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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中日两国间的关系经常被形容为“政冷经热”
。
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领土纷争、能源开发、东北亚安保等诸多领域里分歧严重，政治外交关系始终
得不到进一步的跨越式发展。
这必然严重影响两国在地区、世界范围上的广泛合作。
比如当今世界上迅速发展起来的地区范围里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在东北亚几个重要国家之间迟迟建设
不起来，并且相关领域的国际共同开发和地区安保问题上等得不到一致意见。
如果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起来，那将必然推动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扩
大，也将影响世界贸易格局。
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世界金融危机和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事故等的经验教训表
明，不仅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在克服经济危机、确保核安全等领域相关国家之间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合
作。
最近几年中日两国首脑的相互访问被称为“破冰之旅”和“暖冰之旅”等，标志着两国政治外交关系
逐渐趋于改善，但真正形成良好的政治经济氛围尚需很长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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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6-2008年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持续三年低于2005年水准。
在这之后，2009-2010年的对华投资呈现增长态势，2010年的对华投资额达到72.5亿美元。
2008年9月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在世界经济减速的环境下，日本企业对于及时恢复景气的中国，表现
出超出以往的关注，第四次投资高峰正在逐步到来。
此次高峰与以往相比，积极开拓中国市场、参与中国扩大内需计划的日本企业呈增长趋势。
　　从2005-2009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产业分布情况来看，投资产业集中在制造业的格局基本没有改变
。
但是，近几年在批发零售业、金融业等非制造业中也呈现增长趋势（见表3.3）。
　　在金融业领域中，伴随着日本企业的商业拓展，银行在此前没有进行投资的地区相继开设分店。
瑞穗实业银行于2009年3月在湖北省武汉市开设独资子公司的中国当地法人[瑞穗实业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
此次是日本银行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开设分行。
三菱东京UFJ银行于2010年3月在中国设立独资子公司[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并在四
川省成都市开设支行，此次是日本银行业在中国大陆西部地区开设的第一家分行。
三井住友银行也于2010年6月全额出资在中国设立子公司[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并在辽宁
省沈阳市开设支行。
此次是日本银行业在沈阳市首次开设分行（JETRO海外调查部中国北亚科，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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