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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济严重依赖中国

打经济战日本会很惨

■日本经济严重依赖中国

旅游日本，华人占四成

说起旅游，日本旅游业基本靠中国人撑起半边天。 就

去年来说， 日本政府观光局发布的截至 2 月 25 日的统计

数据显示，1 月份中国两岸三地的访日人数高达 25.4 万

人， 占全体访日外国游客的 43.7%。 其中， 大陆游客达

11.04 万人，中国香港游客达 4.66 万人。 访日外国人游客

主要以华人为主，这一趋势今后更加强劲。

而日本国家旅游局上海事务所所长铃木克明曾透露，

中国赴日游客平均每人消费 16 万日元（约合 1 4 0 0 0 元人

民币），已位居日本“重要旅游推广国家”之首。其他国家游

客人均在日消费 8万日元，而中国游客的消费额是其他国

家游客的两倍，前几年电器是中国赴日游客最喜欢购买的

物品，而近来服装、化妆品有取而代之的势头。

按当时中日汇率比， 以中国游客人均消费 16 万日元

计算，仅 1 月份，中国两岸三地游客就给日本旅游业贡献

3.56亿元人民币，大陆游客花费 1.55亿元人民币。 不考虑

物价水平及其他因素，一年就是 42.7亿元人民币。

汽车销量急剧下降

媒体报道称，从中国市场 8月份外国品牌汽车销售情

况来看，美国品牌增加了 19.9%，韩国品牌增加 13%，而日

本品牌则下降了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称，“日本汽车 8

月在中国市场销售情况不佳，与钓鱼岛问题有关。 ”

日本生产的汽车品牌，包括本田、丰田、日产、马自达、

雷克萨斯、三菱、铃木等都不同程度受钓鱼岛事件影响销

量下降。 其中，丰田汽车和三菱汽车等 4家公司和去年同

期相比，销量出现下滑。 而截至 6月连续 5 个月保持两位

数高增长的日产汽车也仅增长了 0.6%。

抵制日本电子产品

“不要买日本东西。 坑爹的日本电子产品，我要把手

表、相机、电脑扔了。 坑爹。 抵制日本！ ”网友“我真是创强

阿阿阿”在微博上呼吁。

8月份以来中国许多城市爆发抵制日货的行动。 网上

有照片显示，某电器商店的入口处张贴着手写纸条，提醒

客户该商店不再销售日本产品。

第二届环球电子产品及零件采购交易会日前在深圳

举行。全球知名的贸易促进机构环球资源在交易会上发布

最新调查显示，今年中国消费电子市场规模将达到 13680

亿元人民币，这一规模将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电

子市场。

众所周知，日本的制造业较为发达，尤其电子产业和

汽车制造业。日本的电子产业和高科技著名制造商包括索

尼、松下、佳能、夏普、东芝、日立等公司。其中，作为中国彩

电市场外资品牌龙头的夏普，2011 年中国地区销售额达

到 1万亿日元 ( 约合 8 3 0 亿元人民币 ) 。

中日贸易达 3449亿美元

“中国不需要迎战，暂停稀土出口、全面中止中日贸易

往来，不用半年，你们经济就全线瘫痪。 ”网友对钓鱼岛事

件发出评论。

实际上，中日贸易对日本经济有相当大的影响。《日本

经济新闻》报道，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发表的统

计表明，2011 年中日贸易额达到 3449 亿美元， 日本对华

进口额为 1834亿美元。 日本对华出口额为 1614 亿美元，

中日贸易额占日本贸易总额的比例为 20.6%。 据统计，

2011 年日本在中国大陆拥有非制造企业 2487 家，占日本

海外非制造企业 10187家的 24.4％。

日本对华投资仅次英国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 年上半

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 334.7 亿美元，日本对亚洲投资金额

为 135.7 亿美元，占总量的 40.5%，其中，对华投资 52.4 亿

美元，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 15.6%，仅次于英国。

中国出口受影响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公布的 2011

年中日贸易统计报告显示， 日本对

华贸易赤字较之 2010 年扩大 5.9

倍，达到 219亿美元。2011年中日贸

易总额为 3449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4.3%， 两国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

2011年, 日本对华出口总额为 1614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8.3%，进口总额

为 1834 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 20%。

进口方面， 受日企在华本地化战略

的发展， 以及智能手机等产品的进

口， 日本对华进口额还将进一步增

长。

因此明年日本对华贸易赤字还

将扩大。

报告预测，2012 年日本对华贸

易总额极可能突破 3500亿美元。

2012年 1月 ~8月，中日之间进

出口总量 2186 亿美元，其中，中国

出口日本累计 986 亿美元， 进口累

计 1200 亿美元。 贸易战开打，中国

损失惨重，日本也不会少。

“终止贸易不是好的办法，因为

有些投资虽然惠及日本， 但对中国

的出口、就业也是有好处的，另外对

于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也不能盲目

终止。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

究所副所长徐明棋表示， 如果中日

双方完全终止经济关系， 中国出口

势必受到不小影响。

波及国内成品油

据《上海有色网》SMM 评论，中

日开战将面临什么后果？ 最简单和

直接的做法是， 日本经由马六甲海

峡， 途径南海的海上原油通道将被

中国截断。 中东地区的大量石油经

此航道运往日本， 日本原油进口的

90%，其贸易总量的 40%都是通过南

中国海航线。 结果一定是日本国内

油价飞涨， 中国国内成品油价也将

受牵连。 双方损失取决于战争的激

烈程度和持久性。

中国对日本的投资也将受到损

失，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1 年上半年日本吸收外资

为 -16.4亿美元。 其中，投资额居前

两位的为法国（3 3 . 7 亿美元）和英国

（1 4 . 9 亿美元）； 美国为 -43.9 亿美

元；中国为 9700 万美元。 比日本对

华 52.4 亿美元的投资少 51.43 亿美

元。

另有专家称，中日开战，也必将

造成两国货币贬值。

双输的贸易战

徐明棋表示，很多人认为，一时

中日关系恶化， 可以在贸易上对日

制裁， 但是制裁日本的作用可能并

不会如预想的那么好，会导致双输。

若要进行贸易制裁， 应选择日方对

中方依赖程度较大行业、 在中国有

较大销售市场的产品进行制裁、限

制。“这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预案，

不能盲目意气用事采取措施， 要考

虑到采取措施后的影响和日本可能

会采取的反击、应对，要有一个好的

考量。 ”

“若要全面终止双方经济关

系， 就要达到终止外交关系的剧烈

程度，现在为时尚早。 ”袁钢明认为，

中日两方尽可能不要有摩擦， 除非

对方先采取制裁措施。他表示，如日

本先有“购岛”行动，中方才被迫宣

布临海基线问题。袁钢明表示，日方

若还继续下去， 中国可能会在临海

进行经济活动，比如捕鱼、勘探等非

军事经济活动、 民事活动， 即便如

此，也未到全面经济制约的阶段。

（据《国际金融报》）

■贸易战会导致双输

9月 11日，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就日本政

府实施所谓钓鱼岛“国有化”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政府和

军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 我

们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

眼下，中日以武力解决钓鱼岛的猜测正处热议当中，

军事之外，双方是否会打经济战也成了关注的焦点。 一旦

中日关系恶化，日本和中国损失会如何？ 谁的损失更大？

“钓鱼岛问题可能不断升级、恶化，但目前还未到贸

易制裁的程度， 因为现在事态发展已经对日本经济产生

不利影响，日本产品尤其是汽车已在中国出现滞销，不是

发动抵制日货的问题，而是人们发自内心不愿购买日货。

还未发动经济战，日本经济已受到不利影响。 随着情况进

一步恶化，中国将来可能会打经济牌。 ”中国社科院经济

所研究员、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

钢明坦言。

从 8 月份外国品牌汽车销售情况来看，美国品牌增加了 1 9 . 9 % ，韩国

品牌增加 1 3 % ，而日本品牌则下降了 2 % 。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