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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变化与影响》由杨宏恩、王晶编著。

日本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和主要的外资输出国，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所以日本对中国
投资的增加受到了世界的关注，而立足于整个东亚地区研究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变化则更有意义。
《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变化与影响》梳理了日本对世界投资的发展历程和对东亚投资的变化，以此为背
景研究了曰本对中国投资的总量和结构变化、对日本和中国经济以及对东亚国际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影
响、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与深化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并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对中国引进外资和经济合
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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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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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应该说，有关日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文献相对丰富，很多学者从不
同的角度给予了探讨。
下面将最有代表性的几个学者的研究成果给予表述。
　　首先是王志乐（1998），他将上述影响分为五个方面：①引进资金。
指出日本跨国公司投资不仅弥补了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分担了我国企业的投资风险，使一些急
需的项目及时投产。
②引进技术。
说明透过日本投资引进了一批填补空白的技术、工艺或设备，通过中日企业合作使我国的产品具有高
科技含量，通过中日企业合资不问断地获得新技术。
③学习管理。
指出日益增加的日本企业在华投资为中国管理人员学习日本式的企业管理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中国管理人员通过合资合作，深入日本企业管理结构的内部近距离学习、模仿乃至消化、创新。
④开发人才。
说明日本在华企业为实现人才开发当地化，建立了大规模的人才培训体制。
这种人才培训体制由企业、投资管理公司（地方总部）和母公司三个层面构成，在企业中对各级各类
人员进行全面培训。
⑤推动竞争和促进发展。
对此，从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促进电子电器行业振兴和促进经济繁荣三个视角给予了阐述。
王志乐的研究还有一个能证明其极具价值的原因，就是这些研究成果都建立在作者的实地调查基础之
上。
　　同时，很多学者是从全部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的，因为在影响方面，日本的投资
和其他外商投资并无太大差别。
在此来看稻田实次（1998）的分析。
通过吸收外国投资，可以期待得到资金、先进技术、经营管理方法、扩大出口市场等经济效果。
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资料，截至1996年底：①在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中，外国投资（实
际利用金额）所占的比例是14.9 %，但是福建省却高达将近60010。
②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1371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2899亿美元）的比例为47.3 %。
③外商投资企业雇佣的职工人数为1750万人，占全国的2.5 %。
④税收从1995年的659亿元增加到870亿元，占全国工商税收的14.3 qo。
①不难看出，在资金、技术、管理的影响之外，上述分析还强调了贸易、就业、税收方面的影响。
　　另外，于灵（1999）从资本形成、就业创造、外贸扩张、技术提高四个方面给予了阐述；赵晋平
（2003）在和其他国家对比的基础上，从吸收就业、增加税收、保持贸易盈余三个方面给予了分析。
在此，必须提到的一个研究成果是，桑百川（2000）从制度创新效应、推进改革效应和观念更新效应
三个方面论述了外商投资的非经济影响，这对本书的写作很有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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