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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日双边贸易规模稳步增长，产业内贸易水平不断上升，同时日本对华投资规模庞大，

双边投资往来持续向好。作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CEP ) 的重要参与方，中国和日本通过 ＲCEP 的

签订第一次建立起自贸关系，这为中日经贸关系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模拟分析发现 ＲCEP 能够对中日双边

贸易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也有助于改善双方社会福利，强化优势产业竞争力。中国应借 ＲCEP 落地的契机，加

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适时启动中日投资协定升级谈判，加深中日双边政治互信和技术合作，实现中

日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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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的扩散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2020 年新冠

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全球贸易增长进一步放缓。在多边贸易体系改革迟迟未能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

下，区域贸易协定的兴起成为当前国际贸易的重要推动力。①截至 2021 年 2 月，全球范围内有统计的区

域贸易安排累计达 548 个，目前有 339 个仍在生效。2020 年 11 月，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及新西兰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

ＲCEP) ，全球范围内涵盖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落地。ＲCEP 是继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 CPTPP )

后又一个超大规模区域贸易协定，将对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产业版图带来深远影响。
中国和日本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此前并未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通过签署 ＲCEP，中国和日

本第一次建立起自贸关系。这既是中国自贸区战略的重大突破，也为中日经贸关系带来了新的机遇。
中国和日本地理位置毗邻，经济发展结构相对互补，此前自贸协定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日双方

经贸往来的深化。近年来中日贸易稳步增长，双边贸易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但新冠疫情的暴发暴露出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过度集中的风险，各方对自身产业链安全性的考量大幅提升，对包括中日双边经贸关系

在内的中国对外经贸往来形成一定挑战。② 在此背景下，ＲCEP 能够有效解决中日之间市场互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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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低的问题，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强化双边产业关联，助力两国经济复苏和增长。另一方面，过去几

年中国和日本双边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总体呈上升势头，但受日本政权交替、美国总统换届等内外部因素

影响，两国关系也时常出现不和谐的声音。日本联合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频频互动，打造印太地

区“小北约”。拜登上台后，双方就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达成共识，针对中国意图明显。从这一视

角看，ＲCEP 的落地能够为促进中日经济交往、提升双边关系发展预期发挥稳定器作用。
围绕 ＲCEP 生效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这一核心问题，本文从多个视角出发，对中日双边贸易投资

的现状及特点进行回顾与总结，运用 GTAP 软件模拟 ＲCEP 签订所带来的变化，就 ＲCEP 可能对中日双

边贸易和国内经济产生的效应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促进中日双边经贸关系建言献策。

一、区域贸易协定的内涵及影响

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领域，区域贸易协定通常被认为是区域合作升级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推动和

促进国内政策改革，为缔约方创造更利于经济增长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
( 一) 区域贸易协定的内涵和类别

区域贸易协定是指两国或多国( 关税区) 为消除彼此间的各种贸易壁垒，规范贸易合作关系而缔结

的国际条约。通过缔结区域贸易协定，可以达到促进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跨境自由

流动的目的。早期的区域贸易协定内容主要包括降低和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服务部

门和外国投资的市场准入限制等边境规则，晚近的区域贸易协定涵盖内容不断增加，公平竞争、可持续

发展、争端解决、电子商务等领域规则逐渐成为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实践的必备要素。
按照区域经济自由化、一体化发展水平与组织模式的差异，区域贸易协定通常可划分为六种。一是

优惠贸易安排( 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 ，指缔约方对彼此间贸易互相提供特别的关税优惠，对非

缔约方的贸易则设置较高的贸易壁垒。这是较为松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最典型的案例是英

联邦特惠制。二是自由贸易区( Free Trade Area) ，指两个或多个经济体通过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相互取

消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与优惠贸易安排不同，自由贸易区缔约方不存在共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可能

会引发通过转口贸易规避个别成员的对外高关税，因此需要设定原产地规则来保障有效性。ＲCEP 即

是多个经济体达成的使用原产地区域累积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三是关税同盟( Customs Union) ，指缔

约方彼此之间减免关税，并对非缔约方实行统一的关税或其他贸易政策措施的一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

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较自由贸易区进一步向前。四是共同市场( Common Market) ，是指缔约方之间

完全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立共同对外关税体系，同时还实现了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

自由流动。五是经济同盟( Economic Union) ，它在共同市场的基础上，能够实现缔约方经济政策的统

一，并在部分领域采取一致的政策，将一体化从商品交换扩展到生产、分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环

节，欧盟即属于此类区域贸易协定。六是完全经济一体化( Complete Economic Integration) ，指在经济同

盟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协调，从而形成统一的经济组织形式。
( 二) 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

缔结区域贸易协定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成员方通过相互取消和降

低关税壁垒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可以提升经济福利，同时贸易方向转变产生的贸易转移可能因为进口

成本的上升带来损失。① 近年来，学者对区域贸易协定建立后的动态效应进行了大量分析。一方面，贸

易创造引起的规模效应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但同时企业可能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 另

一方面，贸易转移效应将加快成员方建立和完善自身工业体系的进程。② 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

①
②

Freund C．，Ornelas E．，“Ｒ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CEP Discussion Papers，2009．
温耀庆、陈泰锋:《区域经济浪潮的兴起及其经济动因分析》，《国际贸易》2005 年第 9 期，第 26—30 页。



122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

间达成自贸协定，还可能会对参与方特别是落后一方内部产业格局带来结构性影响。由于缔约方产业

结构、发展层次以及协定规则设定等因素的差异，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缔结 FTA 可能会促进

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也可能会由于加剧竞争压缩发展中国家

的发展空间从而限制其经济发展。总而言之，区域贸易协定的达成能够从“量”和“质”两个层面对缔约

方经济贸易发展带来显著影响。ＲCEP 的成员涵盖发达、发展中以及最不发达国家，成员间经济体制、
发展水平、规模体量等差异巨大，ＲCEP 协定的落实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区域贸易协定对不同发展水平

成员方的积极作用，促进本地区的包容均衡发展。

二、中日双边经贸往来的基本情况

中日经贸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关注的热点。学界观点普遍认为，中日双边贸易结构和分工

可以通过中日自由贸易的不断推进得到进一步优化，优化资源配置效率①。过去几十年中，虽然中日双

边贸易规模持续增长，贸易结构整体呈现互补关系，但双边贸易中的竞争性因素也在不断增加，贸易摩

擦时有发生②。双方贸易关系并未受到政治、经济紧张局势的显著削弱或干扰，具有较强的稳定性③。
与此同时，中日两国都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政策理念，越来越多地寻求参与到南亚和东南亚邻国以及全

世界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双方也在积极维护和努力重振多边贸易体制④。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和日本经济及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在双边

经济合作空间不断加深的同时，中日经贸关系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严重冲击了

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⑤，中美博弈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对中日双边经贸往来带来新的挑战⑥。
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和分析中日双边经贸关系的演变趋势及发展特征，下文对过去二十年中日双边贸

易投资往来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和回顾。
( 一) 贸易规模增长平稳，双边经贸关系韧性较强

近二十年来，中日双边贸易整体呈增长趋势。金融危机后，中国对日贸易达到历史最高峰，2012 年

后进出口增速逐渐放缓。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贸易规模大幅下降，在此背景下，2020 年中日双边贸

易较去年同期仍实现了小幅增长，进出口总额 3175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0. 8%，中日经贸关系的韧性在

疫情中得以彰显。
2000 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 2019 年日

本仍是中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中国在日本进口和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自

2002 年起便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制造能力和产业规模的不断升级加

深了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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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20 年中国对日进出口总额及增速变动 单位: 亿美元，%
数据来源: 海关总署

图 2 2000—2020 年中日双边贸易依存度

数据来源: UN Comtrade，日本财务省。

( 二) 贸易结构稳定，产业内贸易水平呈上升趋势

中日双边贸易的产品集中度相对较高，机电和纺织产品占据了中国对日本进出口的核心地位。根

据 HS 二分位统计，2019 年中国自日本进口的前十类产品占中国自日总进口的 84. 14%，中国对日本出

口的前十类产品占中国对日总出口的 69. 03%。机电产品( 第 84 章和第 85 章) 在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中

的占比高达 44. 08%，在出口和进口中的占比均超过 40%。ＲCEP 签订后，日本出口到中国的汽车零部

件近 90%将实现零关税，中日双边机电产品贸易将迎来新一轮增长。
从当前中日双边贸易中产品类型的高度重合可以看出，中日双边贸易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以产业

间贸易为主逐步演变为产业内贸易居多，中国对日贸易的比较优势从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机

电产品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扩散。正如前文所述，中日双边贸易产业集中度比较高，因此本文选择

在中日进出口贸易规模中均位居前十位的产品( 第 29、39、84、85、87 和 90 章) 作为考察对象，计算其产

业内贸易水平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IITijk = 1 －| Xijk － Mijk | / ( Xijk + Mijk ) ( 1)

其中 IITijk 表示产业内贸易指数，Xijk 表示 i 国对 j 国 k 类产品的出口额，Mijk 表示 i 国从 j 国 k 类产

品的进口额，IIT∈［0，1］。① 当 IITijk = 0 时，表示两国间的 k 类产品贸易完全为产业间贸易; 当 IITijk =
1 时，表示两国间的 k 类产品贸易完全为产业内贸易。IITijk 越接近 1，两国间 k 类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越高。

① 李汉君:《中日产业内贸易发展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6 年第 4 期，第 39—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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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9 年中国对日进出口前十位产品贸易额及占比 单位: 亿美元，%

序号 HS 编码 出口额
占对日总
出口比重

序号 HS 编码 进口额
占自日总
进口比重

1
85 章 电机、电气、

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322. 34 22. 51 1

85 章 电机、电气、
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436. 20 25. 43

2
84 章 核反应堆、锅炉、

机械器具及零件
264. 71 18. 48 2

84 章 核反应堆、锅炉、
机械器具及零件

364. 18 21. 23

3
61 章 针织或钩编的

服装及衣着附件
76. 45 5. 34 3

87 章 车辆及其零附件，
但铁道车辆除外

179. 22 10. 45

4
62 章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

服装及衣着附件
70. 58 4. 93 4

90 章 光学、照相、
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

151. 70 8. 84

5

94 章 家具; 寝具、褥垫、
弹簧床垫、软坐垫;

未列名灯具; 发光标志、
发光名牌; 活动房屋

50. 23 3. 51 5 39 章 塑料及其制品 96. 72 5. 64

6
90 章 光学、照相、医疗

等设备及零附件
45. 23 3. 16 6 29 章 有机化学品 65. 06 3. 79

7
39 章 塑料
及其制品

44. 83 3. 13 7 72 章 钢铁 47. 12 2. 75

8
87 章 车辆及其零附件，

但铁道车辆除外
43. 83 3. 06 8

33 章 精油及香膏;
芳香料制品及化妆盥洗品

37. 12 2. 16

9 73 章 钢铁制品 36. 92 2. 58 9 38 章 杂项化学产品 34. 85 2. 03
10 29 章 有机化学品 33. 60 2. 35 10 74 章 铜及其制品 31. 06 1. 81

数据来源: UN Comtrade

由下页图 3 可见，中日双边贸易中 29、39、84 和 85 章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不断提升，第 87 和 90
章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有所下降。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中日机电产品进出口贸易规模的差距越来

越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在该类产品中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另一方面，第 87 和第 90 章产品的产业

内贸易水平下降幅度较大，这两章产品大多属于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中国此类产品对日依赖程度不降

反升，既说明中国对此类产品的整体需求不断扩大，也折射出中国在部分领域的制造水平距离日本仍有

一定差距。
( 三) 双边投资合作发展不均衡，中国对日投资增长空间巨大

与中日双方庞大的经济体量以及紧密的双边贸易关系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双边投资

往来并非始终保持稳定增长，且日企对华投资要远高于中企对日投资水平。截至 2019 年底，日本累计

对华投资额 1157 亿美元，在中国利用外资国别中排名第一。但从过往数据看，日企对华投资流量较过

往高点已经出现了较大回落，目前呈现平稳态势。另一方面，中国对日投资虽然在近几年保持稳定增

长，但整体规模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截至 2019 年，中国累计对日投资 40. 98 亿美元，这一数字仅与近两

年日本对华年度直接投资水平相当。
事实上，中日双方差异化的经济结构能够为双边投资交流特别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广阔的市

场。对中国企业而言，日本市场规模庞大，具备良好的商务环境和健全的制度体系，营商环境和市场竞

争力居全球前列，居民消费能力较强。① 目前日本在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医疗、ICT 产业、现代农业

① 世界银行公布的《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日本营商环境在 190 个经济体中位列第 29 位。世界经济论坛

《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日本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141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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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端技术领域具备较大的市场潜力，也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中国企业可以积极推动对日投资，有效

利用日本在相关领域的技术积淀，提升自身竞争力。

图 3 2000—2019 年中日主要贸易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

数据来源: UN Comtrade

三、基于 GTAP 模型的 ＲCEP 经济效应模拟分析

ＲCEP 协定谈判启动于 2012 年，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正式签署，目前已经进入各方内部审批阶段。
由于协定对全球经济贸易版图的影响显著，ＲCEP 生效后的经济效应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已有的

研究认为 ＲCEP 的签订将为中国、日本和东盟等各参与方的经济发展带来正向影响，对投资和贸易环境

的改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①。ＲCEP 对国内消费的带动效应最为显著，同时出口、投资和就业等多项经

济指标均会明显受益。日本政府发布的报告指出，加入 ＲCEP 可带动日本 GDP 增长 2. 7%，高于 CPTPP
( 1. 5%) 和日欧 EPA( 1%) 的经济效应。整体而言，作为中日共同参与的首份区域贸易协定，ＲCEP 框架

下中日双方的贸易自由化水平已经相对较高，对双方经济增长的潜在促进效应巨大。
为全面考察 ＲCEP 签订后的经济效应，本文使用 2015 年发布的 GTAP 第九版数据库，将 GTAP 数

据库的国家或地区分为 ＲCEP 的十四个成员国( GTAP9 中未涵盖缅甸) 和其他地区共计十五个区域，对

ＲCEP 关税减免 90%( 情形一) 和全部减免( 情形二) 两种情形进行模拟，对中国和日本经贸关系未来可

能的发展做出预判。
( 一) 总体影响效应

从中日双边贸易变动看，ＲCEP 签订对中国对日进出口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且情形一设

定下的变动趋势在情形二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整体而言，中日双边贸易的多个部门出现进出口同时

增加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日双边贸易中产业内贸易存在的普遍性，也反映出中日双边贸易的密

切程度。就进出口产业优势而言，中国相对于日本在粮食种植业、畜牧养殖及肉类、挖掘采掘产业、食品

① Kawasaki Kenichi，“The Ｒelative Significance of EPAs i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39，2015，pp． 19－
30． Li Q．，Scollay Ｒ．，Gilbert J．，“Analyzing the effects of the Ｒ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on FDI in
a CGE framework with firm heterogeneity”． Economic Modelling，67，2017，pp． 40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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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业以及纺织业具有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日本在重工业和其他轻工业领域的优势较为明显。
表 2 关税减让后中日双边贸易变动 单位: 百万美元

粮食种
植业

畜牧养殖
及肉类

挖掘
采掘
产业

食品
加工业

纺织业 轻工业 重工业 基建业
运输及
通信业

其他
服务业

中国对
日出口

情形一 826 207 211 2154 6822 7816 5777 29 291 154
情形二 788 190 237 2339 7657 8882 6555 32. 9 329 175

中国自
日进口

情形一 11. 2 6. 95 69. 1 134 2159 16699 23883 －94. 1 －462 －164
情形二 13. 3 8. 02 76. 7 153 2457 19068 26640 －105 －517 －184

资料来源: GTAP9 软件模拟结果。

从整体对外贸易看，ＲCEP 签订后对中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规模都存在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ＲCEP
签订后，在各成员方关税减免 90%和减免 100%的情形下，中国的出口将分别提高 2. 93%和 3. 32%，进

口将分别提高 3. 69%和 4. 18%; 日本的出口将分别提高 2. 41%和 3. 32%，进口将提高 5. 98%和 6. 86%。
这意味着 ＲCEP 的签订在促进区域内贸易方面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两种情形下中国社会福利增长分

别达到 16. 73 亿美元和 11. 61 亿美元。对日本而言，两种情形下 GDP 分别提高了 2. 76%和 3. 08%，社

会福利增长 266. 79 亿美元和 297. 60 亿美元，贸易条件也均得到了改善。
表 3 关税减让后中国和日本主要经济指标变化 单位: 亿美元

情形 国家 GDP( %) 出口( %) 进口( %) 贸易收支 社会福利 贸易条件

情形一
中国 －0. 09 2. 93 3. 69 －38. 52 16. 73 －0. 24
日本 2. 76 2. 41 5. 98 －344. 32 266. 79 2. 3

情形二
中国 －0. 13 3. 32 4. 18 －43. 19 11. 61 －0. 28
日本 3. 08 2. 85 6. 86 －388. 18 297. 60 2. 58

资料来源: GTAP9 软件模拟结果。

( 二) 产业影响效应

ＲCEP 签订后对中国和日本各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各不相同。对于中国而言，在关税减让 90%的

情形下，ＲCEP 的签署分别使粮食种植业、纺织业、基建业产出增加 1. 72%、1. 36%、0. 16%; 畜牧养殖及

肉类、挖掘采掘业、食品加工业、轻工业、重工业、运输机通信行业、其他服务业产出受到冲击。多部门产

出下降也出现在日本签署 ＲCEP 后。在关税减让 90%的情形下，日本在轻工业、基建业及其他服务业出

现产出增加。在所有部门实现零关税的情形下，中国在粮食种植业、纺织业和基建业实现产出增加，其

中纺织业增量最大，达到 116. 91 亿美元。日本在轻工业、基建业和其他服务业存在产出增加，其中基建

业增量最为显著，达到 162. 68 亿美元，增幅 1. 76%。

四、政策建议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有所好转，但日本经济还远未从疫情冲击中恢复，经济复苏前景不容乐

观。中国在控制疫情和恢复对外经贸往来方面表现良好，中日经贸合作是拉动日本走出经济“衰退泥

潭”的重要外部力量。在当前全球生产分割区域化特征凸显的背景下，中日深化双边经贸往来是中国

强化产业链韧性、提升价值链地位的重要渠道。中日合作是 ＲCEP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ＲCEP 的签订更

有利于进一步稳定和扩大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为中日双方实体特别是日本企业克服疫情挑战注入一

针强心剂。
2020 年 11 月中日两国外长会面达成多项共识，包括增进互信，携手抗击疫情，合作推进两国经济

复苏，共同推动 ＲCEP 早日生效，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及区域合作进程，支持举办东京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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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冬奥会等。这些成果有力证明了双方对于扩大合作互信的愿望。为进一步强化中日经贸关系，

促进双边合作，本文提出建议如下。
( 一) 加速 ＲCEP 国内批准程序，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

根据 ＲCEP 协议规定，东盟 10 国中需要至少 6 国，中、日、韩、澳、新 5 个伙伴国中需要至少 3 国完

成立法机构批准程序，ＲCEP 协议才能正式生效。目前，中国已经完成 ＲCEP 国内批准程序，应鼓励各

方国内进度提速，尽早落实 ＲCEP 规则。协议应对周边非成员经济体保持开放，吸引更多经济体参与进

来，扩大贸易协定的规模效应。在有效落实协议文本的基础上，从学术和政策层面探讨 ＲCEP 规则升级

内容及方向，提升协定开放水平。同时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及区域合作进程，在 ＲCEP 协议的

基础上，打造“ＲCEP+”的自贸协定，构建东亚地区全面、高水平的自贸协定。
( 二) 推进中日规则对接，扩大外部市场空间

日本作为 CPTPP、ＲCEP、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EPA) 的缔约方，是链接全球主要区域贸易协定

的节点国家，对相关规则和条款接受度较高。而中国此前尚未缔结过类似的协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中国融入全球市场、扩大对外经贸往来的空间。中国对于参与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已经表明了积极的

立场，也加快了行动步伐，目前正在努力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落地，也对加入 CPTPP 持开放态度。未

来中国应进一步深化中日之间的规则对接，以此为跳板推进对其他经济体的高水平开放，充分挖掘外部

市场空间。
( 三) 扩大双边政治互信，携手共克时局难关

当前中日两国仍面临着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中日之间扩大政治互信和经贸往来，有利于提升两国

人民的福祉。中日双方应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对接，在满足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构建高效的商务交

流机制，保障正常经济贸易往来的持续不中断。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分享疫情防控经验和疫苗研发成

果，帮助日本尽快遏制疫情扩散局势; 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借奥运会契机，协助日本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同时增进民间理解，携手共进，扩大合作互惠空间。
( 四) 升级双边投资协定

中日双边投资协定生效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距今时间较久，协定内容集中在投资保护规则，尚未

涵盖投资自由化、公平竞争、可持续发展等高水平国际投资规则议题。过去几年，中国和日本同全球其

他主要经济体在投资规则升级和投资协定签署方面均有重要突破，中日两国企业参与国际投资市场水

平不断深化，但中日双边高水平投资规则框架的缺位限制了彼此之间的投资往来和市场空间。在推动

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的同时，中日两国可将投资议题作为深化双边经贸合作的优先领域，基于双方

在参与国际投资协定方面的良好基础( 如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欧日 EPA、CPTPP 等) ，先行实施双边投资

协定升级谈判，对接高水平国际投资标准，实现经贸合作早期收获，在为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铺路的同

时，实事求是扩大双边企业投资合作的领域和深度。
( 五) 抓住技术升级机遇，优化经济贸易合作结构

中日经济结构具有良好的互补性，目前中日双边经贸合作呈现从产业间贸易分工到产业内贸易分

工、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攀升的演变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①，在此基础上，中日双方在高新技术等领域的深入合作能够

再次开启中日经贸合作的新热潮。当前中国在软件技术如 AI、大数据的使用以及物联网等应用场景上

具有独特优势，日本则在高技术产品制造方面积淀深厚，中国应抓住新技术革命浪潮，开展广泛合作，共

享技术革命的成果，推动经济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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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Ｒ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on Sino-Japan Economic and Trade Ｒelationship

Liu Bin，Liu Ying
( China Institute for WTO Studies，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scale of th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s been growing in
volatility． At the same time，the scale of Japan’s investment in China has been enlarged，and the bilateral
invest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continued to be improved． As key participants of Ｒ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 ＲCEP ) ， China and Japan established free trade
relationship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the signing of ＲCEP，which is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China’s free trade
zone strategy and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to Sino-Jap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Through
simulation analyses，we find that ＲCEP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elp to improve the social welfare on both sides，and strengthe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dvantage industries．
China should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ＲCEP to accelerate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of
China-Japan-South Korea FTA ( 中日韩自贸协定) ，start the upgrading negotiation of Sino-Japan investment
agreement in due time，and deepen Sino-Japan bilateral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so as
to further deepen Sino-Jap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Key words: Ｒ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 Ｒ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Sino-Jap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 GTAP，全球贸易分析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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