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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日本对华 ODA（政府开发援助）曾经是中日两国之间经

济、政治外交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 年日本大平首相

访华时明确提出了协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方针，这是考虑日

本自身国家利益之外，还基于世界对中国现代化的期待。日

本认为向中国提供 ODA 的意义在于，东亚地区的和平和发

展与日本自身的安全和繁荣息息相关，为此需要中国的持续

稳定，并希望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中国发挥应有的责任。基

于这种观点，日本通过 ODA 支援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就是日

本对华 ODA的意义所在。特别是在环境问题、传染病等直接

给日本带来影响的领域的支援，是能直接给日本带来影响和

利益的互惠性的援助。
截至 2008 年末，日本对华 ODA总额累计达到 36 339.85

亿日元。其中，日本对中国提供累计 33 164.86 亿日元的日元

贷款，日元贷款占 ODA 总额的 91.26%，无偿贷款和技术援

助分别占 4.14%和 4.6%。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经济发

展过程中，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 ODA 援助国，且日本对华

ODA 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改善产生积

极的影响。到了 2008 年日本对华 ODA 结束了它的历史使

命，这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必然结果。日本对华 ODA的结束

并不意味着中日经济合作就此终止，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日

两国间的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两国关系已经上升至战略互

惠关系的高度。虽然在日本对华 ODA实施过程中，围绕 ODA
政策理念和规模的变化中日学术界曾掀起各种议论，但是对

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新的历史环境下两国间更广泛的全方位

合作。因此，本文主要回顾日本对华 ODA 的历史演变，并展

望后 ODA时代的中日经济合作。

一、日本对华 ODA 历史阶段

1.第一次日元贷款（1979—1983 年）

1972 年中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8 年签署《中日和平

友好条约》，并在 1978 年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上述

背景下，1979 年日本大平首相访华时，宣布向中国提供日元

贷款和技术援助。第一次日元贷款在 1979—1983 年之间实

施，对六个项目提供 3 309 亿日元贷款（贷款利率为 3%，偿

还期限为三十年，含十年放宽期），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当时

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的铁路、港口、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
贷款的 60%投入到秦皇岛和石臼所和铁路建设和港湾建设，

这主要是为了把山西省的煤炭运输到沿海部，再出口到日

本。第一次日元贷款主要集中在有关对日煤炭出口的基础设

施建设上，这符合当时中日两国的能源开发和能源进口的战

略目标，并带动日本整套设备的中国出口。
1979 年日本决定对华提供 ODA之后，无偿贷款也随即展

开。第一次日元贷款期间，对华无偿贷款主要体现在中日友好医

院建设、对北京图书馆的设备援助、灾害紧急援助和粮食增产

援助、乐器和体育研究设备等方面，无偿援助额达 175 亿日元。
2.第二次日元贷款（1984—1989 年）

第二次日元贷款也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1984—1989
年期间，对铁路、港口、电力、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的 16 个项

目（1984 年开始时是 7 个项目，1988 年增加了 9 个项目）提供

5 400 亿日元贷款（贷款利率为 2.5%~3.5%，偿还期三十年，

放宽期十年）。对铁路、港湾、电力的投资占总贷款的70%。与

第一次日元贷款相比，第二次日元贷款增加了对电力和城市

基础设施的贷款。这期间的对华日元贷款，还包含1988 年提

供的“黑字还流贷款”700 亿日元。①

①日本黑字还流贷款是日本政府为了减少国际收支剩余，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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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日元贷款期间，日本还提供了 390 亿日元的无偿

贷款和 278 亿日元的技术援助。①无偿贷款主要投资于农林、
医疗、文化、教育等领域，比如提供粮食增产援助、中日青年

交流中心建设贷款、对研究机构、医院、学校等团体提供设备

器材等。第一次日元贷款和第二次日元贷款的投资方向，主

要集中在铁路、港湾、电力等社会基础设施部门，而且投资区

域也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3.第三次日元贷款（1990—1995 年）

第三次日元贷款的投资方向跟前两次的日元贷款相比

较来看，在以往的铁路、港湾等领域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公

路、农业水利、机场、环保等部门的投资，而且投资区域也扩

大，从沿海地区扩大到内陆地区。1990—1995 年期间，对 52
个项目提供 8 100 亿日元的贷款（利率为 2.5%~2.6%，偿还期

三十年，放宽期十年），其中包含对两个项目的“黑字还流贷

款”400 亿日元。
第三次日元贷款期间还分别提供无偿贷款和技术援助

396 亿日元和 444 亿日元。无偿贷款除了对文化、医疗、农业、
教育等部门的投资之外，值得注意的是 1990 年开始对草根

（民间）阶层提供无偿贷款（对贫困地区的初等教育、医疗保

健、民生环境等领域实施的无偿贷款）。
4.第四次日元贷款（1996—2000 年）

这时期日本主张日元贷款方式采取单年度方式，经过协

议改成前三年和后两年的“3+2”方式。1996—1998 年前三年

对 40 个项目提供 5 800 亿日元贷款，后两年对 28 个项目提

供 3 900 亿日元贷款（一般项目贷款利率 1.8%~2.3%，环境保

护项目 1.3%~2.15%，特别环保项目 0.75%，贷款偿还期为三

十年，放宽期十年）。日元贷款投资方向从重视社会基础设施

建设转变到重视环境保护和内陆地区开发的方向。
第四次日元贷款期间还分别提供了 272 亿日元的无偿

贷款和 456 亿日元的技术援助。无偿贷款主要集中在紧急灾

害援助、农林、医疗、环境保护以及草根（民间）阶层的援助。
技术援助上到 1998 年为止，日本累计引进进修生 8619 人、
派遣专家 3 878 人、派遣调查团 9 803 人、派遣协力队 352人、
提供器材 201.5 亿日元、项目技术援助 45 件、开发调查 143件。

5.结构转换期（2001—2008 年）

2001 年日本政府制定《对华经济援助计划》，确立了新的

对华援助方向。根据该计划日本对华 ODA 规模、提供方式、
投资方向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01—2008 年期间，日本对

华提供日元贷款 6 485.77 亿日元，无偿贷款 296.81 亿日元，

技术援助 427.45 亿日元。提供方式采取单年度决定形式，贷

款规模逐年递减，并且援助重点向环境保护、人才培育、内陆

地区开发、贫困对策等方面转变。
日元贷款在 2000 年达到日本提供贷款以来的最高峰之

后，2001 年开始逐年减少。2001 年提供的日元贷款为1 643.66
亿日元，比上一年减少 24.7%。到 2007 年下降至 463 亿日元，

2008 年开始停止提供日元贷款。
2001 年无偿贷款和技术援助分别提供了 63.33 亿日元

和 77.77 亿日元。无偿贷款项目包括一般无偿贷款 15 件和草

根阶层的 87 件，技术援助项目 6 件。② 2001 年以后，无偿贷

款和技术援助规模也逐年递减，到了 2008 年援助规模各减

少至 19.92 和 33.91 亿日元。

二、日本对华 ODA 的作用

1.弥补资金短缺和改善基础设施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严重缺乏外汇资金，并且急需解决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引进先进技术等阻碍经济发展的“瓶

颈”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因中国制度和投资环境等并

不完善，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比较少，这时期引进外国

资金以对外借款为主。日本是最早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

而且援助规模大。中国严重匮乏外汇资金时期，日元贷款是

中国的重要外汇资金来源，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对基础设

施建设上的资金缺口。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期间，日元贷款在中国能源开发、

交通、运输、城市基础设施、环境等领域的建设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比如日本提供的日元贷款首先集中投资在有关对日煤

炭出口的铁路和港口建设方面，之后逐步扩大到其他领域，

对改善投资环境和完善基础设施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迄

今为止中国利用日元贷款新建或改建的电气化铁路达到

4 407 公里，在港口建设上共利用 2 309 亿日元。其他方面还

有城建、电力、航空、城市交通，水利等领域。
2.环境保护和技术援助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日元贷款从重视基础设施建

设逐步转变到环境保护领域。2002 年开始日元贷款就集中在

环境保护和人才培育项目上，其中对环境保护领域的投资更

为突出，2006 年和 2007 年的投资都集中在环境保护项目。无
偿贷款规模虽小，也从 1990 年中后期开始除了紧急灾害援

助、农林、医疗领域以外，增加了对环境保护领域的投资。环

境保护逐步成为日本对华 ODA 的重要领域，这可以说明对

华 ODA理念的重要转变。
日元贷款和无偿贷款之外，日本在 2008 年末为止还提供

1 671.86 亿日元的技术援助。技术援助不仅促进了对中国技

术转移，还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2008 年末为止，日本共接纳

中国研修生 22 984 人，派遣专家 6 852 人，派遣调查团 13
360 人，援助器材 279.62 亿日元，派遣协力队员 704 人，其他

志愿者 18 人。③

3.对华 ODA的互惠性

日本对华 ODA的意义以及各年版《ODA白皮书》中可以

看出，日本认为对华 ODA 是能直接给日本带来影响和利益

的互惠性的援助，也是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日本

对华 ODA 对加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作出了

①日本对华技术援助主要涉及到接受进修生、派遣专家、专项技术合作、开发调查、提供器材、青年海外协力队等方面。
②2001 年开始无偿贷款项目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人才培育、学校校舍建设、提供医疗器材等领域，技术援助集中在农业

技术、水利灌溉、环境保护等领域。
③www.jc-web.or.jp/JCobj/Cnt/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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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贡献。中国基础设施的加强又对日本的对华能源进口的

确保和带动日本整套设备的对华出口产生积极的影响。随着

投资环境的改善，更多的日本企业到中国来投资，促进了中

日两国经贸合作的迅速发展，日本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

伙伴国。因此，日本对华 ODA起着为日本企业的海外进出进

行“先行投资”的作用。随着两国之间经贸合作的密切发展，

现在已经形成日本提供中间产品，中国进行加工，再出口到

美国的三角关系。在日本经济低迷时，中国“特需”带动了日

本的对华出口，对日本经济的振兴产生重要影响。从中可以

看出对华 ODA 的互惠性。中日两国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有

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和发展，对日本自身的安全和繁荣，也

对中国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息息相关。

三、中日经济合作展望

1.转变观念、加强政治上的相互理解

中日两国在历史、领土纷争、台湾、东海石油开发等诸多

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中日两国政治摩擦不仅使两国国民

感情和战略互信受到严重伤害，对华 ODA 也容易卷入政治

摩擦中，对政府间经济合作和民间的投资贸易等领域里产生

不利的影响。日元贷款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两国间经济合作的

结束，相反中日两国应加强相互理解，建立对等、互惠性的合

作模式，把日元贷款的结束视为两国间政治经济合作转变到

更高层次上合作的新的开端，努力把现在的“政冷经热”提升

到“政热经热”的层次上。中日两国政治上的友好合作，不仅

与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还对东北亚的政治格局的稳定、东北

亚地区的新的国际开发合作息息相关。
2.加强灾害管理、核安全领域的合作

中日两国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已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近年来的中国的“5·12”汶川大地震，日本的“3·11”
福岛地震、海啸、核污染等灾害的教训表明，中日乃至中日韩

之间迫切需要在原有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加强针对自然灾害、
核安全领域的合作。中日灾后重建需要和可持续发展亚洲的

支持，克服核危机需要世界的支持，其中中日韩的合作关系

是基础。为了将灾害带来的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应加强防

灾救灾的信息沟通，加强提供与接受救援队、救援物资的协

调，构建维护和安全交流与的合作框架。①这将会提升中日乃

至中日韩战略互信，改善国民感情，有助于领国之间全放位

的政治经济合作。
3.加强国际事务中的合作

中日两国是世界第二、第三的经济体，在地区和国际事

务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东北亚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

和潜力最大的地区，但跟世界上其他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相

比，东北亚地区的自由化进展很缓慢。作为东北亚地区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应开阔视野，把双边合作

扩大到国际事务的合作上。东北亚地区国际经贸合作上，首

先推进中日韩 FTA，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对话、协
调与合作。除此之外，俄罗斯远东地区能源开发、围绕朝鲜

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建立亚洲共同货币、“10+3”合作框架、图
们江地区国际合作开发等领域里推进全方位的政治、外交、
经济合作。

①中日韩第四次峰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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