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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常思纯、李孟刚编著的《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研究》旨在对经济外交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和探讨的。
作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互动的角度来探究经济外交的理论渊源，并在归纳总
结的基础上对经济外交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在对经济外交进行学理分析后，本书选取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的实践来进一步探讨经济外交如何推动国
家之间的政治与经济互动。

对华经济外交在日本外交战略布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研究》在分析日本对华经济外交决策机制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日本在贸
易、直接投资、政府开发援助(ODA)、区域经济合作、能源、环境等六个领域对华经济外交的战略与
特点，并对其绩效和前景做出了评估。
日本对华经济外交在成为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的同时，也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产生了一定影
响。
本书以日资对中国产业影响为例，分析了日本在直接投资领域开展的经济外交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
响。

展望未来，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如果日本政府能在对华经济外交中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努力完善以中日高层经济对话机制为首的各
项合作机制，以积极的态度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就有可能把中日政治经济关系推上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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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产业安全理论的研究》入选“2009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专著《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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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权威学术报刊发表论文8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资料复
印中心全文转载；主持或积极参与撰写各种高水平内参报告，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门批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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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的决策机制 
    (一)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的决策机构 
    (二)影响日本对华经济外交决策的主要因素 
  二、民间推动的对华经济外交(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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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本对华贸易中的外交协调 
    (一)建立会晤机制沟通经贸关系 
    (二)开展首脑外交推动经贸合作 
    (三)利用外交渠道确保能源进口 
    (四)实施贸易保护限制商品进口 
    (五)提供外交支援推动企业出口 
    (六)采取严格控制实施出口管制 
  三、日本对华贸易外交绩效 
第五章  日本在直接投资领域的对华经济外交 
  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战略 
    (一)从外向型战略到本土化战略 
    (二)从非制造业到制造业 
    (三)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四)从中小规模生产到生产研发一体化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外交服务 
    (一)签订相关协议提供制度保障 
    (二)利用外交资源给予政府援助 
    (三)通过政府机构提供信息支持 
    (四)设立专门机构促进企业投资 
  三、日本对华投资外交绩效 
第六章  日本在政府开发援助领域的对华经济外交 
  一、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 
    (一)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决策过程 
    (二)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政策意图 
    (三)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政策变迁 
  二、日本在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中的外交斡旋 
    (一)提供经济援助改善双边关系 
    (二)实行经济制裁施加政治压力 
  三、日本对华援助外交绩效 
第七章  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的对华经济外交 
  一、日本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 
    (一)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调整 
    (二)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制定 
    (三)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特点 
    (四)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进展 
  二、日本对华区域经济合作外交的特点 
    (一)暂无启动日中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 
    (二)在多边层次开展对华经济合作 
    (三)与中国在区域金融合作上取得重大突破 
第八章  日本在能源领域的对华经济外交 
  一、日本的能源概况及能源战略 
    (一)日本的能源概况 
    (二)日本的国家能源战略 
    (三)日本的能源外交战略 
  二、日本对华能源外交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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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与中国在能源供应地和能源管线走向上展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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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与中国在技术交流、节能环保等领域展开合作 
第九章  日本在环境领域的对华经济外交 
  一、日本的环境外交战略 
    (一)日本环境外交战略的确立 
    (二)日本环境外交战略的意图 
  二、日本对华环境外交的特点 
    (一)签订双边协定夯实法律基础 
    (二)完善合作机制加速合作进程 
    (三)建立多种渠道推动全面合作 
第十章  日本对华经济外交对中国的影响 ——以日资对中国产业的影响为例 
  一、日资对中国产业的控制力分析 
    (一)日资对中国产业的市场控制力 
    (二)日资对中国产业的股权控制力 
    (三)日资对中国产业的技术控制力 
  二、中国产业对日资的依存性分析 
    (一)中国产业资本对日资依存性 
    (二)中国产业技术对日资依存性 
    (三)中国产业出口对日资企业依存性 
  三、日资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作用的效应 
    (一)资源补缺效应 
    (二)产业关联效应 
    (三)产业示范效应 
    (四)就业创造效应 
第十一章  结论 
  一、日本对华经济外交总体评价 
    (一)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的特点 
    (二)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的绩效 
  二、日本对华经济外交前景展望 
    (一)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的机遇 
    (二)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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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外交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被日本视为其外交的三个重要任务之一。
因此本书将在探讨日本经济外交政策变迁和总体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的发展
。
战后，对华经济外交作为日本整体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决策机制体现出了多
元参与、集中决策的特点。
本书首先要探讨战后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的决策机构，把握各机构的主要职能，分析他们在决策过程中
的相互作用与协调。
其次，本书将探讨日本对华经济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国内、国际影响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对日本经
济外交决策产生影响。
　　日本对华经济外交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是以民间为主开展的，主要通过签订民间经济协定、互办
展览会、推动经济代表团互访、技术交流等形式开展经济外交。
日本对华民间经济外交在推动中日双方经济关系发展的同时，也为中日在政治上实现邦交正常化打下
了基础。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华经济外交进入了政府主导、官民并举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日本通过积极开展对华经济外交，在推动中日经济关系全面发展的同时，试图提高本国的
政治地位和影响中国的内政。
本书将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对整个日本对华经济外交史做一简单梳理，总结各个阶段日本对华经济外交
展开的重点领域及其成果，分析在此过程中的中日政治经济互动。
　　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的三大传统支柱是在贸易、投资和ODA领域的经济外交。
本书将从多个案例出发，深入分析日本在这些领域对华经济外交中的政策博弈和决策过程。
除了传统的三大支柱外，近年来日本对华经济外交在区域经济合作、能源、环保等领域都取得了新的
进展。
本书也将深入分析在这三个领域中的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的政策博弈和实施过程。
笔者希望通过深入解析日本在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华经济外交实践，为中国开展对日经济外交提供一
些有意义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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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常思纯、李孟刚编著的《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研究》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阐述与分析相结合的方式
，利用自身语言的优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统计数据，分析了日本对华经济外交的决策机制
与影响因素，并完整梳理了日本在各个不同时期对华经济外交的特点和绩效。
作者分别详细论述和评价了日本在贸易、投资、政府开发援助、区域经济合作、能源和环境等领域对
华经济外交的决策与特点，并分析了日本经济外交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产生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经济外交决策与实践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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