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25 日至 26 日，日本首相野田佳

彦对中国进行了任期内的首次正式访问。

作为 2011 年中日外交的压轴戏和收官之

作，野田此访可谓意义重大。分析认为，目

前缓慢复苏的日本经济使得野田此行仍以

经济议题为主，但更为重要的是此行的象

征意义，即为明年庆祝两国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奠定良好基调。

“3·11”震 后 的 日 本，面 临 灾 后 重 建

困 难、经 济 复 苏 乏 力、产 业 呈 空 心 化、汇

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严重五大问题，而

在 欧 美 经 济“ 自 顾 不 暇”的 情 况 下，日 本

更倚重同中国的经贸合作。上海交通大

学 日 本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王 少 普 认 为，此 次

野 田 访 华，中 日 之 间 在 经 济 以 及 文 化 方

面取得成果的可能性更大。日本一直强

调 要 加 强 与 中 国 的 交 流，尤 其 是 在 中 日

携 手 走 进 恢 复 邦 交 正 常 化 后 的“ 不 惑 之

年”时，双方在经济与文化方面很可能签

订相关协定。

加强财金合作已经成为野田佳彦访华

的一个重要成果。12 月 25 日晚间，中国人

民银行最先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中日两国

加 强 金 融 市 场 合 作、鼓 励 金 融 交 易 的 消

息。公告指出，中日将促进人民币与日元

在两国跨境交易中的使用，支持发展人民

币与日元的直接交易市场和债券市场，鼓

励私营部门在海外市场发展人民币和日元

计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将建立“中日金

融市场发展联合工作组”以推动在上述领

域的合作。

对于备受关注的日本购买中国国债一

事，央行并未透露具体细节，只表示“日本

当局投资中国政府债券的有关申请程序正

在进行中”。此前，日本财务大臣安住淳表

示，日本可能最多将购入相当于 100 亿美

元规模、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

作为全球第二大外汇储备国，日本首

次购入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将开辟

中日合作的新渠道，有助于中日合力应对

国际金融危机。分析人士指出，对日本来

说，这是其外储投资多元化的战略性举措

之一；对中国来说，这是人民币首次成为发

达经济体储备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

要进展。

与财金领域取得的合作进展相比，中

日对放开农产品进出口的磋商还在继续。

日本因今年 3 月的地震导致出口市场和国

内经济受重创，福岛核电站事故导致核物

质大量外泄。地震后，中国仍在进口日本

的加工食品和水产品，可是对于日本的大

米等农作物，依然处于全面限制进口的状

态。最近，日本正着重在农产品的出口限

制方面向中国寻求政策缓解。记者了解

到，在这次访华名单中，日本农林水产省副

大臣筒井信隆随行，足以说明日方对于该

问题的重视。

除此之外，创造条件确保日本企业拓

展中国市场和中国环保市场，推动中日韩

FTA 谈判如期启动，确保日本地区战略优

势，也是野田访华的重要诉求。

在野田访华期间，中日两国同意对半

出资 10 亿元创立“ 中日节能环保投资基

金”，用以鼓励中国企业引进日本尖端设

备 。 为 促 进 旅 游 业，双 方 同 意 就 增 加 羽

田-上海、羽田-北京航班进行沟通。针对

中国要求在华工作的外国人缴纳社会保险

费一事，野田请求不要使日本企业的经营

环境出现急剧变化。野田还希望中国确保

稀土的稳定供应。

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日贸易额不

断扩大。据中方统计，去年，中日贸易总额

为 297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其中，

中国对日出口 1210.6 亿美元，增长 23.7%；

从日本进口 1767.1 亿美元，增长 35%。据

日方统计，今年 1 月至 9 月，中日贸易总额

达 2535.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3%，全年贸

易额可望突破 340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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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

周小川呼吁减少评级依赖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日前召开的

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指出，目前，评

级系统对宏观经济起到了顺周期作

用，造成波动加大；金融机构应减少

对信用评级的依赖。尤其是大型金

融机构应大幅减少依赖外部评级，避

免盲目跟风。

国资委严令央企控制成本

自第三季度以来骤降的利润，以

及成本的快速上涨都加剧了今年央

企 全 年 的 利 润 增 幅 或 将 为 负 的 担

忧。据了解，一份来自国资委的紧急

通知已经下放到各中央企业手中，从

诸多方面要求央企“节约成本”成为

该通知最核心的内容。

三四级家电市场变避风港

经济疲软、政策退出、市场走低、

需求下滑，一连串的不利因素正在给

即将开启的 2012 年家电市场竞争大

幕蒙上一层层阴影。不过，记者了解

到，人口数量庞大、家电每百户拥有

率低、消费能力强的三四级市场，已

经成为近年来国内家电企业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谋求爆发性增长的战

略要地。

中国铁路基建投资“大瘦身”

铁道部部长盛光祖日前表示，铁

道部 2012 年安排固定资产投资 5000

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 4000 亿元，

新线投产 6366 公里。相比今年年初

计划的 7000 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明

年的计划投资明显放缓。

需求不济致国内钢市走弱

随着天气转冷、节日临近、不少

工地停工，本来就不旺的钢材需求更

加清淡。据国内知名钢铁资讯机构

“我的钢铁”提供的最新市场报告，国

内现货钢市弱势下滑，多数商家难以

保持供需的平衡，部分市场的库存小

幅上行。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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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发布《中国产

业竞争力报告（2012）NO.2》。该报告认为，

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产业竞争力

居全球榜首。对此，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质

疑并引发了各界对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争论。

产业竞争力，亦称产业国际竞争力，指

某国或某一地区的某个特定产业相对于他

国或地区同一产业在生产效率、满足市场

需 求 、持 续 获 利 等 方 面 所 体 现 的 竞 争 能

力。产业竞争力是个相比较的概念，按照

传统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数评价标准，早

在 2001 年的时候，中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

已然是世界之首。2011 年，中国产业国际

竞争力仍然是世界第一，紧随其后的分别

是德国、美国、日本和荷兰。另外，中国香

港 位 于 第 13 位，中 国 台 湾 地 区 位 于 第 17

位。为支撑以上结论，《中国产业竞争力报

告（2012）NO.2》指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 所 占 份 额 一 直 呈 现 较 快 的 增 长 速 度 ，

2007 年，中国产品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

是 8.7%；2008 年扩大至 8.86%；2009 年达到

9.6%；2010 年达到 10%。但是，哈佛商学院

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认为，传统经济理论

如比较优势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都不能

说明产业竞争力的来源，因为在产业竞争

中，生产要素非但不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其价值也在快速消退中。而在中国，近年

来的竞争力主要动力来源却是生产要素的

比较优势。

剖析中国产业竞争力情况，有几个明

显的特征，值得各界关注。

第一，在中国产业竞争力整体表现依

然较强的趋势下，产业竞争力结构不合理

特别明显。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和产业发

展结构来剖析，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优

势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大多是服装、玩具等

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产品，这些产业在过

去几十年里，依托国内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和其他资源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攻城略地、

所向无敌。近年来，虽然国内也涌现出一

批具有自有创新技术、自有知识产权、自有

品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产业化程度

高的产品，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

相当明显，也就是说，从传统产业竞争力的

考量标准得出的中国产业竞争力源于比较

优势而非竞争优势。

第二，过去一直具有竞争力的传统产

业在近年来也由于生产成本优势的弱化而

不断地削弱。近期，笔者对中国外向型企

业的生存状况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当

前，中国外向型企业利润空间大幅度萎缩，

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出口增速将可能

下降，一些行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可能减

少 ，甚 至 将 有 一 批 企 业 因 不 能 为 继 而 倒

闭。在传统产业竞争力走弱的同时，整体

竞争力的结构却没有得到有效的优化。产

业竞争力走弱和产业竞争力结构不合理没

有得到扭转这两个问题对中国未来的整体

产业竞争力走势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

（下转第2版）

中日关系步入“不惑之年”

日本首相访华主推财金合作
■ 本报记者 静安

中国产业竞争力靠比较优势还能维持多久
■ 黎友焕

本报讯（记者 李红阳）2012 年经济形

势异常复杂严峻。世界各国受欧美债务

冲击，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市场信心普遍

动摇；欧元区及欧盟的主要大国救危机无

良方，争地位不相让；尽管最近美国和日

本经济出现复苏的迹象，但是舆论普遍认

为基础不稳，缺乏近期复苏的可持续性；

在世界经济形势处于恶化的背景下，发达

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面临着不同的经济

问题，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国际合作难

度加大；发达国家推出的救市政策为短期

应急所困，难以有效实行重大的结构性调

整，继续执行的宽松货币政策难以如愿有

效发挥作用；新能源和低碳、生物信息技

术等新兴产业进展缓慢，制约着经济复苏

的步伐。所以，总体来看，世界经济面临

很多风险，复苏的前景不容乐观。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中国经济

前瞻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

伟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做了上述判断。

李伟指出，从国内来看，今年以来，经

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开始向自主调整转变，

物价同比增长从 8 月份开始回落，房地产市

场泡沫化的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一些大

城市的房价开始松动，局部出现了下降。

经济内生性增长的能量有所增强，经济增

速预计略高于 9% ，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

展态势。但是展望 2012 年，受国际市场低

迷、能源资源竞争加剧、贸易保护的倾向更

加突出等诸多因素影响，出口增速将明显

降低，也不排除有较大波动的可能。

李伟认为，针对 2012 年国际国内的形

势，我们要加强防风险的准备，保持宏观政

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增强灵活性、前瞻性

等，及时化解各种危机，防止出现大的波动，

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复苏尚难 政策尤须前瞻

近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一项抽检报告显示，设计能力

为日处理鲜奶 800 吨，年产鲜奶 18 万吨的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

生产的一批次产品被检出黄曲霉毒素 M1 超标 140%。另外，福建长

富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长富纯牛奶（精品奶）也被检出黄曲霉毒素

M1 不合格，实测值为 0.9μg/kg，较标准超标 80%。据悉，黄曲霉毒

素 M1为已知的致癌物，具有很强的致癌性。 本报记者 季春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