监管当局提出意见，推动监管的

合理化、明确化和最小限度化。①

（三）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如果未来十年美 国 坚 持 联 合 盟 友 遏 制 中 国 的 政 策，包 括 日 本 在 内

的一些国家在与中国进 行“局 部 和 有 选 择 的 脱 钩”，日 本 的 供 应 链 政 策

和产业界的应对将导致两方面的趋势：一方面，将 使 经 济 安 全 保 障 范 畴

内的关键产品和生产领 域 回 归 本 土，或 迁 移 至 所 谓“相 同 价 值 观”的 国

家；另一方面，对于经济 安 全 保 障 范 畴 以 外 的 非 关 键 产 品 和 产 业 领 域，

将维持在华供应链。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企 业 虽 然 不 会 放 弃 巨 大

的中国市场，但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劳动力及土 地 等 生 产 要 素 占 据 较

大优势的东盟国家，已成为日本构筑多元化供应链 体 系 的 首 选 之 地，加

之 地 理 邻 近、基 础 设 施 日 益 完 善，一 些 在 华 日 企 正 在 加 速 迁 移 到 东 南

亚 地 区。

近十年来日本对东盟投资持续增加，根据ＪＥＴＲＯ发布的数据，２０１４

年日本对东盟累计投资１８．９万亿日元，２０２０年增至２７．６万亿日元。而

同期日本对华累计投资１２．４万亿日元和１４．４万亿日元，增幅较小，投资

额差距拉大。２０２１年，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额 为１．０８万 亿 日 元，较２０２０

年下降９．３％。相比之下，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达到３．１万亿日元，同比

增长６１．４％。２０２１年日本对东盟投资是对华投资的三倍以上。但是，从

日本２０２１年上半年对华及对东盟的投资收益率看，对华投资收益率同比

增长１７．８％，为１．１８７万亿日元，而对东盟投资收益同比减少６．９％，为

１．２２１万亿日元。② 从国别看，中国一直位居日本海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的

高位，正如ＪＥＴＲＯ理事长佐佐木伸彦所说，“中 国 支 撑 着 日 本 的 海 外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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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２０２１年度ポストコロナの製造業グローバル·バリューチェーン

変革に関す る 調 査 研 究 報 告 書（通 商 編）』、２０２２年３月。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ｍｆ．ｏｒ．ｊｐ／ｃｏｎ－
ｔｅｎｔ／ｆｉｌｅｓ／ｈｏｕｋｏｋｕｓｈｏ／ｒｅｉｗａ３ｎｅｎｄｏ／２０２１ＧＶＣ＿１ｎ．ｐｄｆ．
ジェトロ：「日本の直 接 投 資（国 際 収 支 ベ ー ス、ネット、フ ロ ー）」、『世 界 貿 易 投 資 報 告

２０２１年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ｅｔｒｏ．ｇｏ．ｊｐ／ｗｏｒｌｄ／ｊａｐａｎ／ｓｔａｔｓ／ｆｄｉ．ｈｔｍｌ．



接投资收益”。① 从 总 体 趋 势 看，日 本 对 华 直 接 投 资 的 收 益 率 在 逐 年 扩

大，但对华直接投资额在逐年缩小。

２０２２年１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后疫情时代日本与 东 盟 新 型 经

济合作”计划，日 本 对 东 盟 将 加 大 以 下 三 个 领 域 的 投 资 力 度：第 一，帮 助

东盟提升其作为全球供 应 链 枢 纽 的 吸 引 力。日 本 认 为 东 盟 重 视 自 由 贸

易和多边主义，地 区 安 全 性 和 稳 定 性 高，在 东 盟 构 建 供 应 链 具 有 相 对 较

高的价值，对于提 升 日 本 经 济 韧 性 具 有 重 要 意 义。第 二，帮 助 东 盟 提 高

创新能力，增强 其 可 持 续 性 发 展。第 三，帮 助 东 盟 加 速 能 源 转 型。日 本

政府将通过向日企提供补贴，大力推动与东盟在供应链、互联互通、数字

创新、人才、绿色“脱碳”的投资与合作。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向东盟增

加投资虽然并不意味着日本企业大规模从中国迁移，但从长期看势必导

致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生产规模及产品更新缩减。

在上述国际背景 下，针 对 美 国 联 合 盟 友，构 筑 排 除 中 国 的 技 术 联 盟

和供应链联盟，中国的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能否走向中高端成为关

键。目前，中国的劳 动 力 成 本 无 法 与 东 盟 的 一 些 低 收 入 国 家 竞 争，而 商

品的技术附加值又无法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竞争。高科技需要长期的积

累，实现突破并非 一 朝 一 夕 的 事 情，留 给 中 国 经 济 结 构 转 型 的 时 间 不 多

了。中国要着力打 造 更 具 创 新 力、更 高 附 加 值、更 具 韧 性 的 产 业 链 供 应

链，推动中国企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同时，中国应当加强与东盟等“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合作，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智慧城 市、大 数

据、５Ｇ等领域构建科技创新和数字合作伙伴关系，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

浪潮中保持优势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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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佐佐木伸彦：《ビジネスパートナーとしての日中関係》，東京財団政策研究所、２０２０
年１０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ｋｆｄ．ｏｒ．ｊ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ｔａｉｌ．ｐｈｐ？ｉｄ＝３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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