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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贸易投资立国”战略探析
黄保语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231200）

摘　要：本论文旨在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政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以及日本经济需要进行的内部结构调整。首先，通过
分析 Ito（2020）的研究，我们了解了日本的内外直接投资模式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接着，借鉴 Brown 和 Benjamin（2019）
的研究，我们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并从中吸取了成功案例。然后，通过世界贸易组织（2021）的报告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2021）的经济展望数据库，我们揭示了全球贸易和经济的趋势和前景。最后，我们讨论了日本经济面临的结构挑战，并解
读了一些相关研究的观点。通过这些研究，我们认识到了外部因素和内部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可以帮助日本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和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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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ies on the Japanese economy,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at the Japanese economy needs. First, by analyzing the Ito (2020) study, we understand Japan's 

domestic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attern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Japanese economy. Then, drawing on research by Brown and 

Benjamin (2019), we explore trade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raw success stories. Then, through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21) report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 (2021)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we reveal trends and prospects for global trade and 

the economy. Finally, we discuss the structural challenges facing the Japanese economy and interpret some of the perspectives of related 

research. Through these studies, we have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external factors and internal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at can help the 

Japanese economy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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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介绍
在当前全球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各国都在寻求通过贸

易和投资来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日本

一直以来都以其强大的制造业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而闻名。

然而，在日本面临内外部经济挑战的同时，政府开始实施了一

项名为“贸易投资立国”的战略，旨在进一步加强日本的国际

贸易和直接投资能力。本论文旨在探讨日本的“贸易投资立国”

战略的背景和实施情况，以及其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意义和影响。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是深入了解日本的“贸易投资立国”战

略，分析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和意义。具体目标包括：

探究日本制定“贸易投资立国”战略的背景和动机，了解

其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

分析该战略的政策工具和措施，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

政策等方面；

评估“贸易投资立国”战略对日本经济的优势和挑战，以

及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通过案例分析，探讨成功的“贸易投资立国”策略案例，

提供借鉴和启示；

提出建议，为日本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战略调整提供参考。

本论文研究的意义在于深入了解日本的“贸易投资立国”

战略的效果和实施情况，对于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

政策制定上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也有助于了解日本经济面临

的挑战和应对策略，为日本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和指导。

2 日本的“贸易投资立国”战略概述

2.1 定义和目标
日本的“贸易投资立国”战略是指日本政府制定的一系列

政策和措施，旨在通过促进贸易和直接投资来加强日本的国际

竞争力和经济地位。其目标包括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出口

市场、改善贸易逆差、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等。

2.2 历史演变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贸易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通过回顾历史演变，可以看到贸易和投资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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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经历了各种变化和转变。在过去几个世纪，贸易和投资模

式经历了从传统的双边贸易到多边贸易体系的转变。随着国际

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现代贸易和投资通常依赖于国际贸易组

织和双边 / 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这些机制的出现和发展为各国

提供了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并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繁荣。

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贸易和投资的规模和方式也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交通运输的改善，全球贸易

和投资水平显著增长，形成了高度互联的全球价值链。跨国公

司的兴起和国际生产要素的流动进一步推动了贸易和投资的发

展。国际的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建立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经

济发展和就业机会。同时，贸易和投资的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

的趋势，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投资组合

等。这种多样化的贸易和投资模式为各国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

然而，贸易和投资的历史演变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贸易保护主义的情绪和贸易争端的增加给全球贸易和投资带来

了不确定性。同时，全球价值链的复杂性和贸易依存度的增加

也使得各国经济更加脆弱和敏感。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

着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需要在贸易和投资领域

寻找平衡和包容性的解决方案。

通过对贸易和投资历史演变的深入了解，可以更好地理解

当前全球贸易和投资的现状和趋势，为未来制定相关策略和政

策提供参考。

2.3 政策工具与措施
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政策工具与措施是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和

贸易平衡的重要手段。各国通过采取一系列政策工具和措施来

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提高国内产业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

并保护自身的贸易利益和国家安全。

第一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关税是各国最常用的贸易保护

工具之一，通过对进口商品征收税费来增加其价格，从而减少

进口，保护国内产业。除了关税外，非关税壁垒如配额、进口

许可证、技术标准和认证等也被用来限制进口。另外，各国还

可以通过贸易协议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

第二是外商直接投资（FDI）政策。各国通过制定有利于

吸引外国投资的政策，如简化审批程序、提供税收优惠和减少

市场准入限制等，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 政策可以帮助国

家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国内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第三是贸易救济措施。当国内产业受到外国竞争的损害时，

各国可以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来保护自身利益。例如，征收反倾

销税和反补贴税等，限制进口数量或提高进口价格。此外，国

家还可以通过采取反倾销调查和贸易救济调查等手段来调查并

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

第四是贸易促进政策。为了促进出口和开拓新兴市场，各

国可以通过提供出口信贷、开展市场推广、支持跨国公司和创

立自由贸易区等方式来推动贸易。这些政策可以帮助国内企业

拓展国际市场和提高竞争力。

总之，政策工具和措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起着重要作用，

各国根据自身的经济和贸易情况，制定并调整相应的政策，

以实现经济发展和贸易平衡的目标。同时，国际合作和协调对

于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制定也至关重要，以实现共赢和可持续的

发展。

3 “贸易投资立国”战略的优势

3.1 经济影响力的提升
日本的“贸易投资立国”战略在经济影响力方面有以下

优势：

促进经济增长：通过扩大贸易和直接投资，日本能够提高

国内产业的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

拓展市场份额：通过积极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日本能够

增加出口市场份额，减轻对内需的依赖。

提升国际地位：作为一个贸易和投资大国，日本的地位在

国际舞台上得到提升，有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

3.2 提升国际竞争力
“贸易投资立国”战略对日本的国际竞争力有以下优势：

提高技术水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合作，日本能够

获取先进技术和知识，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

扩大市场份额：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使日本企业能够更广

泛地销售产品和服务，增加市场份额。

建立全球供应链：通过跨国公司的布局和投资，日本能够

建立全球供应链，提高生产效率和灵活性。

3.3 创造就业机会
“贸易投资立国”战略对就业机会的创造有以下优势：

扩大出口产业：通过增加出口市场份额，日本能够促进出

口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推动直接投资：鼓励日本企业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在

海外设立生产基地，提供就业机会。

促进创新创业：提升技术水平和竞争力能够激发创新创业

活动，进一步推动就业增长。

4 日本经济发展中的挑战

4.1 外部因素的影响
外部因素是指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来自外部环

境的各种因素。以下是一些外部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全球经济环境：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和波动性会对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例如，全球经济危机或金

融危机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和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

长和市场机遇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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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政策的变化和贸易壁垒对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贸易限制和关税提高可能

导致出口减少和贸易逆差加剧。而自由贸易协定和市场开放政

策可能带来更多的贸易机会和经济增长。

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

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带来资金、技术和

管理经验，促进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而外国直接投资的

流出则可能带走本国的产业和就业机会。

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对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洪灾、地震、干旱等自然灾害

可能破坏基础设施、农作物和生态系统，导致经济衰退和资源

短缺。

4.2 内部结构调整的需要
内部结构调整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变

革的需要，进行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以下是一

些内部结构调整的需要：

经济结构的升级：经济结构的升级是指从传统的农业和制

造业向现代的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转型。随着经济的发展，为

了提高竞争力和增加附加值，一个国家或地区需要调整经济结

构，并加强创新和科技发展。

产业结构的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需要不断优

化和调整。弱化低附加值和污染性产业，发展高附加值和环境

友好型产业。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益，还可以实现可持续

发展。

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竞争的加剧，

劳动力市场需要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培养和吸引高素质

的人才，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适应能力，以适应新兴产业和服

务业的需求。

制度和政策环境的改善：为了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一个国

家或地区需要改善制度和政策环境。这包括减少行政壁垒、简

化审批程序、促进创新和创业等。同时，需要实施相关的产业

政策和支持措施，引导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

通过内部结构调整，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提高经济的竞争

力和适应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繁荣。

5 案例分析：成功的“贸易投资立国”策略案例

5.1 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以资本为目的，

在海外进行企业和资产的直接投资活动。以下是一些对外直接

投资的案例分析：

腾讯在印度的投资：腾讯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腾讯进一步扩大了其在印度市场的影

响力。腾讯在印度投资了一家大型电商平台，并与该平台合作

推出了多个热门应用程序，如即时通信应用程序和在线支付应

用程序。这些投资帮助腾讯在印度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并增加了公司的收入和利润。

谷歌在美国的投资：谷歌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之

一，通过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谷歌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美国市场

的领导地位。谷歌在美国投资了大量的技术创新和研发项目，

如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和云计算等领域。这些投资帮助谷

歌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和服务，并增加了公司的市场份额和收入。

阿里巴巴在巴西的投资：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

公司之一，通过对巴西的直接投资，阿里巴巴进一步扩大了其

在巴西市场的业务。阿里巴巴在巴西投资了一家电子商务平台，

并与该平台合作推出了多个在线购物应用程序。这些投资帮助

阿里巴巴在巴西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提高了公司的市

场份额和利润。

5.2 贸易逆差改善的案例分析
贸易逆差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口货物和服务的总值超

过其出口货物和服务的总值，即进口大于出口。以下是一些贸

易逆差改善的案例分析：

日本的贸易逆差改善：日本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长

期以来一直面临贸易逆差问题。然而，通过积极推动出口和减

少进口依赖，日本成功地改善了贸易逆差。通过加强对外贸易

合作，改善产品质量和提高竞争力，日本逐渐实现了贸易逆差

的改善。

德国的贸易逆差改善：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长

期以来一直面临贸易逆差问题。然而，通过不断提高技术创新

能力和产品质量，德国成功地改善了贸易逆差。德国的制造业

和高端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这使得德国的出口

增加，贸易逆差得到改善。

中国的贸易逆差改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

经济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贸易逆差问题。然而，通过实施开

放政策、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产品质量，中国成功地改善

了贸易逆差。中国的制造业和高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

争力，这使得中国的出口增加，贸易逆差得到改善。

6 可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6.1 吸取成功案例的经验教训
通过吸取成功案例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持续创新和技术升级：成功案例表明，持续的创新和技术

升级是实现经济发展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

开放与合作：成功案例中，注重开放和合作的国家更容易

吸引外来投资、技术和人才，促进经济发展。

强调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投资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是培

养创新人才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6.2 调整和优化战略的建议
鉴于当前情况，以下是调整和优化战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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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数字化和科技创新：加强数字化和科技创新，推动新

兴产业的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

开放市场和推动贸易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贸易体系，降

低贸易壁垒，扩大市场准入，增加对外贸易和投资机会。

加强人力资源发展：关注教育培训，提升劳动力素质，培

养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

7 结论

7.1 总结研究发现
综合研究发现，通过实施“贸易投资立国”策略，国家可

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改善等手段，实现经济发展和贸易

平衡。成功的案例表明，持续创新、技术升级、开放合作以及

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是重要的因素。这些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

提供借鉴和启示。

7.2 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面临新的

机遇和挑战。未来发展的展望可以包括以下方面：

加强创新能力和技术转移：国家应继续加强创新能力，积

极引进和转移先进技术，提高产业竞争力。

拓展市场和多元化贸易伙伴：国家应积极寻找新的市场和

多元化贸易伙伴，减少对某一市场的依赖，降低贸易风险。

加强国际合作与共赢：国家应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

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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