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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世界历史和亚太经济关系的教学和研究
。

〔摘 要〕战前美 日殖民角逐是 60 一 80 年代中期亚 太经济中美日竞争的历史根源
,

战后美 日

和亚 太经济迅速发展的某些结果是其现实原 因
;
该时期是两国激烈竞争的典型期

,

日本在贸易
、

投

资和经援兰方面赶超美国而 占先
; 经济实力
、

政府与企业的合作
、

比较优势的发挥和经营策略是决

定竞争结局 的主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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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 日双边经济关系学术界给予了充分关注
,

而对亚太

(亚洲的太平洋地区 )经济中的美日竞争却研究不够
。

本文试

对 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亚太经济中的美 日竞争作初

步探讨
。

一
、

竞争的缘由

亚太经济中的美日竞争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也有重要

的现实原因
。

明治维新前后
,

美日以太平洋国家的身份进入

亚太经济
。

日俄战争后
,

美日殖民角逐的序幕逐渐拉开
,

直到

19 4 1 年的珍珠港袭击
,

两国在中国乃至整个亚太争斗的实

质是
: “
门户开放
、

利益均沽
”

对
“
武力扩张

,

市场独占
” 。

日本

以建立
“

大东亚共荣圈
”

的图谋来排斥美国
,

独占亚太的市

场
、

原料和投资场所
。

它一度得手
,

用刺刀控制亚太经济 4

年
。

战后
,

美国乘 日本退出和西欧国家无力恢复昔日影响之

机成为亚太经济的主宰
。

通过缔结
“

城下之盟
”

旧 本成了美

国的小伙伴和亚太利益的看守者
.

日本对此不甘心
。

它互为

条件和结果的两个目的是
:

恢复和增强 日本的国力 ;夺取亚

太经济的主宰权
。

由于战败力量衰弱和被剥夺了拥有武装的

权利
,

日本只好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与和平的手段
。

首相吉

田茂说
:

日本的天命
“

是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

本国的安全和发

展由于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结成亲密的

同盟而得到最可靠的保证… … 正 如 美 国 曾 经 是 大 英 帝 国 的

殖 民 地 而 现 在 比 英 国 强 大 一 样
,

如 果 日 本 成 为 美 国 的 殖 民

地

,

它 最 终 将 变 得 比 美 国 更 强 大

’

,l[ 〕 (P
.

9一 10 )
。

为 此

,

日 本 决

心 利 用 美 苏 冷 战 将 军 事 上 的 失 败 转 化 为 经 济 上 的 胜 利 21[ ( .P

1 50 )
。

果 然

,

经 过 20 年的卧薪尝胆
,

日 本 开 始 追 求 亚 太 经 济

中 的 优 势 地 位

.

1 9 6 6
年 外 相 三 木 武 夫 提 倡
“

亚 洲 — 太平洋圈” 的 构 想 : 美 、 加 、 澳 、 新 和 日 本 太 平 洋 五 国 合 作 , 共 同 援 助

亚 洲 的 开 发

;
日 本 则 是 太 平 洋 各 国 与 亚 洲 各 国 相 连 结 的

“

桥

梁

’
心
〕 (第 14 3 页 )
。

亚 洲 国 家 认 为 这

“

是 企 图 通 过 通 商

、

友 好

和 经 济 合 作 重 现 改 变 了 形 式 的 大 东 亚 共 荣 圈

’
,3[ 〕 (第 158

页 )
。

1 9 6 9
年 亚 洲 太 平 洋 地 区 理 事 会 会 议 上

,

一 位 有 影 响 的

日 本 阁 员 说

: “

大 共 荣 圈
? 这 有 什 么 不对 的 ? 我 们 过 去是 想 用

武 力 来 建 立
,

但 今 夭 却 是 用 经 济 力 量 来 建 立 哈 (] 第 197 页 )
。

其 意 是 日 本 要 用 和 平 的 方 式 完 成 昔 日 未 能 用 武 力 完 成 的

“

事

业
” .

日 本 取 代 美 国 主 宰 亚 太 经 济 的 意 图 显 而 易 见

。

美 国 人 当

然 意 识 到 这 一 点

,

一 美 国 学 者 针 锋 相 对 地 指 出

: “

当 我 们 看 到

日 本 目 前 对 南 朝 鲜 和 东 南 亚 实 行 侵 略 性 的 经 济 政 策

,

而 一 位

有 影 响 的 日 本 阁 员 又 使 我 们 想 起

`

大 共 荣 圈
’

时

,

我 们 不 禁 对

日 本 现 领 导 人 重 新 开 展

`

大 共 荣 圈
’

运 动 感 到 担 心 哈 (] 第

198 页 )
。

美 国 会 拱 手 将 亚 太 经 济 的 主 宰 权 让 给 日 本 吗
? 尼 克

松 在 就 职 总统 的 前 二 年 即 19 6 7 年 就 声 明
: “

美 国 是 一 个 太 平

洋 强 国

,

欧 洲 已 经 和 正 在 撤 走 其 帝 国 的 残 存 部 分

,

但 是 拥 有

一 条 从 墨 西 哥 到 白 令 海 峡 弧 形 海 岸 线 的 美 国 是 广 阔 的 太 平

洋 世 界 的 一 根 支 柱

。

我 们 的 利 益 和 我 们 的 理 想 鞭 策 我 们 不 是

作 为 征 服 者 而 是 作 为 伙 伴 而 西 越 太 平 洋

’

,s[ 〕 (P
.

10 4)
。

尼 克 松

的 弦 外 之 音 很 清 楚

:

当 欧 洲 在 亚 太 的 殖 民 残 余 消 逝 后

,

美 国

的 经 济 和 政 治 利 益 不 允 许 日 本 独 霸 亚 太 经 济

。

事 实 证 明

:

战

后 亚 太 经 济 中 的 美 日 竟 争 渊 源 于 战 前 的 殖 民 角 逐

,

尽 管 前 者

与 后 者 有 着 质 的 区 别

。

战 后 美 日 和 亚 太 经 济 的 迅 速 发 展 是 导 致 两 国 激 烈 竞 争

收 稿 B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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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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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原因
。

美 国 经 济 的 迅 速 发 展 得 益 于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和

第 三 次 工 业 革 命

。

二 战 结 束 后 美 国 拥 有 世 界 黄 金 储 备 的
2 /3

和世界制造业的一半以上
,

成 为 世 界 最 大 的 商 品 出
口

国

。

在

美 国 源 发 了 第 三 次 工 业 革 命

,

从 50 年代开始
,

除 汽 车

、

钢 铁

和 化 学 产 品 等 极 具 国 际 竞 争 力 的 产 品 外

,

电 脑 技 术

、

信 息 系

统 和 第 三 产 业 三 大 门 类 的 产 品 威 风 凛 凛 地 登 上 市 场
闹 (第

35 8 页 )
。

由 于 二 战 的 刺 激 和 第 三 次 工 业 革 命 的 推 动

,

从 19 4 0

年 至 1 9 7 3
年 美 国 经 济 取 得 高 速 度 的 增 长 闭 (第 31 8 页 )

。

日

本 经 济 的 发 展 更 是 世 界 资 本 主 义 史 上 的 奇 迹

。
1 9 5 5

一
1 9 7 0

年 其 出 口年 增 长 率 为 14 %
,

进
口

年 增 长 率 为 16 %
,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年 增 长 率 近 n %川 (P
.

ix)
,

19 7 0 年 成 为 世 界 第 二 大 出

口 国 s[] ( P
.

23 )
。

7 0
年 代 日本 把 使 自 己 经 济 受 挫 的 石 油 危 机

变 成 提 高 产 品 竞 争 力 的 契 机
;
在 实 现 重 工 业 化 后 又 走 上 了 低

能 耗

、

高 科 技 产 业 发 展 之 途

。

它 将 美 国 首 创 的 高 科 技 为
己 所

用

,

在 电 子 消 费 品 生 产 方 面 建 立 了 优 势

。

又 成 功 地 研 制 和 成

批 生 产 高 效 节 能 的 小 型 汽 车

。

由 于 对 科 技 的 高 度 重 视

,

到 80

年代初日本的总体科技水平已领先欧洲
,

接 近 美 国

。

因 此

,

无

论 是 其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

、

资 本 密 集 型 产 品 还 是 技 术 密 集 型 产

品 都 具 有 强 大 竞 争 力

,

风 靡 全 球

。

产 品 源 源 流 出

,

财 富 滚 滚 而

来

,

到 1 9 8 6 年
,

日 本 取 代 美 国 成 为 全 球 最 大 的 资 金 供 应 国

。

美 日 经 济 的 迅 速 发 展 产 生 了 若 干 相 同 的 后 果

:

洪 流 般 的 产

品

、

巨 额 的 财 富

、

对 原 料 的 需 求 和 产 业 的 外 移

。

从 而 最 终 导 致

对 商 品 市 场

、

投 资 场 所 和 原 料 产 地 的 争 夺

。

这 里 对 原 料 产 地

的 间 题 略 加 说 明

。

原 料 产 地 对 日 本 至 关 重 要

,

因 为 资 源 贫 乏

是 日 本

“
阿 基 里 斯 的 脚 踵 ,’( A hc ill e s ’ h ee l )

。

若 无 源 源 不 断

的 原 料 流 入

,

日 本 的 奇 迹 就 会 终 结

。

美 国 虽 然 资 源 富 有

,

但 有

些 工 业 原 料 如 天 然 橡 胶

、

锡

、

纤 维 等 和 有 些 农 产 品 如 热 带 植

物 油

、

茶

、

香 料 等 也 需 进
口
。

美 国 尽 管 也 是 石 油 生 产 国

,

但 以

美 国 石 油 公 司 为 首 的 全 球 七 大 石 油 公 司 为 控 制 国 际 石 油 市

场

,

需 要 占 有 海 外 石 油 资 源

。

美 日 所 青 睐 的 重 要 商 品 市 场

、

投

资 场 所 和 原 料 产 地 之 一 就 是 亚 太

。

亚 太 自 身 经 济 的 发 展 所 产 生 的 机 遇 也 增 强 了 对 美 日 的

吸 引 力

.

步 日 本 之 后

,

新 奇 迹 接 连 而 来

。

先 是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上半期
“

四 小 龙
”
的 腾 飞

,

到 80 年代中期成为新兴工业

化国家和地区
。

接 着 是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东盟四国的

崭露头角
,

不 久 成 为 准 新 兴 工 业 化 国 家

。

最 后 是 70 年代末中

国大陆开始的改革开放
,

到 80 年代中期已取得显著成就
。

亚

太 经 济 快 速 发 展 的 结 果 之 一 是 投 资 场 所 的 扩 大

。

进 口 替 代

、

出 口 导 向 战 略 及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等 都 离 不 开 资 本

.

上 述 国 家 和

地 区 原 来 底 子 差

、

资 金 严 重 不 足

,

必 须 利 用 外 资 才 能 实 现 经

济 现 代 化

。

为 此

,

都 制 定 鼓 励 投 资 的 政 策

,

加 上 过 剩 廉 价 的 劳

力

,

使 亚 太 成 为 巨 大 的 有 利 可 图 的 投 资 场 所

。

之 二 是 工 业 原

料 的 开 发

.

东 盟 四 国 和 中 国 大 陆 具 有 丰 富 的 自 然 资 源 和 工 业

原 料

:

石 油

、

夭 然 气

、

煤

、

锡

、

镍

、

铝 矾 土 和 天 然 橡 胶 等 藏 量
巨

大

。

随 着 对 外 经 济 交 往 的 发 展

,

比 较 优 势 的 发 挥

,

自 然 资 源 会

越 来 越 多 的 得 到 开 发 和 利 用

,

成 为 先 进 工 业 国 理 想 的 原 料 产

地

。

之 三 是 商 品 市 场 的 扩 大

.

由 于 经 济 的 迅 速 发 展

,

亚 太 发 展

中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财 富 剧 增

,

80 年代中期国内生产总值
、

外 汇

储 备 都 相 当 于 60 年代中期的好几倍
。

财 富 的 增 多 和 经 济 的

发 展 促 进 了 对 生 产 和 生 活 资 料 的 消 费

。

19 6 5一 1 9 8 5
年
“

四 小

龙
” 、

东 盟 四 国 和 中 国 大 陆 的 进
口
年 均 增 长 率

,

最 低 者 为 10
.

9%
,

高 者 达 26
.

9%
。 ① 1 981 年它们的进口已占世界进口总值

的 32
.

6%
。

②
另 外

,

亚 太 沿 岸 海 道 是 重 要 的 国 际 贸 易 运 输 线

。

其 中 的 台 湾 海 峡

、

马 六 甲 海 峡 对 各 国 的 经 济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的

战 略 价 值

。

例 如 日 平 均 20 艘船只通过马六甲海峡
,

供 应 日 本

所 需 能 源 的 75 % 9[] (P
.

18 8)
。

亚 太 海 域 的 战 略 价 值 是 吸 引 美

日 的 又 一 重 要 因 素

。

二

、

竞 争 的 情 景

6 0
年 代 中 期 至 80 年代中期是美日竞争的典型期

。

基 本

特 征 是 美 日 较 量 激 烈

,

后 者 赶 超 前 者

。

时 段 界 定 的 理 由

:
1
、

1 9 6 5
年 是 日本 经 济 竞 争 力 发 生 重 要 转 折 的 一 年

。

之 前 其 国

际 收 支 年 年 逆 差

,

之 后 经 过 几 年 的 大 致 持 平 后 呈 现 顺 差 趋

势

。

也 从 同 一 年 起

,

在 美 日 双 边 贸 易 中 日 本 保 持 顺 差 趋 势

,

此

前 几 乎 年 年 逆 差
[ 5〕 ( P

.

1 4 5
,
1 6 9 )
。

z
、
1 9 6 6

年 日本 对 美 国 在 亚

太 经 济 中 的 领 导 权 提 出 挑 战
:

主 持 首 次 东 南 亚 经 济 开 发 部 长

会 议
;
成 为 亚 洲 开 发 银 行 的 创 始 者 之 一

;
建 立 东 南 亚 农 业 基

金 l0[ 」(P
.

42
.

)
。
3
、

经 20 年的激烈博弈
,

在 绝 大 多 数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经 济 中

,

日 本 的 地 位 和 影 响 于
1 9 8 5一 1 9 86 年 最 终 超 过

美 国
。

此 后 竞 争 仍 在 继 续

,

但 具 有 不 同 的 特 点

.

商 品 贸 易

、

直

接 投 资 和 经 济 援 助
(含 官 方 援 助 和 民 间 贷 款 )是 国际 经 济 关

系 的 三 个基 本 方 面
。

美 日 竞 争 即 表 现 于 此

。

商 品 贸 易

:

60 年代上半期
,

就 进 出 口
贸 易 中 所 占 份 额 而

言

,

在 韩 国

、

南 越

、

菲 律 宾

、

印 尼 和 马 来 西 亚

,

美 国 领 先
;
在 泰

国 和 柬 埔 寨
,

日
本 领 先

;
在 台 湾 和 香 港

,

美 日 相 当

。

从 60 年代

中期起
,

两 国 抢 占 市 场 日 趋 激 烈

。

日 货 进 入 几 乎 由 美 国 独 占

的 韩 国 市 场

,

在 美 传 统 市 场 菲 律 宾 排 挤 美 货

,

在 台 湾

、

香 港

、

印 尼

、

泰 国

、

新 加 坡 市 场 所 占 的 比 重 越 来 越 大

。

美 国 一 则 力 保

在 各 市 场 原 有 份 额

,

二 则 乘 美 中 关 系 改 善 之 机 重 新 进 入 潜 力

最 大 的 中 国 大 陆 市 场

。

到 70 年代在东盟市场
,

日 本 己 占 最 大

份 额

,

但 美 国 的 占 有 率 也 在 不 断 上 升

。

到 80 年代中期
,

除 了

对 菲 律 宾 的 进 口
占 有 率 美 国 大 于 日 本 外

,

对 其 余
4 国 的 进 口

占 有 率 日本 都 大 于 美 国
。

在 东 盟 的 出
口

中

,

到 80 年代中期
,

新 加 坡

、

菲 律 宾 和 泰 国 的 最 大 出
口
市 场 是 美 国

,

印 尼 和 马 来

西 亚 的 最 大 出
口

市 场 是 日 本
图 (P

.

1 2 2 ) ; 同 期

,

对 韩 国 的 进
口

占 有 率

,

日 本 第 一 美 国 第 二

,

对 其 出 口 占 有 率 则 正 好 相 反

。

在

台 湾

,

日 本 为 其 最 大 的 进
口

来 源

,

美 国 为 之 最 大 的 出 口 市 场

。

1 9 6 9
一 1 9 8 2 年 日本 对 香 港 的进 口 占有 率 最 大

,

美 国 则 对 其

出
口

占 有 率 最 大

。

到 80 年代中期
,

在 对 中 国 大 陆 市 场 的 占 有

上 日 本 胜 过 美 国 许 多

,

在 吸 收 其 产 品 方 面 美 国 也 不 如 日 本

。

竞 争 的 结 果 是

,

在 贸 易 收 支 上 有 利 于 日 本

。

到 80 年代中期
,

在 对 东 盟 (作 为 整 体 )
、

韩 国

、

台 湾

、

香 港 的 贸 易 中

,

日 本 全 为

顺 差

,

美 国 均 为 逆 顺

。

与 中 国 大 陆 的 贸 易

,

美 日 皆 为 顺 差

。

一

般 而 言

,

在 美 国 一 日 本 一 亚 太 三 角 贸 易 中

,
1 9 4 5一 1 9 6 5

年 美

国 对 日本 保 持 顺 差
,

日 本 对 亚 太 保 持 顺 差

,

美 国 部 分 地 通 过

日 本 占 领 亚 太 市 场

。

19 6 5一
1 9 85 年 日本 对 亚 太 保 持 顺 差

,

亚

太 对 美 国 保 持 顺 差

,

日 本 部 分 地 通 过 亚 太 占 领 美 国 市 场

。

同

时

,

美 日 对 亚 太 的 原 料

、

尤 其 是 印 尼

、

马 来 西 亚 和 中 国 大 陆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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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谈 亚 太 经 济 中 的 美 日 竞 争
8 4 7

油 的 争 购 也 非 常 激 烈
,

结 果

,

日 本 胜 美 国

。

直 接 投 资

:

60 年代上半期
,

美 国 在 韩 国

、

台 湾

、

香 港 和 南

越 居 绝 对 优 势

,

在 菲 律 宾

、

印 尼

、

马 来 西 亚 也 领 先 日 本

,

只 在

泰 国 日 本 领 先 美 国

。

在 东 盟 从 60 年代中期起
,

美 国 的 投 资 增

长 很 快

,
1 9 6 6一 1 9 7 7

年 年 增 长 率 为
1 3

.

7%
,

而 对 世 界 的 为
.9

9纬
[ , ` ] ( P

.

6 2 )
。

约 同 一 时 期
( 1 96 6一 x 9 7 6 年 ) 日本的投资从不

到美 国的 1 / 4 增 至 比 它 多 1/ 3 ll[ 〕 (P
.

64 )
。

70 年代末至 80 年

代 中期
,

美 国 的 投 资 从 占 对 世 界 投 资 的 比 重
2%升到 .4

5写 lz[ 〕 (P
.

10 5)
。

日 本 的 增 长 更 快

,

到 80 年代中期比美国的

投资还多 1 / 3 以 上 [ , , 〕 ( P
.

6 3 )
。

若 将
1 9 5 6

年 的 投 资 与
2 9 6 6

年

的 相 比
,

日 本 增 加 了
8 3

.

3
倍

,

美 国 只 增 加 了 12
.

4
倍

.③
两 国

投 资 在 制 造 业 和 石 油 领 域 竞 争 尤 为 激 烈
。

在 韩 国

,

日 本 的 投

资 逐 步 压 倒 美 国

。
1 9 6 2

一 1 9 6 6 年 美 国 占 韩 国 外 来 投 资 的 52
.

7%旧 本占 1 7
.

5%
,

1 9 7 2一
1 9 7 6

年 美 国 占 15
.

4 %
,

日 本 占

7 1
.

3%
,
1 9 52一 1 9 5 5 年 美 国 占

3 2
.

3 %旧 本占 5 2
.

2%
〔 , 3〕 ( P

.

1 5 1 )
。

美 资 主 要 在 石 油 精 炼

、

石 化 产 品

、

运 输 设 备 等 方 面

,

在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 和 电 子 电 气 产 品 方 面 也 有 少 许

。

日 资 在 纺 织

等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 方 面 占 绝 对 优 势

,

在 资 本 和 技 术 密 集 型 产

品 方 面 也 有 少 量

。

在 台 湾

,

美 国 19 6 6一 19 8 0 年 的 投 资 为 .6

9 7 7 4
亿 美 元

,

年 增 长 率 为
8

.

7 9%
,

1 9 8 0一
1 9 87 年 的 为 1 4

.

9 2 5 3
亿 美 元

,

年 增 长 率 为
2 0

.

8 3 %
。

日 本
1 9 6 6

一
1 9 8 0 年 的 投

资 为
4

.

4 7 5
亿 美 元

,

年 增 长 率 为
2 8

.

1 7%
,

1 9 8 0一
1 9 8 7

年 的

为 1 3
.

2 5 6
亿 美 元

,

年 增 长 率 为
2 4

.

5 1
纬

[ , 4〕 ( P
.

x o s )
。

论 投 资

增 速 日 本 比 美 国 快

,

论 投 资 累 计 额 美 国 比 日 本 多

。

美 资 主 要

在 电 气 电 子

、

无 线 电

、

电 话 电 报

、

仪 器

、

化 学 和 汽 车 等 领 域

。

日

资 主 要 在 纺 织

、

电 子 电 气

、

机 械 和 汽 车 等 行 业

。

在 香 港

,

美 日

投 资 占 外 资 的 比 重
1 9 7 5

年 分 别 为 49
.

2%和 15
.

5 %
,
1 9 8 1

年

为 4 3
.

6%和 3 1
.

5%
,
一 9 5 6

年 为 4 1
.

2%和 2 0
.

5% [̀ 5〕 ( P
.

1 3 5 )
。

美 国 作 为 香 港 的 最 大 外 来 投 资 者 而 胜 过 日 本

。

美 资 主

要 在 贸 易

、

制 造 业

、

财 政 保 险 等 领 域

。

日 资 主 要 在 贸 易

、

成 衣

、

电 子 电 气

、

钟 表 和 金 融 等 行 业

。

在 中 国 大 陆

,

到
1 9 86 年 为 止

,

美 资 累 计 为
2 2

.

4 5
亿 美 元

,

日 资 为
1 1

.

5
亿 美 元

[ , `〕 ( P
.

2 1 3 )
。

制 造 业 是 两 者 竞 争 最 激 烈 的 行 业

,

美 资 的 77 %和日资的 53
.

l %在此行业 l[’ 〕 (P
.

1 2 8 )
,

尤 其 集 中 于 电 子 电 气 产 品 和 小 型

用 具 的 生 产

。

其 次 是 服 务 行 业

,

该 行 业 吸 收 美 资 的 n %和 日

资的 25
.

2 % l6[ 〕(P
.

128 一 129 )
.

大 城 市 和 沿 海 开 放 地 区 是 两

国 资 本 争 相 投 放 的 地 区

。

美 日 投 资 真 可 谓 你 追 我 赶

,

互 不 相

让

。

论 投 资 增 速

,

日 本 在 大 多 数 国 家 和 地 区 比 美 国 快

。

讲 投 资

累 计 额

,

在 东 盟 和 韩 国

,

日 本 占 压 倒 性 优 势

,

在 香 港

,

美 国 则

远 胜 日 本

。

在 台 湾

,

美 资 比 日 资 多 一 些

,

在 中 国 大 陆

,

美 资 比

日 资 多 一 点

。

经 济 援 助

:

60 年代中期之前
,

美 国 在 韩 国

、

台 湾

、

南 越

、

老 挝

、

柬 埔 寨

、

菲 律 宾

、

泰 国 和 马 来 西 亚 均 占 绝 对 优 势

。

即 使

将 战 争 赔 偿 也 算 作 经 济 援 助

,

也 只 在 印 尼

,

日 本 领 先 美 国

。

60

年代中期后的若干年里
,

在 许 多 国 家 美 国 仍 居 优 势

。
1 9 7 0

年

美 日对 东 盟 五 国 的 双 边 援 助 之 和 分 别 为 2
.

56 亿和 1
.

729 亿

美元
,

分 别 占 西 方 国 家 双 边 援 助 的 40 写和 27 %
。

除 了 对 新 加

坡 的 援 助 日 本 领 先 美 国 外

,

对 其 余 四 国 的 援 助

,

美 国 都 比 日

本 多

。

到 1 9 84 年
,

美 日 援 助 各 为
2

.

87 亿和 10
.

39 亿美元
,

所

占 相 应 比 重 为 15 %和 54 %
。

日 本 对 五 国 的 援 助 均 超 过 美

国

。④
在 越 南

,

美 日 援 助 竞 争 是 替 代 性 的 纵 向 竞 争 而 非 同 一

时 期 的 横 向 竞 争

。

19 7 5 年 前
,

南 越 战 时 经 济 被 称 为

“

援 助 经

济

” 。
1 9 6 5一

1 9 7 2 年 南 越 政 权 开 支 的 49 %来 自于美 国经

援
[ , 8〕 ( P

.

5 6 )
。

1 9 6 6一
1 9 7 5 年 对 南越 的经 援 美 国 为 6 1

.

22 7 亿

美 元
,⑥
日 本 仅 为

0
.

7 2 亿 美 元 ( 1 9 6 0一 1 9 7 5
年 )
。

@ 1 9 7 5
年

后
,

情 况 正 好 相 反

。

美 国 彻 底 退 出 南 越 经 济

,

由 日 本 填 补

“

真

空
”
。

1 9 7 8
、
1 9 7 9 两 年

,

日 本 就 为 越 南 提 供 贷 款 和 赠 款
280 亿

日元 [ ,〕 ( P一 2 5一 1 2 9 )
。

进 入
5 0
年 代 后

,

日 本 扩 大 了 对 越 经

援

,

成 为 越 最 主 要 的 外 援 国

。

在 韩 国 的 外 援 中

,

日 本 逐 步 取 代

了 美 国 的 地 位

。

19 6 5 年 前
,

美 国 提 供 韩 国 外 来 经 援 的 95 %
。

之 后 情 况 渐 渐 变 化

。

1 9 6 5
一

1 9 8 3 年 日本 提 供 的 经 援 达 55
.

55

亿美元
[ , 9〕 ( P

.

1 85 )
。

而
2 9 6 6一 1 9 7 4 年 美 国 提 供 的 为 5

.

5 5
亿

美 元
[ 4 ] (第 3 0 5 页 )

,

( 19 7 4 年 美 对 韩 官 方 援 助 结 束 )
。

日 本 的

经 援 大 大 超 过 美 国

。

70 年代初
,

日 本
已

取 代 美 国 成 为 韩 国 主

要 的 资 助 者

。

在 台 湾

,

美 国 的 官 方 援 助
1 9 6 5

年 结 束
,

但 美 资

以 贷 款 的 方 式 继 续 流 入

。

1 9 6 5一
1 980 年达 53

.

8
亿 美 元
。⑦ 60

年代下半期
,

日 本 向 台 提 供 贷 款
2

.

1
亿 美 元
。⑧ 1 9 7 2

年 中 日

关 系 正 常 化 后 日对 台 的 官 方 贷 款 停 止
。

在 台 湾

,

美 国 的 经 援

压 倒 日 本

。

在 中 国 大 陆

,

情 况 正 好 与 在 台 湾 相 反

,

日 本 的 经 援

大 大 超 过 美 国

。

80 年代上半期
,

在 接 受 日 本 官 方 开 发 援 助 最

多 的 十 名 对 象 中

,

中 国 大 陆 连 续 几 年 名 列 第 一

、

二 名

,⑨
而 中

国 大 陆 并 不 在 美 国 官 方 开 发 援 助 的 受 援 国 之 列
。
1 9 84一 1 9 8 6

年 日对 华 贷 款 为 47
.

57 亿美元
,

美 贷 款 仅 为
1

.

08 亿美元
。 。

综 上 所 述
,

在 对 亚 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双 边 经 援 中

,

除 在 台 湾 美

国 超 过 日 本 外

,

在 其 余 的 国 家 和 地 区 日 本 都 以 绝 对 优 势 胜 过

美 国

。

美 日 在 多 边 经 援 中 也 逐 角 甚 剧

,

突 出 地 表 现 在 亚 洲 开 发

银 行 内

。

日 本 在 缴 付 股 本

、

占 据 最 高 职 位 和 制 定 政 策 等 方 面

都 力 图 压 倒 美 国

。

与 美 国 的 拖 欠 作 风 相 反

,

日 本 积 极 主 动 缴

纳 承 诺 的 金 额

。

到
1 9 7 9

年
,

日 本 占 普 通 基 金 的 17
.

5%
、

亚 洲

开 发 基 金 的 50
.

3%
,

而 美 国 的 则 为 n
.

9%和 15
.

2%咖〕 (R

6 7)
。

到
1 9 8 7

年 日 美 占 总 股 本 的 份 额 分 别 为 45
.

8 %和

13 % lz[ 〕(P
.

1 4 7 8一 147 9 )
。

亚 行 行 长 一 直 是 日 本 人 的

“

专 利
” 。

在 亚 行 的 前
1 0
年 中

,

有
5
位 行 政 部 ( A d m in is t r a t i

o n
氏

p a r t -

m e
nt )部 长 也 是 日本 人
。

在 政 策 的 制 定 上

,

日 本 人 的 作 用 颇

大

。

农 业 特 别 基 金 就 是 根 据 其 提 议 设 立 的

,

出 发 点 就 是 为 日

本 的 利 益 服 务 的

。

日 本 主 张 政 经 分 离 的 政 策

,

以 对 抗 美 国 反

对 援 助 越 南 的 企 图 和 抵 制 美 国 将 人 权 问 题 作 为 提 供 贷 款 的

政 治 标 准

。

美 国 由 于 在 越 南 战 争 中 的 失 败

,

国 内 反 对 外 援 的

情 绪 强 烈

,

在 国 会 的 钳 制 下

,

一 再 拖 欠 承 诺 的 金 额

,

不 得 不 将

亚 行 领 导 权 让 给 日 本

.

为 取 得 与 日 本 同 等 的 投 票 权

,

它 也 尽

力 追 缴 欠 款

。
1 9 7 8

年 其 投 票 权 只 占 总 投 票 权 的 9 %
,

少 日 本

7
个 百 分 点 0z[ 〕 (P

.

1 32 )
。

到
1 9 8 7

年 它 所 缴 的 普 通 基 金 与 日本

大 致 相 等
,

故 投 票 权 也 基 本 一 样 lz[ 〕 (P
.

1 4 7 8一 14 79 )
。

日 本 以

积 极 缴 付 款 项 的 方 式 争 取 在 政 策 制 定 上 更 大 的 发 言 权

,

美 国

则 以 故 意 拖 欠 股 金 的 办 法 迫 使 亚 行 按 自
己 的 意 愿 办 事

。

三

、

竞 争 的 启 示

美 日 0z 年的竞争及其结果给我们以何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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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济 实力是一国参与 国际经济竞争的基础和前提
,

是 竞 争 胜 负 的 决 定 性 因 素

。

这 一 点 曾 被 历 史 证 明

。

战 前

,

美 国

是 世 界 头 号 工 业 强 国

,

日 本 是 地 区 级 工 业 强 国

。

两 者 经 济 实

力 相 差 一 个 档 次

。

正 因 为 如 此

,

在 亚 太 殖 民 角 逐 中

,

美 国 主 张

“

门 户 开 放

,

利 益 均 沾

”

旧 本 坚 持
“

武 力 扩 张

、

市 场 独 占 ” 后

者 的 实 质 是 在 对 亚 太 商 品 市 场
,

原 料 产 地 和 投 资 场 的 竞 争 中

以 武 力 弥 补 经 济 实 力 的 不 足

。

日 本 之 所 以 始 终 不 肯 接 受

“

门

户 开 放

”
的 原 则 是 因 为 明 知 自
己 的 经 济 实 力 不 如 美 国

,

在 此

原 则 下 竞 争

,

失 败 者 只 能 是 自
己

.

战 后 的 事 实 说 明 了 同 一 道

理

。

战 争 使 昔 日 的 繁 荣 化 为 乌 有

,

日 本 在 一 段 时 间 内 不 具 备

参 与 国 际 经 济 竞 争 的 前 提

,

只 能 当 美 国 亚 太 经 济 扩 张 中 的 小

配 角

。

经 过 20 年的恢复和发展
,

日 本 初 步 获 得 参 与 竞 争 所 需

要 的 经 济 实 力

。

因 此

,

在 60 年代中期向美国的主宰地位提出

挑战
。

直 至 80 年代中期
,

日 本 经 济 愈 益 发 展

,

实 力 更 为 增 强

,

为 在 亚 太 经 济 竞 争 中 最 终 夺 取 优 势 地 位 奠 定 了 坚 实 的 基 础

。

由 于 二 战 的 结 果 和 第 三 次 工 业 革 命 的 作 用

,

美 国 举 世 无 双 的

经 济 实 力 一 直 保 持 到 60 年代末
。

60 年代中期前
,

它 在 全 球

经 济 中 的 霸 主 地 位 和 在 亚 太 经 济 中 的 主 宰 地 位 不 可 动 摇

。

但

因 朝 鲜 战 争

、

越 南 战 争 以 及 其 它 国 际 国 内 因 素 的 影 响

,

70 年

代初期后其经济实力渐渐削弱
,

1 9 8。 年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占 世

界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 从 19 4 5 年 的 50 纬降至 25 % 22[ 〕 ( .P

91 )
,
1 9 8 5

年 自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以 来 首 次 沦 为 纯 债 务 国
。

与

此 相 一 致

,

进 入 70 年代后美国在亚太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发

生动摇
,

市 场 份 额 渐 渐 被 日 本 挤 占

。

尽 管 它 也 奋 力 抗 争

,

力 保

原 有 份 额

,

但 仍 无 济 于 事

。

到 80 年代中期
,

美 国 在 亚 太 (除 了

一 两 个 国家 和 地 区 外 ) 在 贸 易
、

投 资 和 经 援 方 面 的 优 势 全 部

丢 失 给 日 本

。

(二 )政府和企业的密切合作是商业竞争力的源泉
。

日 本

所 显 示 的 强 大 竞 争 力 很 大 程 度 上 来 自 其 政 府 和 企 业 的 亲 密

关 系

。

在 日 本 的 经 济 建 设 与 对 外 经 济 活 动 中

,

政 府 和 企 业 总

是

“

结 伴 而 行

”

即 二 者 密 切 配 合

、

情 同 手 足

。

被 这 种 特 殊 关 系

联 在 一 起 的 政 府 和 企 业 被 形 象 的 喻 为

“

日 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J
a p a n l n e o r p o r a t e d
” )

.

这 种 关 系 的 形 成 并 非 日 本 政 府 像 其

它 国 政 府 那 样 对 大 企 业 有 很 大 的 直 接 所 有 权 所 致

。

相 反

,

这

种 所 有 权 在 日 本 十 分 有 限

。 `

旧 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的 实 质 是 通

过

“

以 政 府 若 干 个 部
(省 ) 和 像 日本 银 行这 样 的组 织 为 一 方 与

以工 业 组织 同 贸 易 组 织 相 融 合 而 形 成 的 正式 的 企业 集 团 为

另一 方 的 双 方相 互 影 响 的一 种 复 杂 的机 制
,

官 方 与 企 业 领 导

之 间 保 持 着 一 种 相 互 作 用 而 又 形 如 一 体 的 模 式

”
。

前 首 相 池

田 勇 人 将 政 府 与 企 业 的 关 系 阐 述 得 更 清 楚

: “ … … 政 府 是 船

长
,

财 界 是 指 南 针

”
川 (P

.

4 2 )
。

说 到 底

,

在 日 本 有 组 织 的 企 业

与 政 党 领 袖 和 官 僚 顶 层 之 间 保 持 着 一 种 明 显 的 亲 密 关 系

。

它

们 之 间 的 合 作 由 来
已 久

,

由 明 治 年 间 出 生 的 老 一 代 传 给 大 正

年 间 出 生 的 第 二 代

,

又 传 给
昭 和 年 间 出 生 的 第 三 代

。

纪 律 严

明

、

训 练 有 素 的 一 代 又 一 代 管 理 和 技 术 人 才 为 一 个 共 同 的 民

族 经 济 目 标 而 团 结 奋 斗

。

可 见

, `

旧 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是 日 本

民 族 合 力 的 体 现

。 “
日 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在 东 南 亚

、

整 个 亚 太

乃 至 全 世 界 与 美 国 和 欧 洲 国 家 的 竞 争 中 发 挥 了 巨 大 的 作 用

,

使 美 欧 商 人 闻 风 丧 胆

,

以 致

“

70 和 80 年代美国人和欧洲人

严厉谴责 旧 本股份有限公司
’
是 政 府 与 企 业 的 一 种 邪 恶 的

同 盟

。

受 日 本

`

不 公 平 竞 争

’

伤 害 的 企 业 和 工 人 呼 吁 其 政 府 采

取 强 有 力 的 反 措 施

’
,z[ 3〕

(P
.

1 1 7 0)
。

政 府 与 企 业 的 密 切 合 作 在

经 济 竞 争 中 的 威 力 与 作 用 之 大 由 此 可 见 一 斑

。

美 国 的 官 僚 机

构 总 的 来 讲 也 是 积 极 支 持 美 国 的 公 司 在 海 外 的 商 业 竞 争 的

。

但 政 府 与 企 业 有 时 发 生 对 抗
ll[ 〕 (P

.

79 )
。

且 美 国 的 一 些 法 律

如
《 反 托 拉 斯 法 》
、

《海 外 美 国 人 征 税 法 》 以 及 《人 权 修 正 案 》等

都 多 少 妨 碍 了 美 国 的 公 司 在 海 外 的 商 业 活 动
,

束 缚 了 美 国 的

国 际 经 济 竞 争 力

。

与 自
己 的 对 手 日 本 比

,

美 国 官 方 与 企 业 的

合 作 程 度 相 形 见 细

。

(三 )发挥 比较优势
、

突 出 高 科 技 产 品 的 作 用 是 提 高 市 场

占 有 率 的 有 效 解 数

。

听
。 年 代 美 日 抢 占 东 盟 市 场 的 情 形 对 此

是 最 好 的 注 脚
。

两 国 向 东 盟 出
口
的 产 品 可 分 为 四 大 类

:

自 然

资 源 密 集 型 产 品

、

劳 动
( 非 熟 练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

、

人 力 资 本

(熟练劳动 )密集型产品和 技术密集型产品
。

美 国 第 一 大 优 势

在 于 技 术 领 先

,

故 其 技 术 密 集 型 产 品 占 它 向 东 盟 出
口

的 四 类

产 品 的 比 重 最 大

,

上 升 的 幅 度 也 最 大

,

从
1 9 70 年的 46

.

3 %

升至 197 9 年 71
.

2%
。

而 它 对 世 界 出
口
的 同 类 产 品 占 它 对 世

界 出
口
的 四 类 产 品 的 比 重 基 本 上 没 有 变 化

,

从 45
.

1%升至

45
.

5%
,

这 说 明 美 国 为 与 日 本 争 夺 东 盟 市 场

,

充 分 发 挥 它 的

第 一 比 较 优 势

,

将 东 盟 作 为 投 放 技 术 密 集 型 产 品 的 重 要 市

场

。

自 然 资 源 是 第 二 大 优 势

,

因 此 自 然 资 源 密 集 型 产 品 曾 占

到 13/ 的比重
,

但 下 降 幅 度 很 大

。

熟 练 劳 动 已 算 不 上 优 势

,

故

人 力 资 本 密 集 型 产 品 占 的 比 重 小

。

非 熟 练 劳 动 已 成 为 劣 势

,

因 而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 占 的 比 重 最 小

。

就 日 本 而 言

,

熟 练 劳 力

是 一 大 优 势

,

故 人 力 资 本 密 集 型 产 品 占 的 比 重 最 高

: 1 9 70 年

为 3 9
.

7 %
,
1 9 7 7

年 为 44
.

6%
,

但 比 它 向 世 界 出 口
的 同 类 产

品 的 相 应 比 重 略 低

。

技 术 是 另 一 优 势
(尽 管 比美 国 的水 平低

一些 )
,

故 技 术 密 集 型 产 品 所 占 的 比 重 第 二

:

19 70 年为 34
.

3 %
,
1 9 7 7

年 为 37
.

3 %
,

但 大 于 它 对 世 界 出
口

同 类 产 品 所 占

的 相 应 比 重

:

25
.

4%和 29
.

1%
。

日 本 和 美 国 一 样

,

也 将 东 盟

作 为 技 术 密 集 型 产 品 的 重 点 投 放 市 场

。

非 熟 练 劳 动 已 不 是 优

势

,

因 而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 所 占 比 重 不 大 且 不 断 下 降

。

自 然 资

源 是 劣 势

,

故 自 然 资 源 密 集 型 产 品 的 出 口 微 不 足 道

。

这 些 清

楚 地 说 明 美 日 是 如 何 发 挥 各 自 的 比 较 优 势 来 争 占 东 盟 市 场

的

。

在 所 发 挥 的 优 势 中

,

技 术 密 集 型 产 品 是 优 中 之 优

。

下 述 事

实 进 一 步 证 明 了 此 点

。

70 年代在东盟的进口贸易中
,

在 日 本

占 最 大 份 额 的 情 况 下

,

总 的 看 来 对 东 盟 的 出 口
美 国 比 日 本 还

要 好 一 些

。
1 9 7 1一 19 7 7 年 美 国 对 东 盟 的 出 口 比 预 计 的 高 出

9
.

6肠
,

而 日 本 只 高 出
6

.

8% l[ `〕
(P

.

4 9)
,

主 要 原 因 是 美 国 加 强

了 技 术 密 集 型 产 品 的 出
口
。

美 国 经 济 学 家 克 劳 斯 指 出

:

在 东

盟 这 个 以 日 本 为 主 要 贸 易 伙 伴 的 地 区

,

美 国 能 够 成 功 地 迎 接

日 本 的 挑 战

,

其 主 要 原 因 是 美 国 在 东 盟 的 高 科 技 产 品 进 口
中

占 有 较 大 比 重

。

美 国 对 印 尼 和 菲 律 宾 的 出
口 不 令 人 满 意 也 正

是 由 于
1 9 7 3一 1 9 7 4

年 后 美 国 对 这 两 国 的 高 科 技 产 品 的 出 口

未 达 到 预 期 目 标 的 缘 故 l1[ 〕 (P
.

49 )
。

(四 )经 营 策 略是 超 越 对 手 的 法 宝
。

在 与 对 手 的 竞 争 中

,

日 本 人 摸 索 了 一 套 行 之 有 效

、

灵 活 机 动 的 经 营 策 略

。

仅 述 其

中 两 项

:

一 )推 行
“

一 揽 子 交 易

” 。

即 日 本 的 公 司 通 过 与 亚 太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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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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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下 面 书 中 数 据 计 算 得 出

:

叶 学 哲

: 《 国 际 资 金 流 入 》
,

台 湾 联 经 出 版 事 业 公 司 19 8 1 年版
,

第
1 3 2
、
1 3 7 页
。

马 成 三

:

《 日 本 对 外 贸 易 概 论 》
,

中 国 对 外 经 济 贸 易 出 版

社
1 9 9 2 年 版

,

第
2 10 页表 1

一 12
,

资 源 来 源

:

日
本 外 务

省

: 《我 国 的 政 府 开 发 援 助 》
。

马 成 三 前 引 书

,

第 27 4 页 表 10 一 3
,

资 料 来 源

:

《 中 国 对

外 经 济 贸 易 年 鉴 》
。

此 点 引 用 的 所 有 数 据
( 除 另 注 外 ) 见 L a w er cn

e
.B

K
r a u s e

前 引 书
P

.

4 3 T
a b le 4 一 1 和 P

.

4 6 T
a
b l

e 4一 2
。

⑥⑧⑨⑦

家 或 地 区 的 一项 业 务 联 系 而 使 自己成 为 具 有 多 功 能 的商 家
。

例 如

,

日 本 的 公 司 在 东 盟 建 立 合 资 企 业

,

通 过 与 当 地 合 营 者

的 特 殊 关 系

,

不 仅 供 给 他 们 机 器 设 备

、

工 业 原 材 料

,

而 且 提 供

贷 款 甚 至 股 本 以 及 管 理 和 技 术 知 识 等

。

这 样 一 来 使 得 对 方 在

进 出
口
贸 易

、

投 资

、

贷 款

、

信 息 和 技 术 诸 方 面 都 依 赖 日 本

。

一

揽 子 交 易 的 另 一 表 现 是

:

日 本 贸 易 公 司 除 了 主 要 从 事 市 场 营

销 的

“

本 职 工 作

”

外

,

还 充 当 金 融 业 者

,

外 汇 经 纪 人

、

组 织 者 和

顾 间 以 及 信 息 推 销 员 al[
〕
(P

.

7 0)
。

总 之

,

通 过 合 资 办 企 业 或 者

市 场 营 销 一 种 途 径

,

日 本 既 加 强 了 对 亚 太 国 家 的 商 品 出 口

、

资 本 输 出

,

又 迫 使 它 们 在 出 口
市 场

、

管 理 技 术

、

知 识 方 面 依 靠

自
己

。

从 而 全 面 加 强 了 这 些 国 家 与 日 本 的 经 济 交 往

,

削 弱 了

它 们 与 日 本 的 竞 争 对 手 的 经 济 关 系

。

而 这 种 一 揽 子 交 易 对 美

国 的 公 司 来 说 则 是 陌 生 的

.

二 )兴 办合 资 企 业
。

这 是 日 本 人 在

投 资 竞 争 中 最 先 采 取 的 一 种 方 式

。

它 源 于 60 年代上半期的

印尼
。

1 9 5 7一 1 9 6 5
年 苏 加 诺 政 府 将 境 内 欧 美 企 业 全 部 接 管

。

日
本 私 人 资 本 立 即 以 新 的 方 式 乘 机 而 入

。
1 9 6 0

一 1 9 6 1 年 日

本 的 公 司 在 印 尼 办 了 三 个 合 资 企 业 分 别 开 发 印 尼 的 石 油
、

镍

和 木 材 田
〕
(P

.

8 9)
。

欧 洲 人 也 谨 慎 地 仿 效

.

于 是 合 资 企 业 在 东

盟 逐 渐 发 展 起 来

。

然 而

, “

美 国 人 由 于 害 怕 泄 露 机 密 和 技 能
”

而 不 愿 意 接 受 合 资 企 业 的 形 式

,

即 使 勉 强 接 受

,

也 要 求 占 有

多 数 股 份 以 控 制 合 资 企 业

。

日 本 人 则 不 同

,

由 于 他 们 一 则 看

到 合 资 企 业 对 日 本 投 资 有 利

,

二 则 把 它 作 为 抢 占 市 场 的 主 要

手 段

,

故

`

旧 本 投 资 者 似 乎 远 比 美 国 和 英 国 的 投 资 者 愿 意 接

受 合 资 企 业

。 ”
而 且

`

旧 本 在 东 南 亚 参 加 的 合 营 企 业 中

,

日 本

人 占 百 分 之 五 十 或 者 更 少 股 份 的 企 业 达 百 分 之 六 十

。 ”

在 日

本 的 竞 争 下

,

美 国 人 的 态 度 有 所 缓 和

,

因 为 害 怕 将 东 盟 的 市

场 丢 失 给 日 本 人

,

但

“

对 那 些 成 本 低 和 面 向 出
口
的 企 业 的 投

资

,

许 多 美 国 公 司 的 态 度 看 来 仍 不 那 么 灵 活

,

仍 然 坚 持 拥 有

百 分 之 百 的 企 业 所 有 权 的 政 策 2s[ 〕 (P
.

132 一 1 3 4 )
。

由 于 日 本

人 策 略 灵 活

,

所 争 取 到 的 投 资 机 会 和 所 投 入 的 金 额 自 然 比 美

国 人 的 多 得 多 和 大 得 多

。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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