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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于 1979 年 12 月的日本对华经济技术合作于 2019 年 12 月迎来了 40 周年的日子。安倍首相在 2018

年 10 月访华时曾表示，对华经济技术合作的新项目 2018 年度以后不再立项，对华经济技术合作将于 2022

年 3月结束。由此，为了总结 40年来日本对华经济技术合作的成果，我们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二十一

世纪饭店召开了研讨会。 

    研讨会上，中日两国的研究人员和参与了中日合作的人员介绍了日本对华经济技术合作为中国经济发

展做出的贡献，以及中日相关人员通过合作开展交流的重要性。JICA 评估部正在分领域对经济技术合作项

目进行评估，他们介绍了这些项目的社会影响的横向分析结果。中日友好环保中心和中日友好医院表达了

今后继续进行合作的强烈愿望，希望利用多年来通过中日合作培养的人才和建立的合作网络促进民企和研

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中日共同开展针对第三国的合作。    

    在嘉宾对话环节中，有的与会者表示第一次了解到日本对华的经济技术合作，还有的与会者对于日本在

医疗卫生和防灾领域给予的合作非常感动，更有与会者提出了对华经济技术合作日本是否也有受益、中日

今后在第三国开展合作的可能性等问题。将近 160 名与会人员中有六成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这些年轻人肩负着构建今后 40年中日关系的重任，向他们介绍日本对华

经济技术合作的情况和历史也是研讨会的一大成果。 

    在筹备和协调这次总结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再次接触了一些曾经参与过中日合作项目的中方有关人士，

了解到有些项目的中日双方专家至今仍保持着交流。虽然也有部分项目的情况目前已无从知晓，但给了我

们一个了解日本对华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成果和现状的机会，它不同于项目终期评估和后评估的视角。在

总结对华经济技术合作中得到的体会和经验教训，我们会在 JICA 内部进行分享，希望以此为契机，从 ODA

完成使命的视角探讨开展 ODA 事业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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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日经济技术合作 40周年研讨会 

中日经济技术合作和中日关系，回望 40年的历史，展望新的合作 

 

1.目的：向中国年轻一代从事日本研究的研究人员或学生，介绍日本的 ODA 援助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

增长所做的贡献和成果，珍惜通过对华 ODA 培养起来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关系，探讨开展中日合作的新

的方式和可能性 

2.时间：2019年 12月 11日（周三）9：00-16：00 

3.地点：中日青年交流中心 21世纪饭店 3层第 5会议室 

4.主办：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支持单位：日本国驻华大使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5.使用语言：中日文同声传译 

6.议程 

9：00－9：15  来宾致辞 

横井裕 日本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 

姜小平 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 调研员 

柳泽香枝 日本国驻马拉维特命全权大使（代读） 

9：15－9：20  日本的对华经济技术合作 

藤谷浩至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东、中亚部 部长 

9：20－10：00  对华经济技术合作 40周年的历程和中日关系（日元贷款） 

蔡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亚太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 

北野尚宏  早稻田大学理工学术院 教授 

10：00－11：00  对华经济技术合作 40周年的历程和中日关系（技术合作和无偿资金援助） 

冈田实 拓殖大学国际学部 教授 

吴斌         北京林业大学 教授 

周冬霖 中日关系史学会 理事   

11：00－11：20   茶歇 

11：20－12：00   嘉宾讨论（主持人：藤谷浩至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东、中亚部 部长） 

蔡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亚太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 

北野尚宏  早稻田大学理工学术院 教授 

吴斌     北京林业大学 教授 

冈田实 拓殖大学国际学部 教授 

12：00－13：40  午饭 

13：40－15：00  分析中日合作的现状、展望未来 

“分析现状，环保领域” 阪仓章治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评价部 部长 

“传染病领域” 小泉高子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评价部事业评价第二课 课长 

 



“展望未来” 董旭辉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总工程师  

   尹勇铁 中日友好医院 国际交流合作办公室 研究员 

15：00－15：40  对新的中日合作的建议 

郭连友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主任 教授 

李廷江 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副理事长 教授 

15：40－15：45  闭会致辞 

藤谷浩至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东、中亚部 部长 

 

 

 

 

 

 

 

 

 

 

 

 

 

 

 

 

 

 

 

 

 

 

 

 

 

 

 

 

 

 

 



 

 

 

 

   

横井裕 日本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         姜小平 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 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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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讲演 上午               

蔡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亚太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 

日元贷款对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 

 

 

  蔡亮：各位早上！发表之前先对 J表示感谢，也感谢冈田教授的邀请，有幸参加这个会。这个研究是几年

前的一个研究的汇总，那个时候受创立大学的项目资助，还有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完成了这么一个课

题。非常可惜，当时我不认识八岛先生，否则会做得更好。因此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海涵。 

    主要汇报对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积极贡献。我主要汇报四个方面，首先，日本对上海的 ODA肯定是在经济

合作框架下的一个定位，第二，日元贷款与上海现代化的建设过程，当然，我还会简单讲一讲无偿经济援助，

技术合作，包括利民工程方面的东西。例子，一个是宝钢，一个是浦东机场建设。 

    （PPT）有一个世界城市的排名，19年度的，上海现在跟东京是一个位阶，但实际上两个城市之间还有

很大距离，但是有这样的排名也是与有荣焉。总体来讲，上海取得的成就肯定是中国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努力结果，也不能忘记日本对上海的援助，尤其是日本 ODA的援助非常重要。 

    在我们国家接受的 ODA中，日本 ODA占了 50%左右，这是双方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个国家

友好的个有力见证。当然，它对中国的 ODA是遍布于全国各地，最近 J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小册子（即各省区

接受 ODA的情况），非常好，援助范围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及人才培训，为中

国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政府从 80年代初开始就已经在很多场合对此表示的高度评价和诚挚的谢意。 

    因为 ODA 是国家对国家，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接受日本 ODA 的过程中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

第一，中国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划，第二，日本对华 ODA的总方针影响。总体来讲，跟日本对华 ODA一样，是

以日元贷款为主，它的项目主要用于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时间集中在 1990年代，突显了日本对中国

东部沿海地区援助的特色。首先，日本的 ODA 对华援助在 1998 年之前，援助对象是以城市基础设施为主，

援助范围主要是集中在东部沿海地方。上海日元贷款项目集中于 90 年代，也是因为 1990 年浦东开放，所

以与上海进入全面大发展的时机是契合的。 

    在无偿资金援助方面，上海在中国是比较先进的地区，接受项目并不是多，比较著名就是上海市第六人

民医院，但是上海接受日本的技术合作是非常多的。向日本方面申请对上海大型重要领域的，当时是国营企

业进行的现代化改造的技术援助，主要集中在企业的现代化改造，有效缓解了上海传统制造业设备老化、管

理落后等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问题。 

    （PPT）下面是一个表，数据来自于日本驻华大使馆的网页，还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网页，拼起来

的。利民工程主要讲一个东西，就是 2003年的 SARS，利民工程是总领馆直接可以做这个事情，上限一般是

一千万日元，但是 2003年的 SARS因为情况比较特殊，超过了一千万日元，是 1708万，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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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项目是 2011年的一个项目，2014年也结束了。 

    做一个总结。日本对上海提供的 ODA 一共是 1572.37 亿日元，日本贷款是 1535 亿日元，占总金额的

97.6%。一共是 7个日元项目，除了 1981年的宝钢一期工程之外，整个 1980年代，在上海一个地方实施的

日元贷款，只有国家经济信息系统示范工程，它的金额是 37.7亿日元，这个项目并不是上海市自己去申请

的，实际上是中央整个一个规划，中央的落户项目，正好分配到上海。 

    这个原因是这样，我们都很清楚，在 1980 年代开始的第一期跟第二比日元贷款时期是 1979 年到 1983

年，1984 年到 1989 年，项目一共是 21 个，主要集中在中国各地的港口、铁路跟发电站等设备基础设施和

出口基建的开发等方面。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前沿是广东，毗邻港澳台广东、福建等省份，当时上海主要承

担的角色是国家财政来源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举例，当时的 80 年代，上海每年要把 80%以上的财政收入

上交中央政府，一直到 1989 年，上海全年一共有 170亿人民币的财政收入，中间有 130亿，就是 75%还要

上交给中央。所以，当时他的角色是这么一个定位，这是最主要的原因，80 年代，中央对上海的定位导致

他的日元贷款非常少地投入上海。 

    我刚才跟八岛老师在交流，相对来讲，北京也是中国超级大城市，也是一线城市，但是 ODA项目相对来

讲比较多，这个理由也很简单，中央政府的原因，上海就没有这么一个便利的条件。 

    但是进入 90年代以后，在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中央将上海置于了新一轮开放的桥头堡地位，这个

使上海的经济发展脚步明显加快。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强调，在 90年代日元贷款援助重点区域为东部沿

海及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以，在 1991 年到 1996 年，当时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受日元贷款比例是

40 比 27 比 28，还是比较倾向于沿海。所以，90 年代中央政策对上海的倾斜，还有日元贷款集中在东部地

区为主，导致 90年代日本对上海的 ODA，特别是日元贷款比较多的原因就在这里。 

    做两个案例。宝山钢铁厂实际上跟 ODA本来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宝山钢铁厂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日本

方面，尤其是新日铁的一个建议，宝山钢铁是因为上海地区长期缺铁以及中国钢铁行业严重落后的现状筹

建的。当时整个中国的钢产量远远不及新日铁一家，而且我们的钢制造业落后在哪里，谷牧副总理当时访日

的时候，中方的红旗轿车居然在日本的高速公路上抛锚，这个事情就是给中方的震撼非常非常的大。 

    当时的经济、资金、技术都非常落后的情况下，日方积极主动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给予了大力援助，宝钢

项目因而成为 1980年代初期中日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最后也使得中国钢铁行业与外国先进水平的差距被

大大缩短。 

    他跟日元贷款的关系，主要是把第一批日元贷款中的两个项目转为商品贷款，使得宝钢一期工程得以续

建。背景是，当时宝钢建设的时候，我们对总投资没有一个概念，当时整个中国的财政总收入大概是 800亿

人民币，当然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时候曾经就向新日铁咨询，如果中国要造一个像新日铁这样的厂大概要花

多少钱，日方考虑的只是建这个厂要多少钱，给邓小平说了一个数字，但是后来发现一个问题，中国的基础

设施远远不能跟日本比，如果要建这个东西，要把所有东西全部算在一起，结果中方算出来的价格是 301.7

亿人民，对一个年财政收入只有 800亿的国家来讲，一下子搞这么一个项目是不现实的。 

    与此同时，不管是引进新日铁的技术还是成套设备，均需要支付日元，我们中国当时的外汇储备非常有

限，而且主要是美元，因此，必须先用美元兑换成日元才行。1978年，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共只有 20亿

美元，加上当时中国贸易逆差非常严重，居然贸易赤字达 19.7亿美元。宝钢当时建设一揽子引进新日铁 16

个单元的成套设备，价格就已经达到美金 20.2亿美元，换句话说，我们从新日铁买的东西就超过整个当时

的外汇储备，所以，这个项目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能不能执行的问题，它的巨大投入和中国当时中心建设

的财政状况以及短缺的外汇储备，导致 1981年中国决定停建，或者缩小宝钢的建设规模，同时，决定向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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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成套项目的国外企业单方面取消采购合同，并准备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这个就是当时比较轰动一时的

宝钢合同变更事件。而且当时平心而论，中国很多人对中日合作还有很多疑虑，认为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做这

个是不是合适，在国内有很大的争论。 

    为了解决僵局，当时的铃木内阁，1982年 2月 12号，委任前外相大来佐武郎为政府特使访问北京，与

此同时，稻山先生也积极游说政府，动员对华进行贷款，以续建宝钢，后来中日双方对用日元贷款的方式进

行了重新谈判，最后使日方同意将第一批日元贷款中的 1000 亿日元，同时通过进出口银行里面的软贷款，

商业贷款提供 800亿日元，一共是 1800亿日元用于宝钢一期工程建设，在这个情况下，宝钢第一期工程才

能够顺利建设，到了 1985 年 9 月 15 号，它竣工，这个使得中国的钢铁业和世界钢铁业之间的差距一下子

缩短了 15到 20年，开创了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引进成功技术装备和工艺的先例。 

    我刚才讲了，因为中国基础设施的落后，所以，在宝钢第三期建设过程中再次向日方申请日元贷款，这

个项目叫宝山基础设施改造，后来日方又投入 309.99亿日元，纳入到第三批日元贷款的建设中。 

    宝钢的特例，一个是申请程序上的特例，二，援助对象的特例，宝钢属于商业性质的项目，应该不属于

日元贷款的援助范围，但是最后日方还是提供了一千亿日元，把他第一期挪用过来，反映了他积极援助宝钢

的态度和真心诚意，同时也是当时中日友好的一个有力证明。 

    浦东机场建设是在上海签署的最后一个日元贷款项目，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浦东机场建设之初的建议

就是日方建议的，中国希望在上海搞一个成田（音）机场，因为上海之前有虹桥，虹桥太小了，希望再搞一

个像成田（音）机场这样的，所以，一开始就向日方咨询，包括在技术合作方面，日方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后来因为在建设过程中，一开始是向日方申请了 165 亿日元，当时浦东机场投资规模相对来讲 165 亿日元

是不够的，最终这个项目申请了 400亿日元的贷款，占它整个一期工程总投资的 26%，非常有效地保证了浦

东机场建设的快速度和高质量。 

    1998 年日本政府提出，中国本身已有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以这个为标志，从 1999 年开始，

他的援助对象改为环保问题，援助的区域也以中西部的内陆地区为主。在这个背景下，1997 年浦东机场建

设项目成为上海使用日元贷款的最后一个项目。 

    结语。日本对上海 ODA 在上海现代化建设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既是双方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两国友好的有力见证。从援助机械物来看，它体现了日本对一般东部沿海区域建设的普遍性，也有

上海自身发展特殊性相契合的地方。如，上海日元贷款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最后一个项目是 1997

年结束，这个与日元贷款在 1990年代末之前，主要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援助，而且重点地区是东

部沿海地区这个方针是一致的。至于日元贷款项目集中于 1990 年年代，也基本与 1990 年浦东开发开放为

契机，上海迎来大发展时机这一点相契合。所以，我个人认为，日本对上海的 ODA援助是互利双赢的。 

    最后谢谢大家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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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野尚宏  早稻田大学理工学术院 教授 

                              日本的开发经验与对华日元贷款 

 

                             

 

我就是刚刚主持人所介绍的早稻田大学的北野。今天，首先我将简要谈谈对于 2100年的全球展望，然后

再来谈一下日本结合自身发展经验，开展对华贷款以及技术合作的情况。此外，我还想介绍一下中国面向亚

洲和非洲各国开展对外援助的情况。 

（PPT）这是 2100 年的全球人口规模预测图。非洲的人口正在快速增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 2100 年，

亚洲和非洲各国的人口总数将占到全世界总人口的 80%以上。我们将亚洲和非洲合称为“亚非”。在 21世纪，

对于日本与中国而言，“亚非”地区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希望大家能够首先意识到这一点。 

战后，日本为了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提出建设太平洋工业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是希望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将

四大工业带连结起来，形成一个经济走廊。当时，日本将世行贷款的 96.7%用于包括新干线、东名高速公路

在内的太平洋工业带的开发。 

此举促进了民间资本对太平洋工业带的投资。在该区域的带动下，日本实现了极具活力的发展，年均增长率

高达 10%以上。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持续了十年之久，并且在这十年间，经济规模增长了 1.5倍。 

另一方面，为了扭转地区间差距扩大的趋势，日本开始着力推进国土的均衡发展。当然中国同样也存在着发

展不平衡的问题。日本还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推动太平洋工业带以外其他区域的发展。这些措施并未

全部获得成功，但却有效遏制了太平洋工业带与其他区域之间人均总支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婴幼儿死亡

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日本成功避免了地区间差异的产生，实现了均衡发展。然而，极其严重的污染

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为了解决污染问题，日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广大国民长期以来也深受其害。 

太平洋工业带的构想有以下几点经验教训。第一，工业带的建设促进了产业的集聚。第二，为了实现均衡发

展，就必须推进工业带以外其他区域的发展。第三，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污染问题，对此必须严加管

控。 

日本的发展经验与教训也为开展对华援助奠定了基础。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从 1987年到 2005年，日本、

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发放了大量贷款来支持中国的铁路建设，其中约一半的贷款来自日本。 

日元贷款当时主要用于服务北方煤炭运输的港口及铁路等设施的建设。在港口建设方面，主要用于青岛、秦

皇岛、连云港等港口的建设。 

（PPT）在向这 3大港口提供日元贷款之前，JICA首先进行了可行性研究调查。这是当时的调查报告的一个

副本。有许多日本的专家参与了此项调查。这些专家中的许多人曾经参与过日本太平洋工业带的港口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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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丰富的技术经验，他们与中方的技术人员一起开展调查并编写了报告。 

其中，向青岛港一期工程提供的贷款总额为 570亿日元。二期工程也是利用日元贷款来进行建设。三期及四

期工程则是由中方自筹资金建设而成。如今，青岛的货物吞吐量已超过 5亿吨。在建设青岛港的同时，还建

成了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PPT）这张照片是 1985 年，我年轻时参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用地期间所拍摄的。那时还只是一片荒

芜。而到了 2009年，这片土地上已经诞生出一座大型城市。中方在进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时，同样利

用了日方提供的贷款及技术援助，在建成之后，有许多的日企入驻开发区。当时的青岛市市长是俞正声先

生，他后来还担任过全国政协主席一职。2003 年在他访日期间，我们进行了一次直接会面。俞正声先生表

示，在他担任市长期间，日方向青岛港提供的日元贷款对于青岛市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PPT）JICA 发起了中日城市化联合研究项目。左侧为 2001 年的报告书。当时，日本基于自身的首都圈建

设经验，向中方提出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特大城市的建议。2020年，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了《长

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这两者非常相似。据相关人士介绍，中方出台的这项规划实际上正是在中日城市

化联合研究的基础上制定而成的。由此可见，日本的发展经验对于中国制定自身的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目前，中国正在利用国内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经验，在全世界多个地区进行开发区的建设。例如，位于埃

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工业园区，已有大量的企业入驻。日本也在埃塞俄比亚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

援助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就是促进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改善）。目的在于通过开展改善活动，帮助他们

改善工厂的工作环境，提高生产效率。 

（PPT）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出，埃塞俄比亚的工厂通过开展改善活动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PPT）接下来我将介绍城市开发过程中的环保措施。这是日本昭和年代初期的一张东京地图。当时东京人

的粪便被作为一种有机肥料归田还农。然而，随着化学肥料的大量使用以及抽水式厕所的普及，污水处理成

为一项重要课题。为此，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污水处理技术，建设了一大批污水处理厂。 

 （PPT）左侧的照片拍摄于北京。右侧这张照片是 35年前我留学时在湖南省拍摄的。中国的厕所革命已经

开启。 

1981年至 1982年期间，我在清华大学留学。当时，我在刘鸿亮及张民坤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围绕中国的厕所

问题开展相关研究。刘鸿亮老师后来入选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民坤老师则出任了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一

职。 

（PPT）这张图显示了 1981年上海城市粪便归田还农的整个流程。这与东京的处理模式完全相同。这一点可

通过该图得到验证。 

（PPT）我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进行了田野调查，制作了粪便归田还农圈地图。 

并且用中文撰写了论文，提交给清华大学。我又以此为蓝本，向早稻田大学提交了毕业论文，其中部分内容

在杂志和书籍上发表。 

（PPT）与日本的情况相同，当时，中国传统的城市粪便归田还农体系正在逐步瓦解，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成

为了当务之急。为此，北京建造了第一座大型污水处理厂，即高碑店污水处理厂。日元贷款并非仅仅用于硬

件方面的建设。1993 年，12 名中方学员在日元贷款的资助下前往东京都接受了为期两个月的培训。当时，

东京都下水道局的培训负责人与赴日接受培训的高碑店污水处理厂的厂长以及北京市市政设计院的工程师

之间进行了一次谈话，日本的下水道专业报刊上刊载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昨天，为了参加这场研讨会，我在

时隔十几年后再度造访了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并且再次见到了当年的那位厂长。厂内设有一个展厅，其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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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的资料记录了当年 12名学员在东京都参加培训时的情形。 

12 月 8 日，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在东京举行。在此期间，北京的一家投资公司与日本的一家上下水道运

营企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决定派遣中国国内污水处理厂的运营人员赴日本学习污水处理运营经验。而此

次再度开展合作的倡议正是由当时在市政设计院任职的工程师所发起。 

在那以后，包括北京污水处理厂在内，我参与了中国国内 59个城市的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后来我在京都

大学有幸参与了上述项目的贡献度评估调查工作。调查结果显示，环保领域的日元贷款项目对于中国政府

增加环境领域的政府预算以及出台总量控制等相关制度起到了推动作用。针对该项调查结果，京都大学出

版会出版了《中国的环境政策》一书。 

此后， JICA又通过技术合作项目为北京污水处理厂的升级改造提供了相应的支持。 

（PPT）这张图表的内容刚刚藤谷先生已经介绍过，它显示了按照 ODA 定义推算出的中国的对外援助总额。

2018年已达到 65亿美元，全球排名第 7。今年 3月，我曾前往孟加拉国的达卡进行考察。一家中国的建筑

企业目前正在利用中国外援资金为其建造一座大型污水处理厂。JICA 在达卡实施的垃圾处理系统升级项目

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此外，中国还帮助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建设了一座污水处理厂。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地向包括亚洲在内的发展

中国家提供对外援助。与此同时，日本也在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援助。中日两国在第三国展开竞争

的同时，也拥有相互协调、合作的潜力。在携手合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应充分利用已建立起来的

人脉网络。感谢大家的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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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实 拓殖大学国际学部 教授 

                           中日技术合作的进程和成果ー以医疗保健领域为例ー 

  

                           

 

大家好。我是来自拓殖大学国际学院的冈田。今天能够有机会与大家交流，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在 JICA

工作了 25年。在此期间，我与今天在座的科技部以及商务部的各位进行了友好的交流与合作，感谢大家一

直以来对我的关照。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从健康医疗领域的具体事例来看“中日技术合作的历程与成果”。 

（PPT）封面的这张图片是健康医疗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四个项目，分别是中日友好医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根除小儿麻痹症项目、以及 2008年四川省发生汶川大地震时的国际紧急救援。以上都是我个人印象非常深

刻的项目，今天我想以这 4个项目为具体事例来跟大家分享。 

 

  

（PPT）首先，1979年，当时的大平总理访问中国时表示将提供对华 ODA援助。总理表示除了日元贷款之外，

还将在北京建设现代化医院。此后建成的便是中日友好医院。另外，还表示将对中国提供日语教育方面的援

助。 

（PPT）第一个项目是中日友好医院。这是我最近拍摄的一张照片。想必大家对这个 LOGO应该印象非常深刻

吧。这个 LOGO 结合了日本的富士山和中国的万里长城，整体的形状像樱花，让人印象深刻。进入医院后，

中庭有一尊鉴真和尚的铜像。众所周知，鉴真和尚是将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伟大人物。通过这尊石像能够

深切地感受到中日交流的悠久历史。 

（PPT）这是 1984年，日本的中曾根康弘总理访问中国并参观中日友好医院时拍摄的照片。当时中日友好医

院还在建设当中。在中曾根总理后面的照片背景中可以看到脚手架，说明当时还没有竣工。日本政府派出的

访华团中，还有现在安倍总理的父亲。包括历代总理大臣在内，日本众多政府要员都参观过中日友好医院。

可以说，这家医院就是中日关系的象征。 

（PPT）走进中日友好医院，可以看到墙壁上挂着许多铭牌。这是把其中一张铭牌放大之后的照片，写着日

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国内医疗看护人员研修基地”，可以看出中日友好医院还发挥着中国国内人才培养基

地的作用。 

一直以来，中国医疗领域的众多人才都到日本进修过，进修人员回国后会举办医学领域的同学会，至少每年

会到中国的贫困地区开展一次免费问诊活动。 

（PPT）这是四川省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在受灾地区开展免费问诊活动时的照片。当时在中国工作的日本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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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协力队的护士和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一同奔赴受灾地区，开展志愿活动。 

（PPT）第二个项目是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和康复研究中心是将技术合作和无偿资金援助两种

机制结合起来实施的项目。 

（PPT）这张照片是 2007 年日本的轮椅篮球队访问康复中心时拍摄的。日本许多残障人士团体都访问过康

复中心。该中心在该领域举办过多次中日交流活动。康复中心是中日两国残疾人康复领域的交流平台。 

（PPT）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合作周期较长，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还没有引进康复理念的时期，

当时基本没有现代康复设施，康复中心的建设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第二阶段是学校建设方面的合作。该

阶段从 2001年开始，目的是为中国培养专业人才。第三阶段从 2008年开始，主要针对中西部地区，培养地

方城市的康复人才。中国的朋友曾经说过一句话“从无到有”，就是从一无所有的阶段开始做起，后来项目

普及到地方城市，合作成果不断扩大。 

（PPT）我曾经采访过参加这个项目的日本专家。我问这位专家日本的康复技术当时是怎样引进到中国的。

项目是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启动的，那位专家首先思考了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相当于日本的哪一个时期？

思考过后，专家认为相当于 1950年左右，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刚刚开始重建的时候。1950年的日

本还处在非常贫瘠的状态。当时日本还处在美军的占领下，还有许多美军驻扎在日本。当时日本有很多为驻

军提供服务的“PX”商店，这里的商品应有尽有。而上世纪 80年代中国有友谊商店。在友谊商店也可以买

到在其他商店买不到的商品。但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没法去友谊商店买东西的。这一情况与 50年代的日

本非常相似。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医生首先考虑的是病人的生死，其次是留下残疾的问题。但是留下残疾也没有

办法，至少保住了性命，当时许多医生可能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除此之外，两国的理念上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异。日本的医生会考虑患者康复之后如何帮助他重新回归社会。

但是中国的想法是“明明工人受伤之后能够享受生活保障，结果还要让他继续工作，未免有点太可怜了”。

所以，中日合作是在两国国情、文化存在极大差异的情况下开展的。 

项目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了。当时项目的日方负责人是津山老师。津山老师曾长期担任日本国立残疾人康

复中心的主任，我从中方人员那里听说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有一天，中方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机场接津山老师，结果迟迟等不到。工作人员不禁开始担心老师是不是出了

什么事。正在这时，津山老师突然从旁边出现，跟大家打了个招呼，说了声“你好”。为什么当时没有注意

到津山老师呢？是因为他穿了那个时代中国老百姓穿的中山装。刚才看到北野老师也穿着中山装拍了照片。

因此接机的人没有注意到。2005 年，津山老师去世之后，在中国康复中心的大会议室，各方人士聚集在这

里召开了一次特别的追悼会，对津山先生表示哀悼。 

当时许多日本的著名专家都来到中国指导项目的实施。有一位日本的老师已经 60多岁了，上课时还模仿孩

子的动作，在地上又爬又滚，亲身演示。这个行为让大家非常震惊，已经 60岁高龄的老师，为了给大家讲

课甚至还做这些动作，让大家深受感动。 

并且，日本的专家们古道热肠，自己出钱为中国优秀人才设立了奖学金。日本清濑市有一所康复学院，专家

通过奖学金资助中国学生来这里留学 3年。除此之外，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日本国立残疾人康复中心、韩国

国立康复中心三个机构现在仍然每年开展一次交流活动。JICA 的项目结束后，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机制现在

仍在继续。 

（PPT）第三个项目是根除小儿麻痹症，这个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如果把 1990年中国出现的小儿麻痹症

患者标记在地图上的话，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地图全部都是红色。但是项目实施 5 年以后，1996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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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就变成了一片白色，基本不再有小儿麻痹症患者。 

（PPT）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小儿麻痹症这种传染病。这种传染病主要感染对象是小孩。感染后会出现发

热症状，两三天后退烧了，以为可以松一口气，结果发现双腿等部位出现了麻痹症状。遗憾的是，麻痹的症

状是无法治愈的。而且，小儿麻痹症的死亡率高达 5%-10%，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这种疾病曾经也在日

本大规模地蔓延过。从下面这张图可以看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也曾有过小儿麻痹症大规模流行的时

期，跟我同年级的同学也有患上小儿麻痹症的。之后，日本开发出了疫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预防接种后，

基本根除了这个疾病。 

（PPT）但是，小儿麻痹症依然在世界其他国家蔓延。下面这张图的红色部分，是 1988年世界范围内的小儿

麻痹症流行地区。中国也包括在内。1988年，WHO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 2000年以前彻底根除小儿麻痹

症。在这项决议的基础上，WHO 西太平洋地区事务所提出了 1995 年以前根除本地区小儿麻痹症的目标。但

是，中国的小儿麻痹症患者数量就像下图大家所看到的。1988 年虽然暂时减少，但是此后迅速增加，引发

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开始对中国提供援助，日本也伸出了援手。 

（PPT）大家看这张图，西太平洋地区共计 5,593例患者中，中国的病例为 5,065例，占据了西太平洋地区

患者的绝大多数。再看这张图，JICA 当时在山东省成立了根除小儿麻痹症的项目，之后在山东、河北、河

南、安徽、江苏这五个北方省份都有开展，此后，项目成果进一步扩大到四川、云南、贵州、江西、广西这

五个南方省份。除了技术合作之外，日本还通过无偿资金援助为中国提供了疫苗，民间团体也提供了疫苗，

对中国施以援手。 

（PPT）我对当时中国卫生部司长告诉我的一件事情现在依然记忆犹新。当时日本专家团队负责人千叶老师

进行实地考察后，汇报了现场情况，包括当地工作的基本情况、医疗人员不足、设备老旧等一系列问题，特

别强调了当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千叶老师作报告时声音一度哽咽，热泪盈眶。罹患小儿麻痹症儿童的

家庭十分悲惨，为了治好孩子的病，即便父母倾尽所有，耗费大量的心血，疾病还是无法治愈。最终还是给

孩子留下了严重的残疾。千叶老师从心底里同情他们。司长也从千叶老师的报告中了解了情况，深切地感受

到老师是诚心诚意为中国担忧，表示卫生部将全力支持专家团队的工作。 

（PPT）这张照片是当时在山东省开展活动的情景。当时专家去到农村地区，确认疫苗是否真的给孩子接种

了，并且检查了每个村庄卫生院的账本。除此之外，还走进家庭，确认了疫苗本，在与父母交流的过程中掌

握了现实存在的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民间活动。 

而中方可圈可点的一个细节是，当时全国接种疫苗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李瑞

环政协主席、李岚清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全部莅临现场。当时给全国所有儿童都接种了疫苗。接种的疫苗一

部分来自日本政府的援助，还有来自民间的援助和中国国内生产的疫苗。 

（PPT）下面这张图是 1996年的患者数量，这一年没有再出现新的小儿麻痹症患者。经过专家的验证，WHO

在 2000年的京都会议上宣布中国已彻底根除小儿麻痹症。 

（PPT）这张照片记载的是项目完成后，中国卫生部部长对日本专家进行了表彰，50 位专家的名字全部在上

面。并且卫生部长还特别表彰了做出突出贡献的三位专家。分别是长年致力于根除小儿麻痹症的团队负责

人千叶老师、病毒专家原老师以及入山协调员。 

（PPT）第四个项目想必大家现在仍然记忆犹新，那就是四川省汶川大地震后的紧急救援。日本的紧急救援

队是最早到达现场的国际救援队。救援人员彻夜进行搜救活动，但是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发现幸存者。 

（PPT）这张照片想必大家一定印象非常深刻。在日本，人们会对死者进行默哀，但是在中国大家没有这个

习惯。所以这张照片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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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下面这张照片是医疗队在成都市内的华西医院开展活动。之所以选择在华西医院，是因为受灾地区

的许多重症患者都被送到了华西医院，其中还有很多需要截肢的患者。所以日本医疗队针对这些重症患者

的治疗展开了支援活动。 

（PPT）因为华西医院位于成都市内，所以很多成都市民会来到帐篷拜访并慰问。这张照片是成都市民赠送

的“中日友好大熊猫”。这是从四川大学日语专业的学生那里收到的彩纸，上面写满了大家的寄语。 

（PPT）活动结束后，回国之前日本医疗队和华西医院的医生护士进行了最后的交流。这张大合照中第一排

右侧的这位女性在日本千叶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华西医院担任护士长。她发挥了中日友好桥梁的作用，

为医疗队提供了很多帮助。最后，日本的救援队员都留下了感动的泪水。中国的护士纷纷前来安慰她。 

今年九月，为了让日本的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救援队员时隔 11年再次来到了受灾地区。（PPT）现在受灾

地区建起了一座纪念碑。我也带着我大学研究小组的学生来到灾区，同中国专家顾林生老师的中国大学生

一起进行了追悼。 

（PPT）中国建了一座非常恢宏的地震纪念馆。纪念馆中有很多展览，这张照片展示的是国际社会给予的友

好援助。这个展览中还有日本紧急救援队的照片。除了照片之外，还展示了当时紧急救援队使用的医疗箱。

（PPT）下面这张照片展示的是仙台市水道局等地方政府提供的支援物资。也展示了仙台市以外其他地区提

供的救援物资。 

最后我来做一下总结。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40年的历程与成果”，所以我在这里再对成果做一下总结。主

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个成果”是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做出了贡献。 

“第二个成果”是对中日两国战后和解做出了贡献。尤其是 80年代初期参加这些项目的许多人士都是经历

过战争的人。所以当时许多人是想尽可能为中国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不少人都有这样一种理念。同时我个

人认为，两国专家之间的交流也为战后和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0年来，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项目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感动的“回忆”。这些“回忆”都是我们看不到摸不

着的，如果不把它们记录下来，总有一天“回忆”会消失。所以我们想尽可能把回忆记录下来，使两国人民

共同分享，并传递给下一代的年轻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建设新一代的中日关系，需要两国人民努力创造新的、共同的“回忆”。之前大家讨论更多的是中日两国

的“共同利益”。当然这一点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继续创造两国之间共同的美好“回

忆”，我认为也是同样重要的。这就是我今天想传递给大家的想法。 

（PPT）前面介绍了许多 ODA的历程与成果，其实中日合作除了 ODA之外，民间也有许多日本的志愿者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不做详细介绍了，但是我记录在了《日中未来遗产》这本书

中。这本书我会送给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老师，也欢迎在座的各位去看一看这本书。另外，我还出版了一本关

于小儿麻痹症的书，属于 JICA研究所的 Project History 系列中的一本，也欢迎大家翻阅。 

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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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斌 北京林业大学 教授 

                黄土高原治山技术培训项 

                            

 

尊敬的大使先生，姜处长，各位，非常高兴我有这个机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日林业合作的有关事情。在

介绍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现在是北京林业大学的老师，30 多年以前，我就参与了中日技术合作项

目，我运气也比较好，在 1987年就接受当时叫中国国家教委的奖学金到日本去进修，运气更好，在日本北

海道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此就和中日林业合作有了很多的联系。 

  我今天向大家介绍“中日林业技术合作《中国黄土高原治山技术培训项目》。前面老师介绍的要么是地震，

要么是病人，下面我给大家讲讲自然生态系统“生病”了该怎么办的话题，比如由于人类活动生物多样性减

少、人为活动加剧水土流失等。中日林业技术合作中国黄土高原治山技术培训项目，就是针对黄土高原水土

流失这一严重的生态问题开展的。 

    中日林业合作主要集中在技术合作方面，我先后在北京林业大学、林业部国际合作司工作，所以，中日

林业合作项目，基本上项目都经历过。中国黄土高原治山技术培训项目是中日林业技术合作的第二个项目。

从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一系列林业技术合作项目对中国造林事业，以及水土保持事业作出了很好的贡

献，尤其在人才培养方面成效显著，我后面还会向大家做些介绍。 

  黄土高原治山技术培训项目是在 1990 年 1 月 16 号开始执行的，执行单位是北京林业大学。按日本的财

政年度，这个项目属于 1989年的项目。各位可能都知道，1989年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在那个时

候开展了中日林业技术合作项目，它的意义可能更深一些，我们这个项目是 1989年 11月 23号签署的协议。

这个项目的启动，中日双方都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中国国家科技部、林业部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领导，这是我

们不能忘记的。 

   我们这个项目是针对着中国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开展的，中国的母亲河是黄河，黄河变黄根源在黄土，

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黄河的输沙量每年有 16亿吨，当年日本专家在我们项目基地山西省吉县黄河

壶口看了黄河，说它是巧克力色，一方水半方沙，甚至含沙率百分之六七十。最近几年很好，黄河每年的输

沙量在 2亿到 3亿吨，个别年份是 5000万吨。黄河泥沙减少了那么多，中国几十年来坚持大规模造林绿化，

坚持大规模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非常荣幸，中日林业技术合作项目黄土高原治山技

术培训项目，参与了这一过程，起了很好的人才培养和技术示范作用。 

   我们项目主要任务是为基层培训水土保持技术骨干、开展防治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科技合作。黄河高原

水土保持治理实践中，技术人员缺乏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所以，我们的项目就立足于基层水土保持技术

人员的培养，当然，中日专家集中在一起，我们也开展了相应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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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们建立了试验示范区。项目有两个试验示范内容，一个是小流域综合治理，第二个是试验示范

林建设。小流域综合治理是在一个 3.28平方公里的小流域，按照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农林牧副

渔协调发展的理念配置农业措施、林业措施和水土保持措施，示范小流域在项目基地山西省吉县的岳家湾

小流域，今年 8月 7日，我还陪同 JICA的渡边先生等一行去考察了这个小流域。 

   第二项试验示范内容是示范林（日语称演习林）营造，我们按照实验林建设，一共造了 1080公顷的水土

保持试验示范林，这个示范林是黄土地区荒山绿化、治理水土流失的典范，现在依然发挥着示范作用。前几

天我在西安参加一个研讨会，有位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演讲嘉宾，使用了我正在给大家演示的这些照

片，以说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效果，演讲结束后，我笑着问他，这是我们的照片，尤其最后一张，还

是今年 8 月 7 日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的渡边先生考察时拍的，你从哪儿盗的图，他说是人民网发的，就不

算盗图了（笑）。 

  人才培养方面，除了我们为基层培养了数百名骨干技术人员外，项目执行单位，北京林业大学先后有 23

名教师到日本进修，或者以其他方式的学习，他们现在都是教授，都很神气。很有意思，我们这个项目执行

以来，先后有 4人担任北京林业大学的校长和书记，一位任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还有一些在林业部从事管

理工作。所以，这个项目除了对基层人员的培养以外，也为北京林业大学的发展培养了管理人才。 

  项目合作，加深了人员交流，增强了友谊，我们项目的日本专家有两位获得了友谊奖，还有为我们项目和

中日林业合作做出杰出贡献的 JICA总部的神足胜浩先生也获得了友谊奖，老人家已仙逝，我们深深地回念

他。。 

 （PPT）这是一些培训的情况。出版了一些研究报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小流域，3.28 平方公里小流域的

现状。我们采取了沟道打坝、坡面造林、修水平梯田等等，进行小流域综合治理；坡面上有梯田，也有造林

整地工程，看起来很漂亮，其实工作很艰苦。这是混凝土坝，现在已经满了。这是一个土坝，淤满后种上了

庄稼，再后来由于修高速公路，我们今年去看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PPT）这是一个石坝，在沟口，这几位日本专家分别是我们项目组长远藤泰造，他在我们项目工作了 5年，

旁边这个绿衣服的是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的一个领域长。这个是造林的整地工程，这次做 PPT时，我的同事

特意把这位先生放进来，他是我们项目的培训生，现在是山西临汾环境保护局的局长，当时他是一个 17岁

的小伙子，就参加我们这个项目。这个水土保持试验示范林，一共造林 1080公顷，1990年我们选择的这个

地方，是一座荒山，人都逃跑了，因为没有办法生存，我们试图通过水土保持治理，重建生态系统和经济社

会系统，目的达到了。项目开始的时间应该是 1990 年 10 月下旬，时任吉县林业局长张立业带领着两位年

轻人，在一个没有门窗的破窑洞里住了下来，组织了营造水土保持试验示范林的施工，施工的主体是当地的

农民。所以，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黄土高原的老百姓对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治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任何

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的贡献。 

 （PPT）这是一些整地工程，获得了成功，有一些技术细节我不给大家介绍了，看看热闹就行了。当然了，

在实验阶段，有些技术到今天来反思，我是不太赞成的。这个也是整地工程，非常的费力气。试验示范林工

程 1990年 10月末动工，近 30年过去了，可以看出来这个变化。面对自然，我们不能无所作为，但是要正

确地选择方法。 

 （PPT）这是当时整地的情况，放大的照片，后面一年一年的变化，这是逐年变化，这是 2000年的，这是

2009年的，这是 2017年的，今年的出来了，这是今年，可以看到变化的过程。这是局部地方的变化。所以，

黄土高原这几十年的努力，绿色植被的确在增加，山西省的统计，大概增加了一倍，我们这个项目的示范作

用以及它提供的一些技术，为当地以及黄土高原整个治理起到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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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在这个项目实施期间，中国在乡村林业发展方面有一个理论，叫建设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也就是

说，中国的小流域或者山区还有老百姓的生存，如果我们的生态治理，或者一些水土保持、水土流失的治理，

不考虑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治理必然是无效的，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只有把老百姓的生活充分地考虑进去，

结合是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改善自然环境。所以，在这个项目里面，我们有果蔬的载植，这是整地的状况，

这是幼苗期，这是做的类似于农林复合系统的一种栽培方式，同时还采取了一些积水灌溉等方法。 

 （PPT）苹果熟了，现在吉县是中国重要的苹果产地，拿着苹果的这位老大爷的旁边是后续项目专家组长松

冈广雄先生。这个项目先后执行了 7年，主体是前 5年，项目结束后，北京林业大学继续完善和维护项目野

外基地，在此基础上，建成了国家野外生态定位观测站，这是观测站的局部，在那里我们有 20孔窑洞，这

个石窑挺好的，这是 169 平方米的专家公寓，有 100 多人次专家到这里工作。比较不同植被覆盖下土壤侵

蚀情况，这是位于沟道的量水堰的情况，共有 7处。这是气象观测，本科生、研究生一直在利用这些地方的

设施。 

 （PPT）这是一次回访，应该是 2005年前后的照片，这个时候我已从国家林业局回到北京林业大学，担任

党委书记，当时中年现在已成白头翁，时间过的真快。两位专家组长回访期间也赴吉县野外基地现场考察，

他们感慨良多。。学生共同参加了一些活动，他们还去栽了树，这是在吉县现场。这位就是我的前任，也是

北京林业大学的校长。有日本大学的阿部教授，他带着他的学生到现场去教学，这是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的

真岛先生，现在也已经退休了。还有一些研究人员经常来一起做合作研究。 

  中日林业技术合作，我有这样几个认识，第一，更新观念，只有观念的更新、观念的变化才能带来进一步

的改变，这一点对中国非常重要。第二，提高管理水平。第三，人才培养，把人才培养好，是事业发展的希

望所在。所有的合作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好像龙舟赛，只有同心努力才能获胜。所以，这种交流我希望

能够持续，能够有更多的方式培养年轻人，延续合作关系。。第四，建立示范，我们总得做出个样子来让大

家看，这样做行不行。最后，需要合作，亚洲区域需要合作，其实全球都需要合作，黄沙是不需要签证的，

这句话是十几年前我在日本讲的，面对全球变化，面对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我们一定要合作。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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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冬霖 中日关系史学会 理事 

中国人眼中的日本 JICA专家 

                        
 

我报告的题目是，中国人眼中的日本 JICA专家，其实我想主要是我眼中的日本专家。时间过得很快，我

与日本 ODA的结缘转眼已经有 20年了。1999年，大约也是在冬天，在日本驻华大使馆举办的日中经济合作

20 周年的纪念会上，我第一次接触到 ODA 的相关信息。我当时听了有关介绍，从内心里感到很震撼，同时

也十分感慨，因为在此之前有二十年时间，我从事金融新闻工作超过十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 ODA的存在。

我自己在心里想，像我这样一个从事媒体的人都如此孤陋寡闻，跟我类似的中国人，对 ODA毫不知情者应该

也大有人在。从此，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后来我觉得，为了让中国人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日本人

和日本，应该能够做点什么。于是，我就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开始了对 ODA问题的相关调查。 

   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中国现代经济交流促进会工作，他们的扶贫对象在陕西省丹凤县，他们

负责扶贫工作的有一位先生和日本大使馆联系，多次获得了日本利民工程无偿援助项目，为当地的乡村发

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在全程跟踪、参与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又先后了解的大量有关日本对华无偿援

助项目。 

   在 2003 年 SARS 期间，我有时间将那几年的调研成果加以整理，在中日关系处于冰点的那个特殊时期，

这本书顺利出版。正是借这本书出版的机会，我得到了 JICA事务所常任理事的指点，他告诉我，JICA的很

多业务工作绝大多数是通过人的交流实现项目合作的，他希望我有兴趣关注 JICA人，如果说当初我采写日

本对华无偿援助更多是对事件的记录，那么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 ODA的项目进行中有关人的话题。 

（PPT）这里我应该感谢 JICA 的几位负责人，当年的樱田所长，后来的木村所长，还有藤谷先生和冈田先

生，是他们给了我很多接触 JICA 项目的机会，也给了我很多便利，让我采访了很多 JICA 在中国各地实施

项目的日本专家，包括日本的现任队员。同时，有一些专家也获得的国家的友谊奖。 

 （PPT）这是林业专家。这是新日铁的技术人员，也获得了我们国家的友谊奖。这是环保专家，这是日本的

康复专家。还有一些在中国各地工作的青年现任队员，，通过跟他们的交流，我经常被他们在中国生活、工

作的事迹所感动。大约有五年的时间，我先后在国家外国专家局的机关刊物、国际人才交流杂志、华夏时报、

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发表了介绍 JICA专家和现任队员在中国实施的合作项目相关介绍有 30多篇文章。 

   2009 年是日本对华 ODA实施 30 周年，我在和 JICA 中国事务所的冈田先生和…（人名）女士的交流中，

对应该纪念 30 周年的想法高度一致，经过商议，我们提出了选择，以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的 JICA 专家为

采访对象，由 JICA提供线索，由我实行采访，并执笔写作，以此向 7000多位来中国工作的 JICA人致以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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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终于在 2009 年底完成了《中日技术合作背后——我所认识的 JICA 人》这本书，

全书 21篇文章，涉及 50多位日本专家和现任队员，本书出版对关心 ODA和 JICA事业的人来说，应该是了

却心愿的一个安徽。 

   与传统的纸媒体相比，网络显然是具有时代传播特点的。承蒙《人民日报》、人民网日本频道对本书的分

期连载，也引起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反响。日本文化学者小林小百合在他的个人博客上发表了对本书的日文

评价，在中日之间引起了相应关注。日本青年协议会在网络上下载并打印了本书，并且在北京通过团中央辗

转联络我，与我进行了专题较。日本山林协会邀请我去东京，就日本对华援助工程进行交流，大阪一位丈夫

遗孤在图书馆翻阅了这个书，托她在大连的朋友联系我，邀请我在访日期间与他的家人见面交流。在中国国

内有不少网站转载和介绍了本书相关内容。本书已经被有关专著引用了有十几次，我个人在新浪、网易上的

博客也有大量的读者留言给予正面评价。 

   我个人没有日本留学的经历，也不会讲日语，在 2008年以前，我也没去过日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

国人，在促进中日交流和了解方面，尽了自己一点绵薄之力，日中友好协会的会刊、日中新闻对我进行了介

绍，北京大学、日本校友会编辑出版了《中日交流百人传》，也有我的介绍，逐日此类，让我感到非常安慰。 

   因为和 JICA 的缘份，让我有幸认识了很多日本朋友。JICA 中国事务所的第一任所长八岛先生就是其中

典型的代表，他 1982年出任第一任 JICA事务所的所长，1987年回日本。1992年退休以后又返聘到中日友

好环保中心当专家组的组长，他有 40 年时间一直坚持不懈从事中日交流活动。我从 2007 年与八岛先生相

识至今已有 12 年时间，八岛先生作为 JICA 咨询的元老派人物，从 1995 年参加工作，接近 60 多年当中，

有 40年时间从事 ODA相关的工作，跟中国人打交道。 

   40 年来，他日本对华 ODA 最权威的知情人和参与者之一，作为 JICA 的杰出代表之一，八岛先生的业绩

也得到了中日两国朝野一致的高度评价。中国政府给外国人最高的荣誉有两项，一个是中国政府友谊奖，另

外一个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他都获得过。我开玩笑说，他是获奖专业户。今年 7月，八岛先生又在宁

和元年获得了外务大臣表彰奖，这个面向全世界日本人和外国人的奖项，主要是表彰在日本对外交流活动

中作出贡献的人，一共只有 200人获奖。 

   今年已经 85岁高龄的八岛先生为了促进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流合作，几十年如一日，毫不利己的动机，

放弃安享晚年，做出了实实在在的突出业绩。我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持续跟踪采访八岛先生，并于 2017

年完成了《八岛先生的中国情》一书，对八岛先生的大半生，尤其是在 JICA工作期间，与中国活动的相关

经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这本书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大力支持，宋健（音）先生为

本书题写了书名，并欣然同意在出版物的封面使用当年他为八岛先生颁奖的照片。唐家璇先生也为本书特

别题词，表示祝贺。 

   八岛先生的人生，尤其是在 JICA 期间的经历，让我们从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个案当中可以深切地感

受到 ODA 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客观存在。我想，我们有十分充足的理由讲述好 ODA 的故

事，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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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嘉宾讨论 

                             蔡亮  北野尚宏  冈田实  吴斌   

 

藤谷浩至 

现在，先由我来做这个环节的一个主持。会场大家提了非常多的绕有趣味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

只能介绍一部分，这也是很遗憾的事情。首先一个问题是，对于各个老师的提问当中，每一位老师我们选

一个，然后就进入到整体的讨论环节。 

    首先，对蔡老师的问题。中日关系如何长足发展下去？ 

 

蔡亮 

谢谢同学的提问！总体讲，ODA的 40年告一段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可以毕业了，今

后的中日关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有日本是世界第二大发达经济体，这一点一定要强调，在两个

国家，现在的关系，未来的关系已经不光是双边关系，应该从地区乃至全球层面审视中日关系的重要意

义。当然，双边里面合作领域其实非常多，中日一年的经贸总量超过 3000亿美金。在整个全球价值链里

面，中国现在仍然处于中低端，日本是高端，他们的互补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包括现在环境保护、节省能

源等等方面合作的潜力巨大。第二，在区域领域里面，现在关于 RCEP谈判已经告一段落，如果顺利的

话，明年会签署，中日韩又在加快 FTA的谈判步伐，这个里面关于区域一体化里面，中日有很多可以合作

的地方。最后，现在比较令人瞩目的就是在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去年安倍首相访华的时候一共有 52个

项目，180亿美元进行签署，未来这个是中日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地方，也是一个新亮点，和非常有

潜力的地方，当然，里面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但是经济方面的冲突和矛盾相对来讲是很正常的，不要过

度解读，总体来讲，是两国国家关系好转。总结，我们现在的中日关系是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势头，

这样的总体趋势是会持续下去的。谢谢！ 

 

藤谷浩至 

说的是，经济在这样的关系下还是值得期待的。接下来问北野老师，都市开发给我们做了非常有趣的讲

演，现在在中国也开始建设智慧城市，这方面建言献策非常多。我们放眼未来，日中对于都市开发、都市

建设有多少合作的可能性和潜能？另外，日、中各有特色，日、中的特色如何发挥出来？ 

 

北野尚宏  

我在大学里专门从事城市区域规划方面的研究，您的提问刚好与我的专业领域相一致。目前，中国的雄

安新区还有深圳都正在进行智慧城市的建设。他们采取政府与民营企业合作的形式，由政企共同推进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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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我在早稻田大学的研究室中，就有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我与他们一起进行智慧城市的国际比

较研究。除智慧城市以外，还有一个概念叫做智慧共享城市。此类新概念也将成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

日本国内的智慧城市建设也正在推进当中。此外，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看，东盟也已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

的构想，并且日本也参与到其中。日本希望能够发挥自身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经验，并已经开始将这种

经验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联合国的 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其中有一项涉及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推进智慧城市与智慧共享城市的建设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能够起到推动作用。在肯尼亚的内罗

毕，华为也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支持下启动了智慧城市项目。在这一领域，中日两国一定会开展更加广泛

的交流。 

 

藤谷浩至 

谢谢您！在中国不单单是政府，民间、民营企业致力于智慧城市的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单单是政府

之间的，在日、中之间的民营企业层面，以及产学研，包括大学、研究机构在内的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是冈田先生，刚才您提到的保健和医疗领域方面的举措，其中一个是在中国的医疗机构方面，康复

中心的一个合作，在康复中心的日中层面的一个合作，在 ODA告一段落之后，日中之间的康复研究将会迎

来怎样的合作？ 

 

冈田实 

感谢大家的提问。除了刚才介绍的康复研究中心的事例之外，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人也在关心 ODA项目

结束后，中日两国的合作在其他领域的发展情况。 

我刚才也介绍过，中国的康复中心与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康复中心已经构建了一个横向交流的平

台，并开展了具体的合作。 

刚才提到的小儿麻痹症等传染病领域的合作也在持续进行中。中国卫生部已经与日本预防诊疗所以及其

他国家共同确立了东亚传染病预防合作机制。即便通过 JICA的合作已经结束，但是已经建立了横向联络

机制，可以说合作交流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点我想以康复领域为例谈谈 ODA结束之后的民间合作。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技术水平高超，盛名在

外。但是也有一些领域，日本的举措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例如，在日本，患者发病后，在运送到医院的途

中，或者在到达医院的那一刻，康复治疗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康复治疗一旦延迟，就有可能留下后遗症。

这些举措可能在中国还没有普及，所以仍然有很多民间合作的可能性。 

第三点我想说的是可以在第三方国家横向扩展中日两国的合作成果。这一点在经济等领域已经开始实施

了，那么医疗领域也指日可待。例如刚才我介绍的小儿麻痹症，中国 2000年就已经彻底根除小儿麻痹

症，但是现在在非洲、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家，小儿麻痹症依然没有根除。所以我们可以把中日两国合

作的经验在小儿麻痹症等传染病仍在蔓延的地区横向扩展并进行推广。 

下面讲一个其他领域的事例。几天前，河北省大学生访日团与我们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交流。其中的一个

主题是环境问题，报告指出了海洋塑料垃圾等问题。日本的学生志愿者团体已经在中国对岸的日本海沿岸

各地开展了海洋塑料垃圾清理活动。青年海外协力队最近还在上海开展了环境教育领域的协作活动。 

如果中日两国的年轻人能够在东亚地区携手解决环境领域或海洋塑料垃圾等问题，也是一件喜闻乐见的事

情。这其实已经超越了 JICA的工作范围。所以就需要在座的各位与日本的年轻人群策群力，共同探讨如

何描绘未来中日合作的蓝图，我认为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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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谷浩至 

关于康复，可以说日本还是略微有一步走在前面，在这方面，民间层面合作的可能性是广泛的，日中之

间存在着合作的机会。另外，日中携手在第三方市场、第三国康复领域，不限于康复领域，还有传染病等

领域的合作。我自己也是，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也是我负责，康复的需求其实还是有的，而 JICA的 ODA，我

们做的规模、资源，在第三方可能并没有像对中国 ODA援助的规模这么大，可以说，未来在第三国有日中

开展合作的一个大好机会。接下来是给吴斌先生的提问，请您介绍一下林业技术合作中的具体体现？ 

 

吴斌 

谢谢提问！我手里有七八份提问，估计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提的，他们总会找到一个机会向老师发难

（笑）。很感谢朋友们的提问，归结起来主要还是在问：未来中日林业合作往哪个方向发展。我认为，我

们还应该主要是生态保护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涉及到水、土、气、生，这个领域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亚

洲，或者我们邻国都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生存环境如何保护和发展。我一直认为：自

然生态系统的健康，支撑着人类的健康，换句话说，没有生态系统的健康，就没有人类的健康，最直接的

实例如 SARS、禽流感等。中日林业合作包括了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治理。比如，刚才我介绍的中日技术合作

项目《中国黄土高原治山技术培训项目》，还有朱鹮合作项目，中国的朱鹮开始发现的时候是在陕西的洋

县，一共是 7只，野生的，朱鹮也是日本喜欢的国鸟，1995年最后一只日本朱鹮死去了，这个方面，中日

之间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当时我在林业部国际合作司负责双边项目，2000年 10月 4 日，中国给日本送了

两只朱鹮，同时，一位饲养员也随同赴日传授朱鹮饲养技术，现在日本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种群，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同时，我们还有中日澳迁徙鸟类的合作，鸟是随着季节变化在迁徙，都是我们

共同的朋友，保护它们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环境问题，需要我们共同面对，黄沙是不

需要签证的（笑），对于共同的生态环境，我们有共同的依赖，需要共同的努力。 

  随着贸易的发展，在林业技术领域或者在生态系统，我们同样存在一些要面对的问题。贸易发展了，外

来物种入侵就是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可能年轻的朋友不太知道，中国松材线虫爆发对中国林业是一

个极大的威胁，主要是对马尾松的危害，这由贸易带来的。外来物种入侵中国生态系统，给中国的生态带

来了问题，贸易也使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可能大家不知道，在二战期间，在西

南，云南有一种飞机草就是车轮子带来的，这些都给生态系统带来了问题。所以，对生态系统的保护，是

我们林业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这个合作也还能够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没有人与人的交流，任何

合作都会失去价值。 

  当然，我和八岛先生比，他还年轻，是“80”后（笑），我是“60”后了，寄希望于年轻一代，也寄希

望于民间，小渊基金项目，不知道是不是还在执行？我离开中日林业双边合作已经 18年了，我是小渊基

金中方第一届主席，在日本开会，会议结束，小渊首相就去世了。民间的合作其实还在持续，最早像库布

其沙漠的治沙造林，远山正瑛先生以 90岁高龄在库布其沙漠治沙造林，现在依然还有一些民间人士活跃

于中国荒山绿化合作。 

  我带来一份简报，高见先生所在 NGO的最近一期通讯，他们在中国继续从事着造林绿化交流与合作，我

希望这种合作与交流为未来播下种子，更好地成长。合作的领域和具体的技术问题，我就不用说太多了。

总之，我希望我们的合作还能够继续发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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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谷浩至 

谢谢吴斌老师！您讲的内容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林业部要管的确实不光是林业，其实涉及到整个自然

环境，也包括野生生物的保护，所以您也讲到了这方面的工作经验。确实，随着贸易的发展，这对两国的

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您所说的那样。从这个角度来说，ODA虽然结束了，但

是在环境领域我们双方的合作，不仅是日中双边，包括面向第三国的合作会为全球做出贡献，这正是我们

日中两国应该认真探讨的一个领域。正好您说到了朱鹮的合作项目，其实我自己也在 2008年左右去陕西

省参与了朱鹮的调查项目，中国有丰富的养育朱鹮的经验，因为中国的朱鹮很多，日本在这里提供的合作

就是，这种朱鹮生息的环境是需要无农药的环境，也就是说，在这里的农业部是能够使用农药的，不使用

农药的情况下，怎么样去发展地区的农业，怎么样让当地儿童了解环保的知识，日本正是在这方面可以提

供合作，我们找到了这方面的潜力，所以和林业部开展了这方面的合作。在此，要向林业部表示感谢！ 

 

吴斌  

不仅不能够使用农药，而且不能使用化肥，朱鹮需要在一个特别干净的自然环境里，才能生存繁衍。 

 

藤谷浩至 

正如您所说的那样，确实是，今后我们这种环境和经济怎么样取得平衡的发展，不论哪个国家，不论什

么时代，这都是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 每位嘉宾都回答了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可以进入一个

共同的问题，这也是来自于学生的问题。上午主要介绍了对华 ODA的情况，ODA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反过来，通过 ODA对日本的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有没有影响，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每一位专家都能够给个回答。首先，有请上海国际研究所的专家，可能您对于和日本的经济联系最了

解，因为上海和日本的经济联系非常多，所以，想听一听您对于 ODA对日本的影响这方面。 

 

蔡亮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那个书的题目就叫《互利与共赢》，表面看，好像主要是中国受惠比较多。日本

的影响到底在哪里，第一，中国偿还贷款成绩非常好，没有出现拖欠的情况，日元贷款是非常低息的，但

是还是要还的，没有给日本的经济带来负担。反过来，由于 ODA使得中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上海这样的

基础设施有非常大的改变，另一方面，上海很好地营造了一个日本投资的营商环境，2018年，整个上海地

区，是指日本驻上海总领馆所管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这些地方，一共有 22800家左右的日

企，日本在海外的企业一共 48600家左右，上海总领馆所管辖的地方就占了这么高的比例，这个是非常不

容易的一件事情。 

  环境是软的方面的一个做法，日本的 ODA的特点在于，集援助、投资和开发三位一体，这个开发主要指

经贸往来方面，有助于两个国家的经贸关系紧密度，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今天很难以一个量化来评价 ODA

对中国的影响，只能从定性的角度概括说，它有利促进了中日经贸合作，反过来也促进了日本的发展。 

    上海的浦东机场是日本 ODA援助的一个特殊例子，有技术合作，还有日元贷款，上海领馆一年发出的

签证是 265万，今年可能会突破 300万，上海一共只有 30个领馆职员在做这个事情，最后累得手已经不

能动了，最多的一天要签 22000个，有一段时间只好用白纸临时代替，上海这边还抗议说是不是瞧不起他

们，日本方面说，是纸用完了。明年开始，日本对华有电子签了，越来越方便了，这也是一种帮助，很难

说里面百分之多少跟日本 ODA 有关，但是也是对日本经济的一个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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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谷浩至 

你讲的例子非常有意思。有请北野教授！ 

 

北野尚宏  

刚才蔡亮教授提到了浦东机场的项目，而我当时正好被派驻到海外经济协力基金驻北京办事处，负责浦

东机场项目。自己所负责的项目能够以这样一种形式，为促进中日之间的交流促做出一份贡献，并且得到

蔡亮教授的高度评价，我感到非常荣幸。 

下面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谈 ODA给日本带来的影响以及产生的效应。那便是留学生。今天，我已经介绍

了有关赴日培训的一些具体实例。有很多中方人员通过 JICA的项目赴日本接受了培训。此外还有许多中

国留学生以公费留学的形式前往日本的大学进行学习。在我曾经就读的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其中就有一些

教师拥有日本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奋战在教学一线。在中国，这些曾经在日本求学的留学生们不仅在环

境领域，同时还活跃在医疗以及其他众多领域。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仍然以各种形式与日本的大学及民

营企业保持着交流。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日本培养的人才能够以这样一种形式回到中国，在国内及国际舞

台上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成为中日交流的桥梁，其影响无疑是十分积极的 

 

藤谷浩至 

您提到的这个不是硬件，是软件，也就是人才培养、技术交流，使用了很多的机制和框架来推进至今。

ODA结束之后，今天也来了很多商务部的，商务部也是一个窗口，他不是 ODA的预算，但是也有留学，以

这样一个形式在继续当中。另外，冈田先生、吴斌先生，医疗、林业对于日本可能并不直接受益，您是怎

么想的？ 

 

冈田实 

除医疗领域以外，我还想谈一下经济领域的事例。我们长期进行的合作项目中，有一个是“工厂现代

化”项目，在座的各位可能不太了解。比如刚才蔡亮先生提到的上海宝山钢铁厂，这些项目需要大规模的

设备投资，由于改革开放初期资金不足，项目一度面临中止。当时中国政府放弃了大规模投资的途径，找

到了另外一个方法。那就是改造现有的工厂，使工厂重新恢复生命力。当时在前线指挥这个项目的是朱镕

基先生，后来他担任了中国的总理。工厂现代化项目是朱镕基先生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时期开始实施

的。当时日本专家共针对大约 100家工厂进行了工厂现代化的调研，为中国改造旧的国营工厂、实现现代

化提供了帮助。 

那么这与日本经济有什么关系呢？改革开放初期，日本企业对于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投资仍然抱有一丝

顾虑。可以说工厂现代化项目通过 ODA为日本企业提供了一个走进中国工厂、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促进

了中日两国企业以及工厂之间的合作。这一次的成功合作也成为了日后民间经济合作的契机。 

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进入上世纪 90年代，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地向中国投资，在中国采购零件，

与当地法人共同出资兴建工厂。通过 ODA项目积累的人脉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工厂现代化项目的实施

过程中，日本企业实际看到并掌握了中国工厂的情况。我认为这一点也为两国民间经济合作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另外，还有部分中国工厂引进了日本的经营方式。例如刚才北野先生介绍的改善方式以及质量管理。我

认为引进软实力，也为日后日本企业向中国投资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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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斌 

中日合作，我的领域很窄，但我后面讲的我对中日合作的体会，这个合作无论是官方的 ODA还是民间

的，对推动中国的改革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中国过去比较封闭，许多问题

我们自己认识不到，只有这种合作，一些新的观念进来以后，我们推动了中国的改革，改进了中国的管

理。 

  在坐的年轻朋友可能去日本比较少，日本是管理很精细的一个国家，而中国在许多方面的问题，实际上

是管理（治理）水平比较低的问题，我们在治理（管理）方面，无论是规矩还是方法都有很多改革内容。

所以，推动改革、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改进管理、引进技术、培养人才，当然还有资金的引进，对推动中

国在一些领域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技术是从日本进的，通过合作，无论是

ODA还是民间的合作，提升了中国在一些领域的技术水平，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同时，这种合作也有益

于日本企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作为全球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市场，还是有吸引力的。这种合作应该是互

惠的，对于我们来讲，竞争才能促进双方的进步。所以，我还是希望有更多人员的交流，有其它方式相互

的学习、借鉴，寄希望于年轻一代，谢谢！ 

 

藤谷浩至 

冈田先生、吴斌先生，刚才也介绍了生产领域，比如工厂的现代化，生产现场、制造现场或者是企业经

营管理方面的合作，还有日本的技术标准引入到中国，为中国所用，为中国的民营企业所用，帮助了或者

说抛砖引玉助推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对于整体来说，我认为大家说得非常好。另外，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下午的环节大家也可以提到，大家问得比较多的，ODA毕业之后，今后日中的合作将会成什么样，率直来

讲，今后是新时代了，是我们今后要开启的一个新时代，也就是说，谁都不能够预见未来的一个新时代，

关于这一点，还是想请嘉宾介绍一下你的理想，你的梦想，或者是你的感想，作为今天上午我们最后的一

句话。 

 

蔡亮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的观点有两个，一，ODA的形式是结束的，但是中日之间，尤其是技术合

作，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中国需要学习的地方非常多。二，有可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过程中，中日发挥各

自的长处，比如现在中国对外工程（成本）还是很便宜的，日本管理还是非常先进的，进行合作，一起推

进非洲、南亚、东南亚一些地方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 

 

北野尚宏  

就在十年前，我的上司绪方贞子女士作为 JICA的理事长与时任副总理李克强进行会晤时，李副总理指

出“向最贫穷国家提供援助，是中日新型合作关系的一项重要课题”。此后两国的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

顺。对于当时他们两位的会谈内容，我认为直到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援

助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不可或缺的一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日两国应做出怎样的贡

献呢？我们时而需要竞争，时而又必须相互合作，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一点至关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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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实  

刚才吴教授也提到了高见先生，我十年前也拜访过他的项目。当时是和中国的相关学者一起，实地考察

中国的项目。那次，他的介绍令人难以忘怀。高见先生在山西省的大同开展了许多绿化工作，这个地方是

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害最严重、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现在，中日两国在这个地方共同植树造林，进展得非常

顺利，原因之一就是民意使然。我听了他的介绍非常感动。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超越了中日两国的范

围，是全球性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着环境问题，中日两国的合作并不局限于植树造林，还扩大到了其它

许多的领域。 

环境和防灾等领域也是全球性的问题。虽然 ODA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将采取其他的形式，让新一代年轻人

共同携手、继续合作。 

 

吴斌 

我们合作的渠道、管道不能变，而且要扩大，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合作，对于推动中日两国的共同

发展和友好关系维持是非常重要的。ODA没有了，我们可以共同研究，大家共同出资对同一个问题，比如

中国现在遇到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双方出资，共同研究，还可以借用一些专家

的智慧，比如邀请专家进行一些咨询合作。最重要的还是人脉不能断掉，如果我们把人的合作切断了，大

家互相不信任，那就麻烦了。看到最近有些调查，说日本青年对中国的信任度比较低。同时，我也在问，

如果有类似的调查，中国的青年对日本的信任度有多高？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如何通过合

作，提高大家相互的信任度，如果连面都不见，就没办法合作了，恋爱是谈出来的，谢谢大家！ 

 

藤谷浩至 

四位嘉宾都畅所欲言，非常感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嘉宾讨论只能告

一段落，下午才是讨论未来日中关系合作的一个环节，现在是我们先结束嘉宾讨论，让我的同事给大家做

一下时间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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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讲演 下午 

阪仓章治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评价部 部长 

                    中日合作的现状分析－环境领域（大气、废弃物） 

                         

   我是 JICA评估部长阪仓，JICA有一个部门叫评估部，是独立的一个部门，主要的工作是 JICA对中国以

及全世界各个地方、各个国家做项目的实施以及合作，项目结束之后，肯定会对这个项目进行评估，这个项

目做得好不好，有什么地方不好，成功的因素是什么，我们会进行分析，然后进行评价，我们负责这块业务

的就是我负责的这个评估部，每年差不多有 150 个到 200 个项目的评估。在上午的环节当中也有介绍，技

术合作、有偿资金合作以及无偿资金合作，有这三大块。有偿资金合作，日元贷款的话，全部都要做这个项

目的评估。技术合作或者是无偿资金合作，在一定规模以上的项目要进行评估，中国的项目结束之后，或者

是一定规模以上的项目一定会做后评估。从我的个人印象来讲，大部分项目都是很顺利的。 

   对华 ODA40周年的论坛上，在各个领域，我们实施了各种各样的项目，我们评估部不仅做个别的项目的

评估，除此之外，在几个领域当中整体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要进行一个归纳总结，这次我们主要是对环境，

以及对传染病进行了整体的总结，现在还在进展当中，从今年年初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话题，现在也还在进

行调查以及评估。有一部分结果已经出来了，所以，在这个论坛上我们也想介绍一下。 

   尤其是在环境方面，我今天主要是介绍环境方面的内容，在环境领域，还在持续的项目也有，在这个阶

段也可以做一下总结。从时机来讲，COP25是 12月 23号为止，在西班牙马德里进行气候变化的会议，很多

国家聚在一起进行讨论谈判，正好是跟国际会议是同一个时机，我在这里可以介绍中日合作环境方面的项

目，我觉得也挺好的。 

   首先，现状分析。环境问题对大家来说也是不陌生的一个问题，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今天要讲的内容，

第一，1990 年以后，对华环境 ODA 的一个变迁，我用表格的方式整理了一下，向大家介绍一下，也会举几

个案例进行说明。之后我们也会进行横向分析，通过这个横向分析能够看到对社会的一个影响。 

（PPT）这是第一个表格，90 年代以后，有很多对华环境方面的 ODA项目，看这个表就知道，上面就是当时

中国的国家规划，或者是有关环境方面的课题。下面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JICA 对中国环保方面做了

什么样的合作。 

  首先，看中国的国家规划。2001 年以后是“十五”规划，在这个时候，首先第一次提出了循环型经济的

概念，这个概念现在好像还在进行当中，最新的“十三五”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有一句是循环型经济的发

展，也就是说，“十五”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概念在“十三五”的时候，同时要重视环境的，“十二五”的时候

是推进循环型经济，“十三五”的时候是循环型经济的发展，有这样一个变化。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存在什么样的课题，这就是用红色标的环境方面的问题，比如工厂排放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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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尘，还有沙尘暴，还有最近比较关注的 PM2.5的变化各个。大家对 PM2.5这样的词汇已经非常熟悉了，也

就是微颗粒物质，用英语就是 M讲 PM，2.5是颗粒的大小，不是说个别的什么物质，而是 PM2.5、PM10是颗

粒的大，2.5是现在所说的最小的一个颗粒，因为颗粒非常小，可以进入到肺的内部，所以会引发呼吸道等

方面的一些疾病。 

   这种环境问题大家都是非常关注的，也引起了很大的社会话题。（PPT）这个表格的下面，看各个年代、

各个课题做了很多的合作项目，首先，第一个就是上海市在硫氧化物的大气污染对策方面进行了合作，颜色

的区分，下面有一个说明，黄色是无偿资金合作，淡黄色是有偿资金合作，蓝色是技术合作，艳黄色是开发

调查。86 年开始在上海市进行的大气污染对策调查开始，最右下面，2014 年到 2020 年的完善市场经济保

障和改善民生有关法律制度完善项目，还有最下面的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这两个项目目前还在持续

当中。 

  有关大气环境方面跟 JICA的合作项目，还有中日友好环保中心的建设计划，这个可以说是中日友好环境

保护方面象征性的一个项目。关于废弃物方面的表格，我们跳过去。关于大气污染方面的项目，我简单说明

一下。关于大气污染，初期的时候先进行调查，调查员在这个方面是投入主要的力量，有一个表格（PPT），

从上面到下面是按时间顺序排的，刚才说的第一个是上海市大气污染治理的一个项目，最下面第十二个建

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从上到下都是大气污染方面的一些项目，初期阶段主要是做技术合作，也包括无偿

资金的合作，实施了各种各样的项目。这其中上面有酸雨、沙尘暴、氮氧化物、硫氧化物、PM10、PM2.5、

臭氧方面的科学调查，或者是为了追究原因方面的调查已经研究，在中国全境 100个地方做了监测网，这是

这一阶段我们合作的一个活动情况。 

   在这样的调研的基础上，我们怎么进行治理，怎么采取措施，主要是以技术合作、技术支持的项目实施

的援助，比如煤炭、石油、化工，主要是产生大气污染的产业方面怎样进行治理，对这一块进行了技术合作。

从中国地图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在北京周边的项目比较多一些。 

   以前所进行技术合作，无偿资金合作之外也进行了日元贷款有偿资金合作，具体的环境治理方面，我们

也实施了一些项目，中间有介绍，在 39个城市进行了项目，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北京的项目，北京市环

境治理项目，（PPT）看左上面的图，当时北京是煤炭的锅炉特别多，以这种方式供热，大家都知道，煤炭是

排放有害物质特别多的一个因素，所以，它是主要的污染原因。在这个合作之下，用了只用天然气的热电供

应设备，锅炉也是只用天然气使用，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做了一个转换，因此，我们大量减少了排放。 

   有很多带照片的项目，虽然有 39个，但是我只是介绍一下带相片的项目，中间这个是在新疆开展的一个

环境综合治理的项目（PPT），照片本身是高炉的照片，其实项目每年还包括了上下水、废弃物、防护林等等，

以各种元素去开展综合的环境治理。看山西省太原市展开了环境治理项目，这是钢厂的照片（PPT），也是对

燃煤的锅炉，这个照片是一个脱硫设施，主要是为了减少排烟中的牛粪。右上角这个照片是重庆的环境示范

城市建设项目，这个照片是天然气锅炉热供给设施的照片，以及它的扩建工程。右下角这个小照片看起来像

是一个汽油站，实际上这是我们在安徽省八个城市建设了加气站，也是每期一个能源转换的项目，为此我们

帮助建设了加气站。 

（PPT）这是在贵阳市开展的项目，比起这些文字来说，想请大家对比一下下面两个照片，一看就清楚了，

左边这个照片，这是项目实施前的贵阳市工厂附近的照片，也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右边是山清水秀的感觉，

空气非常干净。当然了，我们光靠这个照片不能说明一切，现在 JICA也是在评估我们通过项目的实施，空

气到底干净了多少，准备做这种量化的评估，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如果能有这种量化评估，也可以用数字

的形式以更具说服力的形式去介绍我们项目的成果。总而言之，这个照片就是前后对比的情况，尤其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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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二氧化硫的减排量达到了 80%。另外，在这个期间，酸雨基本上再也没有发生。 

   同时，这个项目，看一下中间（PPT），2002年、2004年，条例进行了修改，也就是说，在法律方面也加

大了对环保的重视。 

 （PPT）这个是从 JICA的角度来制作的一个环保管理流程。比如我们在治理大气污染或者是防止大气污染

的时候，在技术合作方面，我们首先会做研究调查，与此同时，以开发调查的形式开展研究的调查，然后把

它推广到法律的完善方面。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开展的就是资金合作，这里面包括有偿和无偿两种资金的合

作，也就是说，会提供防止大气污染的设备和设施，或者是帮助建设，也就是说，我们会在软件和硬件同时

开展合作。 

  一开始给大家看的幻灯片上也介绍过，中国在 90年代之后，会根据每个时代的背景推出政府的国家政策，

所以，我们 JICA也会根据国家的规划政策来实施相关的环保合作项目。刚才介绍的是大气污染防治的项目，

我们再回到最早的那个图片，（PPT）这个其实是按时间段的废弃物处理的一个情况，分成了三个阶段，他和

大气污染防治还不太一样，废弃物这个领域从初期开始，我们也会开展资金的提供，这是一个特点。我们在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有大量的日元贷款，并且也会开展无偿资金的援助。反倒是第三阶段，我们把重点放

在了通过 3R开展循环受惠的领域，主要是技术合作的形式。 

（PPT）和刚才那个图片比较类似，这是一个整体的模式图，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实现以 3R为目标的废弃物

处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会开展具体的很多措施，比如，利用地方政府的经济和技术，这是包括废弃

物处理方的技术和经验。还有一个就是与民间组织的合作，这个指的是废弃物排放者和处理者，与他们一起

去构筑法律的体制，并且一起制定相关的规则。 

  在废弃物领域，也有很多典型的项目，（PPT）有很多利用了日元贷款的机制。废弃物这个领域我们用日元

贷款到底能做什么，可能大家一下子无法想象出来，比如分类回收，储存设施、运输设施，或者是最终处理

厂等等。还有像堆肥、焚烧，因为垃圾最后的环节是焚烧处理的，所以，也需要焚烧设施。因此，我们通过

日元贷款会支持各种相关设施的建设。 

（PPT）这是 JICA合作的机制，比如建设设施、器材采购或者是赴日培训等等，在技术合作里面，尤其是废

弃物领域，赴日培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PPT）这是介绍的现在正在开展的，通过 3R的构建实现循环受惠的一个项目。重点的项目，我在这里已经

列出来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从 90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环保领域的中日合作，留下了什么样的财产或者是现状

还有什么课题，一个就是，以往的中日合作是在中国国内促进环保措施的开展，在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贡

献，这也是符合中国时代需求的。中国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有民营企业，对他们都产生了正面的

影响。另外，比如像《环保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等，这一系列环保方面法律的出台和修改，JICA 也

提供了一定的协助。特别是通过赴日培训这种形式，让相关人员了解到日本的法律体系，让他们在中国法律

制定修改时得以参考。 

（PPT）最下面就是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有具体的项目，各层都有合作，比如，九州市，北九州市和大连市

早在 1979 年就签署了友好城市备忘录，我们说今年是 ODA 的 40 周年，实际上，地方城市之间的友好关系

也有 40 年的历史，通过这 40 年增强了双方的合作，这个也是以各种形式带来了现在大连环保模范城市的

建设。地方城市的合作促进了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带来了更频繁的交流。如果这些合作继续持续的

话，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共享环保方面的智慧和理念，把我们的力量贡献到 COP25这种全球的舞台上。以上就

是我的发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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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高子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评价部事业评价第二课 课长 

中日合作的现状分析－传染病领域－ 

      

 

大家下午好，我是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来自于 JICA评估部的，我姓小泉，我想就各主题评价方面传染病领

域的评价情况做一下介绍。 

   传染病领域也和环境领域一样，是跨国界的问题，所以，日中两国的 ODA合作里面它也占到了很重要的

一个位置。另外，传染病其实包含了很多的疾病种类，比如脊髓灰质炎、结核、非典，或者是爱滋等等，根

据每个时代，会出现很多新型传染病解决需求。所以，对于各个时代的课题，日中两国之间，我们怎么样去

合作解决问题，具体开展了什么样的措施。另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评价主要是做这

方面的一个分析和评价。 

   接下来主要分四点给各位做一下介绍。首先，90 年代之后，对华 ODA 的变化。90 年代之后的对华 ODA，

尤其是传染病领域的总结，（PPT），首先，上面是中国世界日本各个地区和国家大的趋势，特别是在 80 年

代，从 70年代末开始的对华 ODA项目之后，首先发布了一个消灭脊髓灰质炎的计划，这是 1988年发布的，

到了 2000年，WHO宣布要灭绝脊髓灰质炎，2003年，中国的卫计委也宣布了脊髓灰质炎的根除，这是比较

具有特点的一些事件。 

   在这样的时代变迁当中，尤其是 JICA实施的有关传染病方面的合作项目可以分为三大块，首先，关于全

球性问题的解决，是脊髓灰质炎、非典，还有其它全球性的问题。第二，农村地区公共卫生，要加强农村地

区公共卫生服务。第三，医疗设施措施，还有向地方辐射，这是以医院为基地开展了培训事业。 

  首先，关于疫苗可预防传染病的项目，介绍相关的成果。上午冈田实老师发表当中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说

明，所以，为了节省时间，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在西太平洋地区，当时中国的小儿麻痹症患者占整体的

85%，最终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盲从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成果。 

  除了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之外，用各种各样的疫苗去预防传染病，也有这样的项目。在这个项目当中，

也是跟脊髓灰质炎一样，跟中国的国家规划有很强的关联性，尤其是第十个五年规划预防保健的实施，还有

在“十一五”规划当中改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跟中国国家的这种需求相符合的合作项目，中日之间开展

了不少。具体的项目有一个加强扩大免疫规划项目、免疫可预防及预防和控制项目，这些项目是跟当时中国

的卫生部，现在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作为对口单位实施的。 

  下一个成果是关于非典的，就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非典相关的项目。关于非典项目是要非常紧急

的，需要紧急地进行支援，日本也是迅速地采取了措施，进行了合作。还有在院内感染措施，是广州市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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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措施方面也进行了合作。非典扩散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在初期，是调研情况的不充分，还有在医院内的

次生感染，二次感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互相之间的联系，机制要强化，以这个为目标，我们开展了合

作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是广州市的一个项目，是日本和中国的友好姐妹城市，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关系

开展了一个合作，主要是广东省和兵库县（音），还有广东省和福冈市，他们原来就是友好城市、姐妹城市，

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样的友好关系，相关的地方政府派遣了专家，或者是接受了赴日培训人员，作为合作单

位，发挥了很大的力量。 

  关于结核病的防治，还有 HIV方面的支援。关于结核病，结核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疾病，致死率很高的一

个疾病，而且对承担社会发展的青壮年有很多的结核病患者，因此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我们在西藏结

核病防治中心器材装备计划方面进行了合作。在 HIV合作方面，也开展了各种合作，也进行了培训，培养了

志愿者，还有教育活动、技术合作，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服务强化项目。这个合作对象有一个初级卫生保健技术培训中心项目，初级卫生保健技

术这些技术人员，还有专家能力的提升，还有为了扶贫也是开展了一个合作，所以，对当地的居民也进行了

这样的培训，以这种方式提高相关的意识。 

  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培训和项目，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是一直做了持续的支持，我下面介绍一下中日友好医

院。中日友好医院为基地开展了培训项目，这个对地方开展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

来讲，首先，建设医院之后，80年后期到 2000年为止，中日友好医院成为顶级转诊的医院，也发挥了各种

各样的诊断、诊疗的功能。2000 年以后，也面向地方城市开展了这种培训活动。之后发生非典的时候，为

了治疗非典，也做了很大的贡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3 年的时候，中日友好医院被指定为非典的

指定医院，在治疗非典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力量。2010 年之后做了医院内部感染对策，这方面在地方城市的

普及，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项目，还有流感大流行及新发、再发感染性疾病对策项目，

对相关的传染病方面，中日友好医院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疫苗可预防传染病项目，这个项目对社会的一个贡献，做一下简单介绍。我前面介绍这些项目是从 60

年代、70年代、80年代，每个时代都有一个大事件，还有在中国发展的需求，我们是根据这种需求提供了

各种各样的合作。尤其脊髓灰质炎的项目是 90年代的，脊髓灰质炎项目结束之后的传染病也做了一些防治

的合作，也做了一些援助，进行加强。对象疾病是丙肝、结核病、脊髓灰质炎，这些疾病成为对象。除此之

外，2010 年之后，做了传染病的一个调研，还有防控的项目，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合作项目。在这样的合

作当中，取得了各种各样的成果，取得这种成果当中也有很多种因素。 

（PPT）看下面的箭头，用箭头显示的，比如国家机构领导能力或者是国际组织的领导能力，一方面，是在

脊髓灰质炎治疗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跟他们的合作关联也是非常强大的。还有日本的

劳动省，地方政府的一些医院，或者是医疗研究机构，各种支援的机构都给出了很多的合作和支持。跟这些

机构的联系交流，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了人才，或者是在当地开展了调查和研究，也构建了这样调研的机制。 

  跟日本的技术合作方面，准确地确认需求之后，也开展了全面的无偿资金合作，提供了相关的设备，脊髓

灰质炎方面提供了疫苗。对象区域，在问题更加严重的内陆地区也扩大为一个覆盖的范围，也开展了防治脊

髓灰质炎的合作。所以，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方面，我们都开展了相关的合作。 

  最近在地区的公共卫生服务的合作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项目，其中结果在中国社会当中产生了什么样的

影响，以这种合作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最下面这一块（PPT），首先是 2000年代在中国消灭了

脊髓灰质炎，还有对其它疾病也可以应用的检查功能以及监测能力的加强，首先可以提这两点。除此之外，

还有预防接种方面，教育部门的合作，也是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成果。也就是说，在学校里面进行预防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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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体制能够构建起来，这一点也是中日合作的一个成果。 

  而且在非典的时候，我们对于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值得显示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作出的贡献是，

通过这种体制，完善法律等等，通过强化疾病的监测体制，我们实现一个早期发现疾病流行。另外，对于传

染病的感染源可以提前予以确定，才能够有的放矢地封锁传染病。 

  另外，在日中之间，因为是邻国，这两个国家互相对于传染病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实现信息的共享，这是对

社会巨大的一个贡献。 

（PPT）看一下家庭保健项目。刚才也已经介绍到了学校里面是进行预防疫苗接种的。另外，我们对于这三

个不同的年龄，儿童青少年、育龄人群、中老年三个群体开始进行健康检查、教育和咨询，这样的体制得以

确立。中国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家庭保健得以推进和促进。这些举措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中国的保

健制度、保健政策整体发生了一个变化，而我们助推了这一变化。中国的主导之下，也有新家庭计划，其中

就有家庭保健服务的一个推进，这也是我们推进的一个产物。 

  另外，关于中日友好医院方面，我只想介绍它对社会的贡献，大致上有三点。医院的功能得以加强，建立

了一个合作的基地。另外，在平息非典之际，它成为了治疗非典的指定医院，可以说，在平息非典的时候，

有力地扑灭了非典的风波。当然，还有很多内陆地区，问题还是很多的，我们的贡献可以说一直能够在内陆

地区得以扩大。 

  最后，看一下横向分析对于社会的一个波及效应和影响，谈四点。第一，在不同层面实现了中日合作的一

个平台的打造，日本、中国担当相同作用的国立感染研究所，还有中国 CDC 之间对于小儿麻痹症等等在内

的，在疫苗方面、传染病方面，彼此可以互通有无，共享信息。在医院领域，中日友好医院和日中医学协会，

还有学术机构等等打造了合作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任脉得以构建，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根基。 

  广州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神户市之间关键了一个合作的关系，广州市的院内感染对策项目，等等项目得

以开展，也延续至今。 

  第二，中日合作的发源地之一，也就是中日合作的一个象征，中日友好医院的贡献，上午介绍中也出现了，

在医疗领域归国的一些学生组成了一个同学会，在各地展开了义诊，这些都是免费的，给大家提供免费的技

术支援，这是对于社会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第三，这些合作的聚点和基地，一个项目管理方法，中方各位利用这些项目管理的方法，可以把这种方

法运用到其它项目当中，比如，在艾滋病的预防对策项目当中有一 PDCA闭环的管理，这样一个闭环管理现

在也运用到对方，或者是实施机构当中，项目管理方法的经验，这种 PDCA计划实施评估反馈的闭环管理方

法，在家庭保健项目当中也得以延续。 

  最后，还想介绍一下地区保健实施方面跟其它领域的一个横向合作。这一点是跟教育局，或者是学校进行

合作，儿童、青少年是对象，让他们无一遗漏地都接受预防疫苗，这也是在教育领域的贡献。以上是传染病

领域的一个横向分析，以及现状的汇报。今后关于社会的贡献，在此基础之上，日中的合作关系有哪些是可

以建言献策的，哪些是可以合作的，还是希望再继续予以总结。感谢各位的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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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旭辉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总工程师 

                                   中日环境技术合作展望 

                           

 

大家下午好，我是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的董旭辉。刚才 JICA 阪仓先生也介绍到了 90 年代以后、中日

环境合作的一些情况。我就刚才介绍到的、成立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的情况，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一个简

单介绍。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这是简单的一个组织图（PPT），是生态环境保护部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

目前全员规模近 600人，就这么一个机构。当然，还有很多业务，在后面我再对我们业务范围进行介绍。 

（PPT）这是刚才介绍到的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非常漂亮的一个机构，占地约 50亩，希望大家有时间去

那儿看一看，非常好，而且我们有很多的环境展示，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个单位，共同关注我们大家比较

关注的环境问题。 

  应该说，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的设立，体现了我们两国老一辈政治家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结晶，是非常成

功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从 1988年开始设立，到 1992年开始奠基，到 1996年正式运营以来，我们已经运

营了 23年。23年以来，这个项目得到了我们中日双方政府的重视，而且给予了非常大的一些支持，使得它

成为了中日环境合作的一个典范。 

  这张 PPT里头有历任的中国的环境保护局长到部长，都对中心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同时，日本许多的环境

大臣也都来到中心给予具体的一些合作支持。二十几年的发展历史，成就了这个中心，成就了我们这个中心

的企业文化，就是合作助发展，发展促合作。这在四个方面有了很好的体现和展示：一、这个单位逐渐成为

了一个支撑生态环境部的技术支持单位，600多人。它另外一个很大的功能，还是一个新领域的孵化器。从

我们这个单位一共孵化出去 6 个和我们一样的单位，对我们的环保事业有很好的促进和发展作用。三、是国

际合作走出去的一个新窗口。因为我们从事国际合作、与日方的合作，还从事与其他国家很多部门的合作，

这里头最重要的一点，是成为了我们中日环境合作的一个窗口和平台，这个双方政府都给予了肯定和认可。 

  我们很大的功能就是孵化作用，（PPT）六个单位都是从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孵化出去的，这些单位目前

都在生态环保部系统里头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支撑着我们的生态环境的相关领域。刚才 JICA的阪仓先生也

介绍了中日环境合作从 90年代开始，（PPT）实际上我们是从项目设立奠基以后就开始，从第一阶段、第二

阶段，八岛先生就是我们第一阶段的专家组长，染野先生是我们现在进行的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的专家组

首席代表。我们这儿还有小柳先生，是目前我们开展的中日城市间环境合作项目的代表。这些先生们在整个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成长和发展过程中都尽了很大的力，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因此也成就了今天中日友

好环境保护中心在很多方面支撑环境保护部工作的能力。 

  截止到 2013 年以及 2013 年以后国际合作的情况，简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中心三期项目加上推进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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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这个项目，2013 年之前，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的（PPT）。一方面，日方派了很多的专家来帮助我们进

行环境方面的一些合作和教育培训等等，同时我们也派了很多的同志去日本学习。同时，我们在国内还举办

了很多培训班，是超过三千人以上，所接受的环境领域的一些培训。同时，还进行了很多器材援助。 

  第四批日元贷款活动，当时北野先生也是参与这个活动的先生，正好今天也在这儿。同时，我们还根据

“面向 21 世纪中日环境合作构想计划”，建设了 100 个城市的环境信息网络，还有示范城市项目，都取得

了非常好的效果。 

  2013 年以后，我们后续的合作，简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总的来说，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从成立之日

起到今天，中日环境合作一直在延续、持续和进行。2013年两国政府同意以后，我们在 2016正式启动了环

境友好型社会项目——染野先生当首席顾问的项目。2016 年以来，近四年来，我们合作的内容、形式、整个

的规模以及它的影响还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首先，已经不单纯是停留在学技术、学习的阶段，更多是共

同的探讨，就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因此，我们也是借着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成立 20年之

际，当时搞了一个主题活动。当时日本的丸川大臣、中国的环境部长陈部长，还有大使馆、外交部、外务省

的同志们都参加了这个活动，非常成功的一个活动。接下来，我们从 2017 年、2018 年，包括今年 11 月份

刚刚结束的这次，持续搞了一个高级别的圆桌对话会，整个把中日环境合作与交流提高到了一个非常高的

档次。我们对共同关注的一些问题，大家共同感兴趣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今年 11月份举办的这一次，对海

洋垃圾问题，还有海洋技术合作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和讨论。 

  把目前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所承担的一些项目做一个介绍。主要是政府间，也就是今天在座的 JICA渠

道的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么一个项目。小柳先生所在的日本环境省和中国生态环境部的城市间改善大气环境

的项目。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就是在中日韩环境部长机制下所做的环境技术网络项目。 

  具体内容已经不单纯停留在一种简单的探讨、简单的学习和简单的讨论，而是首先确立了一些定期的、高

级别的对话机制。同时，我们把地方的司局级领导（我们连续做了两年了，明年是第三年），把他们派到日

本去学习、去探讨。同时，我们在很多课题上，特别是很多领域，都做了非常充分的交流和学习，这包括我

们学习日本农村的环境如何治理，也为我们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特别是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

很多很好的学习经验。 

（PPT）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一期项目拍的一些实景照片。 

（PPT）这是我们做的两个环境部门之间的，日本环境省和中国生态环境部进行的项目。这个项目从 2015年

做到 2019年，今年是第四个年头。在做的过程中，由于双方合作非常顺畅，而且成果非常明显，在 2018年

6月份，由两国环境部长共同签署了一个延长三年的改善大气环境的研究项目，目前这个项目在顺利地进行。 

（PPT）这是三国环境网络。这个网络实际上也是结合我们中心目前正在做的一项工作，主要是把各类技术

汇聚在一起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中日中心应该干什么？刚才讲到，合作促发展，发展促合作是我们这个单位的一个企业文化，我们秉承和

持续做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在新的环境下，在生态环境部的要求下，目前我们这个中心正在做几个事情。

一、做生态环境技术服务的促进体系。也就是说，目前地方有非常大的需求，如何把企业治好，地方政府如

何把空气变好，把水变好，我们来提供这个技术。所以，这个和中日韩三国的环境技术是相关的。二、生态

环境新领域的一些培育。就像我们作为孵化器，我们会一如既往在一些新的领域开拓一些新的市场和新的

研究方向。三、同时借助我们目前现有的领域，在分析测试技术和标准样品研究方面也做成它的检测体系，

同时促进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体系。这里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和保留中日环境合作窗口和平台的作用。 

  目前，由我们中心推动的国家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正在运营。它将来就会解决我们地方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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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些环境技术从哪儿来、认可不认可、它的权威性等问题。当然，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日本的技术，将

来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使用。 

（PPT）这些都是我们整个的业务工作，更欢迎大家到我们中心实地去看一看。 

  最后，我想就中日环境合作进行一些展望或者思考，跟大家沟通分享一下。ODA 目前已经结束了，但是，

就像刚才阪仓先生和刚才这位女士讲到的，目前特别是环境方面的项目还没有结束，目前还在延续，应该到

2021年。我们也更认为，即便是日本的 ODA结束了，中日环境合作不可能结束，而且还会持续加强。 

    我们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以前这种合作方式肯定要变，更多的机制要变。同时，内容上也是我们相互关

注的一些内容，我们也都有这方面的一些准备和意愿。最终的结果，中日环境合作必将朝着双赢的方向来发

展。 

  为什么 ODA结束，中日环境合作还会发展下去呢？有几条理由跟大家一起探讨。首先，我们既有一些很好

的合作伙伴，同时我们有很长的合作历史，而且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合作效果，它有非常良好的基础在这

儿，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另外，双方的主管部门——日本的环境省、中国的生态环境部都共同把中日友好环

保中心作为中日环境合作的窗口和平台，我们这个地位和权威性也是有的。更重要的是，双方有更多的需

求。目前，生态环境部在整个中国的生态环境改善过程中还面临着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日本也有很好的治理

公害的经验，我想将来这种合作还是非常有前途。 

  具体到中日中心，将来我们这个单位一方面要发挥窗口和平台的作用，同时我们还想就具体的几项内容来

持续地把双方的合作进行下去。将来我们在第三国的研修方面，特别是在中日民间的一些合作方面，我们这

个中心还想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而言之，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作为中日合作的一个标志性的单位，会很好地发展下去。同时，也会在

今后的中日环境合作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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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勇铁 中日友好医院 国际交流合作办公室 研究员 

中日友好医院简介与日本医学交流合作概览 

 

                         

各位下午好，我是刚才介绍过的中日友好医院国际交流合作办公室负责日本方面工作的尹勇铁，今天我向

大家介绍一下中日友好医院项目以往的工作，以及我们考虑 ODA 项目结束之后，今后如何能把我们这方面

工作继续下去的一些想法和大家一起分享。 

  中日友好医院这个项目，刚才中方和日方的一些领导们都简单介绍了，这是在 1979年由古牧副总理和大

平正芳日本首相（第 68.69任）在会谈的时候，日本政府表示，要支持在中国建立现代化医院。 

（PPT）这张图是当时由日方设计人员手绘的一张图，对于整个医院的历史 40年来是一个友好的见证。 

（PPT）这是在人民大会堂，1981年，中日两国在日本大会堂签订了中日友好医院和施工的一个一张图，日

本政府向中方提供 164 个亿日元用于中日友好医院的建设，后来追加了一些部分，加在一起将近 200 亿日

元（约合近 2亿美元吧）。今天上午听蔡亮老师介绍，在 1978年，中国全国外汇储备才 20亿左右，中日友

好医院无偿援助的项目占了近 2亿美元，可以看得出来，当时这个项目，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是一种积极的态

度，同时对中国当时的发展还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PPT）这是当时日本厚生大臣和当时中国的卫生部长在中友好医院奠基时候的一个张图，桥本龙太郎先生

当时是日本厚生大臣，中日友好医院项目他是亲历者，曾都次到过中日友好医院，后来做了日本的首相（第

82任）。 

（PPT）1982年，当时时任日本的铃木善幸首相（第 70任）和他夫人到工地视察。  （PPT）1984年 3月

份，中日友好医院竣工前，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宏（第 7.72.73任）访问中日友好医院，这是中日友好医

院第一任院长辛育龄，是中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旁边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崔月梨。 

  中曾根先生来访时，从日本带了一棵常青树的树苗作为中日友好的象征种在了中日友好医院门诊楼的前

面，现在象征着中日友好的常青树已经根深叶茂了，铃木善幸首相也曾经在那儿种了一棵树，也长得非常茂

盛。 

（PPT）中日友好医院第一任院长辛育龄到机场接当时的日本首相铃木善幸（第 70任）。 

（PPT）这张图是当时的日本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到中日友好医院参观，他以后也做了日本的首相（第 77任）。 

这是当时外交部陪同日本官房长官宫泽喜一来中日友好医院参观的年轻翻译，他现在是我们的国务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PPT）这张照片是 1987年，时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在参观中日友好医院时留墨“竹有上下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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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不久也做了日本的首相（第 74任）。 

  据说当时日本政界传说，中日友好医院风水好，专家、同学们，今后经常到中日友好医院看一看，关心关

心我们，指导我们。 

（PPT）这是中日友好医院开院的时候，邓颖超的题词，“中日友好医院”。在当时中日友好医院在中日两国

中是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项目。也是中国建国以后，改革开放初期，从“资本主义国家” 第一次接受如此

大规模的卫生设施援助。 

  中日友好医院现在的一些情况。（PPT）这是大门，中日友好医院的占地面积，本部是 9.7公顷，建筑面积

在 12万平米，开放床位在 1500张。本部是 JICA的一个项目，通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又建设了北区、西

区，国际医疗部门诊楼，现在的中日友好医院现共有床位 2000张。 

（PPT）这是本部的一些设施图，北区，，西区还有一部分，中日友好医院还有国际医疗部，现在实际是由四

个部分组成。 

   1984 年开院，到今天 35 年过去了，当时中国社会现状和现在的中国社会现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我们提议建国际部不叫国际部，也就是给外国人医治的特殊门诊和特殊病房。设计初期并未考虑国内

人的特殊医疗需求因为当时中国也没有多少有钱人，“万元户”也没有多少人。当初，日方为建“国际部”

也曾提出过质疑，因为日本 ODA是日本国家老百姓的税金，要建成用于中国老百姓的一所医院，不该包括少

数人用的特殊医疗设施。经过充分沟通，最终得到了日方对当时中国现状和国情的理解，同意保留特殊医疗

建设部分。现在许多医院都增设了国际部，由此可见，当初中日友好医院的主张和坚持很超前和正确的。 

  日方在当初设计时也考虑到今后中日医院的发展，在原来图纸上就预留了今后发展的空间。我们作为医院

的使用者深深感到，正是日方当初的涉及预留，大大方便了中日友好医院的发展建设。 

  回顾医院的设计、建设、运营，近 40年的历史，经过中日医院的努力，做到了中日两国在建院是确定的

三个目标：1中国样板医院，2中西医结合的基地，3中日两国医学交流窗口。    顺便给大家汇报一下，

虽然现在中国的许多公立医院设国际医疗部（特需医疗设施），但是国家有明确规定，不能超过医院床位的

1/10，中日医院将近 2000 张床，这一部分仅仅 80 张，我们作为一个大型公立医院来讲，还是控制得很好

的，没有辜负中国政府日本政府两方面的期望。 

  此外中日友好医院还拥有一个临床医学研究所，医疗和研究是分不开的，中日友好医院研究所是国家正司

局级的临研所，有资质承担很多国家科研课题的。 开院以来以人员派遣，学术探讨会等形式一直与日本大

学以及日本医药研究机构保持着联系。因为有了中日友好医院这个平台也孕育了许多国家重点学科。而且

在中日医院的重点学科中，首任院长辛育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副院长，都曾担任过学科带头人。作为中

日友好医院来讲，不仅仅和日本有很多交流，同时，现在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把 WHO的

禁烟和呼吸疾病预防中心放在了中日友好医院。中日友好医院还有一部分与中医有关，在中日两国双方建

立医院的三项目标，其中一项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基地，中日医院现有 2000张床位，其中近 1/5是与中西医

结合有关。这是我们一直遵循了中日两国在建院初期的一个宗旨。 

（PPT）这是中日友好医院的一张全景照片，这个地方是三年以前建的一个立体停车场，上面是一个直升机

停机坪。据说在美国 911事件之后，全世界各大城市对空中管治就加大了力度。到目前为止，在北京只有公

安有紧急救援的直升飞机。在三环边上，一个三甲医院拥有常态化使用的停机坪，也说明了国家对这所医院

的认可和重视。 

  刚才 JICA的小泉高子科长讲，中日友好医院这个是 1980年到 2020年，在中日友好医院大规模的建设已

经结束以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当时我们和 JICA中国事务所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今天，我们在讨论 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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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之后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也有一点借鉴作用。当时我们考虑到，既然大规模已经结束了，我们能不能就

利用中日友好医院这个成功的平台搞中国国内培训，培训我们中国内地的医生和护士，我记得当时日方为

此起了一个项目名称叫“第二国研修”，意思就是说，以往都是日本政府或者 JICA出资将海外研修人员送到

日本去学习，现在是通过日本在海外的成功项目作为平台来培训本国的人，这个项目我们也叫“国内培训”，

这个项目从 2000 年一直到今天还在延续中，这个项目已经延续了将近 19 年，项目进行到十年时，从国内

研修又增加到了赴日研修的内容。就在今天，这个项目的一个团现在还正在日本进行访问，短期研修中。这

个项目我们从刚开始的 2000 年到今天，已经覆盖了全国 26 个省。此外，通过这个项目，有 JICA 的支持，

我们还向各个偏远地区捐赠了医疗设备和救护车。 

  去年我院孙杨院长访问日本的时候， JICA总部的官员与孙院长探讨，有没有可能搞第三国的研究，也就

是发挥中日友好医院平台优势，接收一些亚洲国家一些非洲国家的医护人员来中日友好医院进修，结合“一

带一路”的大思路，而且现在，日本的安倍首相也表示愿意积极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我们和日本

官方合作以外与日本民间也有良好的合作，双方通过民间合作建立的泰德制药，是中国在注射剂返销到日

本的第一家制药企业，而且收益一直很好。同时，我们还与日本民间合作开发了一些更贴近大众生活护肤品

类产品，该护肤类产品已经上市，不仅美容美颜对皮肤病也有辅助疗效，很有人气。 

日本的花王株式会社生产的蒸汽眼罩，深受女性欢迎。从去年开始，花王株式会社就与中日友好医院做临床

试验，蒸汽眼罩加入一些中药成分，不仅仅有一个调节眼疲劳功能，而且有治疗干眼症的功能。下一步我们

准备和日方共同开发减轻花粉症和过敏症的口罩。 

  中日友好医院是两国政府的国家项目，实际上不仅是官方，两国民间也可以开展很多合作，这也可以作为

今后 JICA的 ODA项目结束以后延续的一些借鉴。我们一直认为沟通很重要的，不论工作再忙，只要是有日

本的客人来中日友好医院，我们都会安排相应的接待。多年来几任的院长换届都会受邀到日本大使官邸与

大使会晤。通过中日友好医院项目，我们一直和日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日友好医院的远程医疗中心不仅

仅是中日友好医院的远程医疗中心，现在是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疗中心。（PPT）这是当时习近平总书记

在沈阳和中日友好医院在联线。（PPT）这是李克强总理在海南省和中日友好医院的联线。 

  最近我们已经和日本谈了一次，就在后天 12 月 13 号，日本医科齿科大学议程中新的人来中日友好医院

进行第二次会谈，我们计划利用日本的资源，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将日本现在成熟的专业医生培训，通过远

程方式架接到中国。此类有实质性的交流与合作就算 ODA结束之后，也还是可以继续进行的。在今年 10月

25 号，安倍访华的时候也曾经讲到，在日本政府无偿援助的项目中，中日友好医院相当成功，而且很有代

表性。今天横井裕大使也讲了，他刚刚到外务省工作时，仅仅学了三个月的中文，就让他翻译一个中日友好

医院可行性文件，慢慢三页纸。中日友好医院的成功与横井裕大使的努力也是有关的。 

  此外，我作为在中日友好医院工作将近 40年的工作人员，今天见到了很多都是在一起合作的老朋友，比

如八岛继男先生（他是 JICA中国事务所第一任所长），当时在中日医院创建初期的很多会谈，都是八岛先生

亲自做翻译。在座的藤谷浩至，冈田实、渡边先生等先生，都是我们中日医院的老朋友。 

  中日友好医院的院领导们和可是带头人，很多都在日本留学过，有的院领导早期在日本还拿到医学博士学

位。他们常讲，我们对日本的医疗比较了解，和日本的交流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的交流，也是人与人之间心的

一种沟通。早年曾经在日本学习到许多新知识，在今天，更需要我们用曾经学习的东西来报效祖国，促进中

日友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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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连友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主任 教授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中日人文交流合作 

                          

 

    郭连友：首先，感谢 JICA的盛情邀请，有这样的机会非常荣幸。接下来我介绍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日

本学研究中心的情况，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和 ODA 是什么关系，以及我们日本学研究中心在中日人文交流

合作方面都做了哪些事情，我想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 

    第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 ODA的关系，第二，中日交流合作的成果，第三，今后中日交流合作的展

望。 

  （PPT）这个是大楼，这个大楼其实是 ODA 在 2002 年的时候奠基，2003 年正式建成的，日研中心诞生在

1985年，17年之后建成，之前教学设施比较陈旧，所以，日本政府使用 ODA资金项目，帮助我们建成了这

样一栋非常现代化的建筑。 

这是用瓦做成的富士山的图案。 

    这个项目是大平正芳当时和中国签署中日文化交流协定，那个时候就提出在北京建立日语教师研修中

心，其实就是我们日研中心的前身，我们习惯称它为“大平班”，得到了中国当时的国家教委，现在的国家

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以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在北京的语言文化大学建立了一个专门培

养大学日语教师的进修班，我本人很荣幸的是那个进修班的第三期学员，该研修中心一共开办了五年，共培

养了 600 名中国的年轻教师。之后，中日双方商讨进一步提升在中国办学的层次，1983 年开始商讨如何提

升双方合作的水平、合作的档次。于是 1985年国家教委和中日有关人员进行了多次磋商、谈判，最终决定

1985 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叫北京外国语学院建立硕士研究生层次的教学科研机构，于是就有了我们

现在的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名称也是经过大家商讨，最终确定为日本学研究中心，后来又加上了“北京”两个字。这是我们过去旧

的校址，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西院，现在已经迁移到了非常漂亮的东院的这栋建筑大楼里面。 

    中心也是日本政府在海外开办的唯一一所具有硕士研究生培养功能的综合性的日本研究机构。迄今为

止，日本交流基金派来的日本专家大概一共有 850人之多，其中大平班这五年期间派遣了 91位，日研中心

1985 年到现在派遣了 759 人，这些专家有的是长期的，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短期一般是半年，一个学

期，在我们这边从事教学、科研，指导学生工作。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直到 2000年前后，大多为日方的专家进行授课，2000年以后，有了这栋大楼之后，

逐渐开始自立，日本专家逐渐减少，中方老师从国外归国日方专家们承担了大量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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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T）这是当初第一届开班时候的照片，我也是第一期的，也在这里面。 

    日研中心重点是培养日本学研究人才的机构，明年我们是 35 周年，到今年为止，一共培养了 1450 余

人。不仅是硕士和博士，我们刚刚开办不久的时候还有助教进修班，短期的，加在一起一共是 1600 余人，

从事的有外交、外事、教育、出版、媒体、智库等等方面的工作。 

    根据中国的需求，培养模式，日方提供教学指导，培养目的、学制招生都是经过双方商议、双方合作确

定的，当时是五年签署一个计划，五年之后再续这个计划，后来变成三年一签，现在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时

段。 

    现在也是如此，中日双方依然采取合作办学的方式，中日方双方共同参与教学，指导学生，这种合作办

学模式获得了北京市国际合作办学二等奖，我中心也获得了日本外务大臣奖，受到了双方政府的认可。 

    这个项目简单归纳起来就是，当时的 ODA投资 8.5亿日元，包括一些像桌椅、影视、音像设备在类，大

概是 11亿日元左右的无偿援助。2002年 3月份奠基，2003年 9月份竣工并交付使用，建筑面积 5000多平

米，五层大楼。 

 （PPT）这是当时的签字换文仪式，还有奠基仪式的照片，还有当时的封顶仪式，最后交付使用的时候，一

把长长的金钥匙，我们一直保留了下来，对北外来讲，这个大楼在当时北外是最靓丽的一个大楼，据说地基

非常坚固，抗震性能很好。。这个建筑能让我们感受到既现代，又有日本平安时代的建筑样式。 

 （PPT）这是日研中心的内景，我们有多功能厅，多功能厅里面设备非常齐全，本来这次会议应该在在日研

中心举办的，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实现，非常遗憾，里面也有自带的同声传译设备，还有专门做茶道的茶室，

有这样完善的设施，这样的大楼，这样的研究机构在全国可能只有我们日研中心，别的大学我还没有听说有

这么完备的设备。 

    第二，我们日研中心现在有六个专业，日语语言文学、日语教育、文学、文化、社会，还有经济。除此

之外，日研中心还是教育部首批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日本研究基地 2012年全国之批准了两家，一家是北

外的日研中心，一家是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院，同时，我们有硕士、博士的学位授予资格。 

 （PPT）这是我们老师获得的一些奖项，第一任主任李德教授，第二任主任严安生教授曾获得国日本政府的

奖励——旭日中绶章。同时，我们上一任主任徐一平教授获得日本外务大臣奖，我们中心这个项目也获得过日

本外务大臣奖。 

 （PPT）这是我们的出版物，有的是学术著作。这是我们的学术杂志，这个杂志从 1991年到现在已经出版

了 30辑了。经过改版，现在每年出两辑，现在正向着辑刊中 C刊努力。 

 （PPT）这是我们学生，培养的学生中有一位同学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奖项，即野间宏文艺翻译奖。还有我

们的智库，获得了国家智库索引 CPPI的来源智库。 

   图书馆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日研中心的图书馆拥有日文图书十六、七万册的藏书，内设很多文库，比如

大平正芳文库、孙平化文库、高崎文库，丹羽文库。还有日本首相安倍夫人安倍昭惠文库等。北京日本学研

究中心在中日人文交流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得本中心成立 15周年的时候，著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大江健

三郎亲自来本中心做了学术报告。 

 （PPT）这是联合国副秘书长，曾经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做了一个关于中日关系的讲演。 

 （PPT）这是安倍夫人在参加 APEC的时候，亲自到我们中心访问，给我们中心捐献图书，为此，我们建立

了一个昭惠文库。 

 （PPT）这是与教师学生的合影，跟我们的学生进行座谈。 

 （PPT）还有鸠山由纪夫先生，也曾来到我们中心讲演，同时，北外也授予了他名誉教授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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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文科大臣林芳正先生亲自提出要到日研中心去看看，为此我们中心举行了欢迎仪式，林大臣做了一

个非常精彩的讲演，对我们中心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今年 4月份，河野太郎外务大臣访问日研中心，我们举办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河野大臣和学生们进行了

交流和互动。河野大臣回到外务省之后，跟外务省的人员说，这个项目是你们在海外办的一个非常成功的项

目。后来他的部下说，这个项目我们只是知道，没有亲自去过，希望去看看。可以说，日本政府很关注我们

日研中心，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PPT）这是宫本大使，曾经来我中心讲演，这个是丹羽大使亲自到我们中心访问、讲演。 

 （PPT）这张图片是 JICA的理事长北冈伸一先生。刚才中日友好医院的讲演中已经出现过，当时是一起来

的，先去了中日友好医院，又来到我们日研中心考察访问和指导。 

 （PPT）这是日本防卫大学校校长国分良成先生，亲自到我们中心来，专门跟我们探讨中日关系今后的走向

问题。里千家著名的千玄室大宗匠也是我们聘请的名誉教授，来北外讲演并专门点茶。这是日本著名漫画

家，，著名的歌舞伎演员坂田藤十郎，是人间国宝，也给我们学生进行过现场演示。 

 （PPT）这是日本的人间国宝，歌舞伎舞蹈音乐中的常盤津东藏先生，这是他带来的舞蹈演员。 著名的日

本人间国宝野村万作先生也在我们日研中心的舞台给师生们表演过狂言。这是日本著名的和泉流狂言二十

世宗家和泉元弥先生，在北外千人礼堂进行了精彩的狂言表演。 

 （PPT）《追捕》中的女主角中野良子，80年代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著名演员，来我中心访问同时讲

述她和高仓健合作的精彩片断。还有落语家、演员来我中心表演和讲演。香道师来我中心传授香道，还有花

道师。这是国家副总理刘延东女士曾经来我中心访问。 

   对于今后中日合作的一些展望。中日两国之间有两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日本明治维

新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的改革家、知识分子通过日本学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

主义思潮在内的很多救国图存的思想和理论。改革开放后，中国又向日本学到很多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以及

现代企业管理的方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国之间相互理解的现状依然不能令人满意。据中国外文局和

日本言论 NPO今年 2019年舆论调查显示，两国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虽然有所上升，但是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这是今年舆论调查的结果，（PPT）蓝色是日本的舆论，红色也是日本的舆论，对中国没有好印象的占 84.7%，

虽然比最高点 93%略有下降，但是依然十分严峻。蓝色是具有好印象的人仅占 15%，情况不容乐观。相比之

下，中国对日本的印象逐渐在好转，从最低点的 5.2%上升到了 45.9%，接近一半，这种差距标明两国之间缺

乏应有的相互理解和互信。由此可见，加强人文交流，加强相互理解，依然是这个时代中日关系面临的一个

重要课题。 

   在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温一下大平正芳在宣布启动对华 ODA时讲过的如下这番话。他讲到：“本来国家和

国家的关系上，最重要的是双方国民心与心之间结成牢固的信赖，保证这个信赖首先应该是国民间的相互

了解。但是，了解对方的努力绝不是容易的事情，日中两国有着一衣带水的两千年的历史文化关系，但仅凭

这一点轻易地认为，没有两国国民的努力，也可以互相谅解，我认为，这或许是极其危险的。看来，日本人

和中国人之间在思维方式、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待事物的做法上，明显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我们应该清楚地

认识到这一点，在社会制度有不同，办事做法不同的日中两国之间，更加严格需要这种自觉性的努力，如果

忘掉这一点，而只在一时的气氛或情绪上的亲近感，或只是在经济上的利害得失的算盘之上建立日中关系

的各个方面，最终会成为犹如空中楼阁、昙花一现的脆弱的关系。 

   在加深相互了解上，发展人员往来的重要性是无须赘言的，关于这一点，我愿尤其珍视两国间文化、学

术方面的交流，或留学生等的交流。在这次访问贵国之际，我国与贵国之间缔结了文化交流协定，我期待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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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当事者今后以这项协定为基础，发挥创建多下功夫，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两国之间今后将要进行

的技术合作也是促进这种人员往来的。 

   对于贵国提出的各方面技术合作的要求，我愿意积极加以对待，这是因为我着眼于下面这一点，就是通

过这一合作，除了能以进行技术的转移，这一技术援助的方面之外，在很多领域里，还能够进行专长唯一、

志同道合的人士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我们可以看到，大平正芳非常重视人文交流和人员往来。同时，除了技术转移以外，他十分重视志同道

合、人士之间的交流，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民心相通。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就是一个促进中日人文交流

和深层次的相互理解的平台。今后我们会一如既往地不忘初心、牢记这一使命，继续努力前行，为中日关系

的改善，增强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同时，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到日研中心来

看一看，继续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指导和帮助。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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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江 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副理事长 教授 

                      中日经济技术合作的历史意义---以历史和解为中心-   

 

    

大家下午好，我是清华大学李廷江。非常感谢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40年中日经济合作

的一些体会。我也非常遗憾，也请大家原谅，没有及时地准备稿子，大家只能看中文，实在抱歉。我谈的是

对 40年中日经济合作的背景、成果、意义的一些思考，主要分两个部分。 

   每当谈到中日关系，每当谈到日本和中国的合作，我一直难忘的是 43年前唐山大地震时的情景。当年我

是学生，到唐山抗震救灾，恰恰就在陡河发电站，有三名罹难，记忆犹新。这三人的名字，后来我经过查找，

是这三位（PPT），还有受重伤的。关于陡河发电站的情况，43 年来我一直没有去过，为了纪念这三位殉职

的日本朋友，栽培了非常美丽的樱花园，我也感觉到，这正是 72年中日建交之后，中日两国经济合作最重

要的一个点，就是是政府的决策，民众的参与，我也想通过今天谈一谈这方面的想法。 

   ODA 对华援助，它的背景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改革的开放，最重要的就是日本政府对中国援助的

这种政策决定。大家可能不会忘记邓小平的访日，不会忘记大平总理的来访，这正是我们 40年来 ODA能够

顺利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保证。 

   考察恰恰是对中国了解最初迈出的一步，从最初的缘起到所有的成员，考察对中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通过考察，大家有哪些反思，反思之后，又有什么思考，思考之后，又有哪些转变。 

   考察的意义在于，无论是从我们国家领导人，还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工作人员。 

 （PPT）这份资料就是当年 1979 年 1 月 28 日，邓小平访美途中在飞机上给大平正芳总理发的电报，他希

望回国途中要访问日本，后来有了邓小平的日本访问，做翻译的是杨大使的夫人，杨大使已经去世了，正是

因为到日本，才下决心要改革开放。 

   我们的 ODA正是在邓小平访日之后，大平来华访问宣布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而且是最重要的历史

时刻。正是 40年前的 12月 7 号，日本的决策，大平正芳的宣布，开启了规模浩瀚的中日经济合作的巨轮，

上面大家谈的都应该是在这样一个两国和好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的产物和成果。 

  这是谷牧，希望稻山嘉宽能够到中国访问，做顾问，指导中国的工作。这是李浩，后来做国务院秘书长，

做深圳市委书记，希望大来先生访问要做哪些指导。日本顾问也是大家很生疏的一个名字，日本顾问在中国

改革开放初期的作用是极其之大的，这也是新中国，中国政府第一次邀请的日本顾问，有古谷先生。 

   我自己本人非常有幸一直和这些前辈们有各种各样近距离的接触，也受到了很多关照和指教。顾问的作

用是启蒙、咨询、理论和实践，对于顾问的作用，从李先念在 1979年 2月 19号时就做了长文批示，要求把

日本专家的意见登载在《参考消息》上，包括邓小平对日本专家的意见非常重视。我们的理论专家、理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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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笔杆子胡乔木先生对日本顾问的高度赞赏。其实这都是在 ODA开展前前后后最重要的时间。 

   第二部，是今天的主题，我要介绍，超越历史、合作互惠的伟大实践，用“中日供水友好合作”为中心，

谈谈这 40 年的经济合作可以从民众层面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示。今天非常荣幸有当时的参与者冈本先生，

从四个方面来讲。 

（PPT）这是在 ODA之前中日民间进行交往的一个最好的例子，中岛先生在长春呆过，这种历史的情节带他

走上了中日合作的这样一条路。水交会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ODA刚刚开始的时候。这是中岛先生的感

慨，水交会他们一篇论集搜集出来的东西，非常有先驱性的，非常有流传意义的东西。第二，如何在经济合

作过程当中面对历史、超越历史、创造历史这样三个主题。藤田先生讲，我生在大连，长在哈尔滨，早在学

龄前就去过长城，听到有这样一件事情，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后来又讲到，希望这种特殊的怀念不仅超越历

史，不仅重建历史，而且要留给下一代。 

（PPT）大使对长城的体验就不多说了，那个时候的水，60%都是浑浊的。 

（PPT）中岛大使夫人非常不放心，华国锋先生和大平先生笑得多开怀。 

   长春中日友好水厂是万里副总理批示成立的，从整个设计、筹建、经营，到后来发挥的作用，都有很好

的记录和照片，主要是要感谢今天在场的冈本先生为我提供了这样珍贵的资料，说有机会，从微观的层面了

解中日合作的日日夜夜和各种各样的纠结、各种各样的喜悦、各种各样的分享成果。如果大家有机会，不是

长春生的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是见证了中日 40年友好的一个实物和珍贵的遗产。 

 （PPT）当时中曾根总理，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恰恰是我在飞机上，当时看到照片就想应该有机会就去拜访中

曾根先生，下了飞机，结果电视讲，中曾根先生 101岁去世了，让我非常遗憾。 

   冈本力是一个技术员，是一个自始至终参与了中日水交流的一个亲历者。我认识冈本先生也就这一两个

月，他的青年是在中国渡过的，和 10岁的可欣在一起（PPT）。 

（PPT）这是前三个月，我在日本中央大学当老师，请他来给我们做采访，介绍了当年难忘的长春岁月、青

年岁月和中日友好的点点滴滴，他讲了很多，受益匪浅。这里让我隆重地介绍冈本先生，请他讲两句，冈本

先生您好！ 

  冈本力：刚才李廷江教授介绍的，我叫冈本力，这次能够参加这么一个盛大的总结研讨会，非常感谢主办

方，特别是清华大学李廷江教授给我很多的关照。在此，向您表示感谢！1985年，30多年之前，我参加了

JICA的无偿援助项目，来到了长春，参与了长春净水厂的建设，之后，我作为顾问也参与了很多 JICA的合

作项目，和中国的工程师们一起开展了技术的合作。另外，又通过水交会的派遣，参与了日元贷款的项目。

为了项目的建设和中国的很多朋友进行交流，日中两国之间虽然有国情的不同，但是我们能够把本地的技

术升华成为国际的技术，也是我们之间合作的成果，再次感谢各位！另外，中日技术合作，我觉得有很重要

的话，长春经水厂的墙上也写了一个词，这个词非常重要，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以上就是我的发言，谢谢！ 

   李廷江：非常感谢冈本先生，这次专程来参加 12月 7日的图片展，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明天就要回国。 

作为结论，讲三点。一，40 年来，中日两国经济技术合作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同步，它既见证了中国改革开

放的时代进步，也在提供建设资金、技术合作、人才培养增方面，为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领导人多次

表示，对此，中国人民是始终感谢的。 二，中日两国经济技术合作 40年，两国合作互惠友好合作史，在战

后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实现中日两国的历史和解，为建设新时代中日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和宝贵资源。三，我要借用中岛长治先生所谈到的，在那本《中日水交 20周年》的纪念册中他讲，我们衷

心期待能够充分利用这四项原则，通过供水使中日友好和交流事业万古长青，祝愿通过合作而诞生的独具

一格的日中水道友好 20年，中日供水友好 20年，这本实录册能成为 21世纪历程和动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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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要谈一谈 12月 7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建构新时代中日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经济技术合作轨

迹与成果展览会”上的福田康夫首相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了，‟40年的中日合作，协助了中国的经济发

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加强两国国民之间的感情和纽带，希望今后两国的关系能够迈向新

时代”。谢谢大家！ 



2020/3/30

1

参考资料

讲者PPT

日元贷款对上海现代化建设
的积极作用

蔡 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亚太研究中心

目 录

•中日经济合作框架下的日
本对上海ODA

•日元贷款与上海的现代化
建设

•日元贷款与宝钢建设

•日元贷款与浦东机场建设

•结 语

在2019年度全
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
组（GaWC）排名中，

上海跻身Alpha+序列。
这是上海几十年现代化
建设的一个成就。

取得这样的成
就离不开各种外部力量
的支援，而日本的ODA尤
为重要。

1、在中国接受的ODA中，日本的ODA占了近
50%，这既是双方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亦是中日友好的有力见证。

2、日本对华ODA遍布中国各地，援助范围
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医疗卫生、文
化教育及人才培训等多个领域，为中国
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政
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诚挚的感谢。

中日经济合作框架下的日本对上海ODA
3、日本ODA奉行的是“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方针，因而作为

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在接受日本ODA的过程中主要受中
国国家经济发展规划及日本对华ODA方针这两大因素的
影响。

总体上，日本对上海ODA以日元贷款为主，援助项目
基本用于上海的城市基础建设，时间集中于1990年代。这
凸显了日本对中国东部沿海区域援助的特色，即在1998
年之前将援助对象以城市基础建设为主，援助范围集中
于东部沿海地区。而对上海日元贷款集中于1990年代，基
本与以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上海进入全面大发
展时期这一点相契合。

中日经济合作框架下的日本对上海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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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无偿资金援助方面，上海无论在经济发
达程度还是城市各项配套设施方面均领先全
国其他地区，因而援助项目较少。从改革开
放伊始起中国政府就向日方申请对国内一些
大型、重要领域的国营企业进行现代化改造
的技术援助，而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城
市，很多企业也被纳入到了这一规划中。因
此，日本对沪技术援助方面主要集中于企业
的现代化改造方面，它有效缓解了上海传统
制造业设备老化、管理落后等不利于现代化
建设的问题。

中日经济合作框架下的日本对上海ODA
No. 项目名称 E/N签定年度 协议金额

（亿日元）

1 宝钢一期工程建设
项目

1981（第1批） 1000.00

2 天津、上海、广州
电话网扩建项目

1984-1988

（第2批）

350.00

3 国家经济信息
系统示范项目

1988-1989

（第2批）

37.70

4 九省市（包含上海）
电话网扩建项目

1990-1992

（第3批）
437.34

5 国家经济信息
系统项目

1994-1995

（第3批）
203.00

6 宝山基础设施
改造项目

1994-1995

（第3批）
309.99

7 浦东国际机场
建设项目

1997（第4批） 400.00

日本对上海ODA明细表（日元贷款）

No. 项目名称 E/N签定年度 协议金额
（亿日元）

1 北京、上海、辽宁矿产品
研究中心器材装备项目

1986.01.11 11.40

2 上海医疗设备检验中心
器材装备项目

1986.03.19
3.20

3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器材装备项目

1989.12.05 16.08

4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器材装备项目

1991.04.30 1.57

5 全国急救人员培训中心
器材装备项目

1999.11.24 3.03

日本对上海ODA明细表（无偿资金援助）

No. 项目名称 实施年份 金额
（万日元）

领域 负责单位

1 松江县永福
小学重建项目

1991 353.9 教育研究 上海
总领事馆

2 江桥养老院
扩建项目

1991 444.0 民生环境 上海
总领事馆

3 青浦任屯村自
来水管道与下
水道整修项目

1991 598.6 民生环境 上海
总领事馆

4 上海站地区清
扫车提供项目

1993 610.0 民生环境 上海
总领事馆

5 防治非典
援助项目

2003 1708.0 医疗保健 上海
总领事馆

日本对上海ODA明细表（利民工程）

No. 项目名称 实施年份 金额
（万日元）

领域 负责单位

6 徐汇区星雨
自闭症儿童
练习中心环境

改进项目

2005 865.0 医疗保健 地方NGO

7 南汇桃源儿童
家庭保育服务
中心修复项目

2008 996.3 医疗保健 地方NGO

8 杨浦区社会

福利院老年人
康复中心设备

更新项目

2011 930.5 民生环境 上海
总领事馆

日本对上海ODA明细表（利民工程）
No. 申请单位 援助内容 实施年份 金额（万日元） 类别 中方部门

1 上海对外
经济贸易

学院

外语实习
教育用视听

器材

1983 4700 一般 外经贸
部

2 上海
文化局

视听
器材

1986 3700 一般 文化部

3 上海交
响乐团

乐器 1988 3700 一般 文化部

4 上海电
视台2台

节目制作
器材

1991 4700 一般 广播电
影电视

部

5 上海
博物馆

分析
器材

1993 4800 一般 国家文
物局

6 上海音
乐学院

乐谱
及图书

2003 1000 文化利
民工程

——

日本对上海ODA明细表（文化无偿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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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项目名称 开始年份 结束年份 中方
实施机构

备注

1 上海水产
加工技术
开发中心
项目

1986 1990 农牧渔业
部水产局

—

2 上海现代
模具技术
培训中心
项目

1991 1995 上海市
第二

轻工业局

1999-

2001后
续完善
合作

日本对上海ODA明细表（技术援助•专项方式）

No. 项目名称 开始年份 结束年份 中方
实施机构

备注

1 上海塑料厂
现代化计划
调查项目

1981 1982 — —

2 上海民用电子
厂现代化计划
调查项目

1981 1982 — —

日本对上海ODA明细表（技术援助•开放调查）

3 天津、上海、
广州电气通
信网改造计
划调查项目

1983 1984 邮电部 —

4 上海电容器
厂现代化计
划调查项目

1983 1983 — —

5 上海玻璃厂
现代化计划
调查项目

1983 1983 — —

No. 项目名称 开始年份 结束年份 中方
实施机构

备注

6 上海墨水厂
现代化计划
调查项目

1983 1984 — —

7 上海控制整流
素子现代化计
划调查项目

1983 1984 — —

日本对上海ODA明细表（技术援助•开放调查）

8 上海整流器
厂现代化计
划调查项目

1984 1984 — —

9 上海城市高速
铁道装备计划
调查项目

1985 1986 上海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上海市

市政工程局、上
海市地铁公司

—

10 上海第十钢铁
厂现代化计划
调查项目

1985 1986 — —

No. 项目名称 开始年份 结束年份 中方
实施机构

备注

11 新建机械厂
现代化计划
调查项目

1985 1986 — —

12 上海市大气
污染对策调
查项目

1986 1987 上海市环境
保护局

—

日本对上海ODA明细表（技术援助•开放调查）

13 上海—南

京高速公
路计划调
查项目

1986 1987 交通部计划统
计局、交通部
公路局，江苏
省交通厅，上

海市政工程管
理局

—

14 上海市黄浦
江架桥计划
调查项目

1987 1988 黄浦江大桥
建设办公室

—

No. 项目名称 开始年份 结束年份 中方
实施机构

备注

15 模具产业
振兴计划
调查项目

1988 1988 国家经济
委员会

—

16 上海市大陆机
械厂现代化计
划调查项目

1988 1988 — —

日本对上海ODA明细表（技术援助•开放调查）

17 上海合金厂
现代化计划

项目

1988 1989 — —

18 上海纺织总
架厂现代化
计划项目

1990 1991 — —

19 浦东新区外高
桥地区开发计
划调查项目

1992 1993 上海市城市
规划设计院

—

No. 项目名称 开始年份 结束年份 中方
实施机构

备注

20 上海鼓风
机厂现代
化计划调
查项目

1993 1994 — —

21 浦东国际
机场基本
计划调查
项目

1994 1995 上海市科
学技术委
员会

—

日本对上海ODA明细表（技术援助•开放调查）

22 浦东国际
机场实施
设计调查
项目

1996 1997 上海市科
学技术委
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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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项目名称 开始年份 结束年份 中方
负责机构

日方
机构

1 冈山—上
海高龄者
护理教员
培训中心
项目

2005 2008 上海
红十字会

JICA中国
地区国际
中心、社
会福利法
人旭川庄

日本对上海ODA明细表（技术援助•基层友好）

2 上海ESCO、
能源节约技
术转移领域
人才培训
项目

2009 2011 上海市
人民政府

JICA关西
地区国际中

心、大阪繁
华创造部、
财团法人太
平洋人才交

流中心

No. 项目名称 开始年份 结束年份 中方
负责机构

日方
机构

3 环境教
育促进
项目

2010 2012 上海市环
保局及上
海科技馆

JICA九州
地区国际
中心、北
九州市
环境局

日本对上海ODA明细表（技术援助•基层友好）

4 上海市节
能人才培
养项目

2011 2014 上海市
人民政府

JICA关西
地区国际中

心、大阪府、
公益财团法

人太平洋人
才交流中心

5 上海医疗
福利人才
研修项目

2011 2014 上海市民政局、
黄浦区人民政

府、浦东新区人
民政府

JICA中国地
区国际中心、

社会福利法
人旭川庄

派遣青年志愿者：共计6名

日本共对上海提供ODA1572.37亿日
元，其中日元贷款约1535亿，占总金额
的97.6%。从上海接受的7个日元贷款项
目来看，除1981年的宝钢一期工程外，
整个1980年代仅在上海一地实施的日元
贷款项目惟有国家经济信息系统示范工
程，贷款金额也不过37.70亿日元（该项
目系中央落沪项目）。

日元贷款与上海的现代化建设

其原因有二：首先，1980年代是第一
（1979-1983年）、二批（1984-1989年）日
元贷款时期，共实施项目数21个，主要
集中于港口、铁路及发电站等社会基础
设施和出口基地开发等方面，因日本当
时急于将中国辟为新的自然资源供应地，
遂对便于向日出口石油、煤炭等自然资
源的相关港口、铁路项目优先考虑。

日元贷款与上海的现代化建设

其次，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心
主要在毗邻港澳台的广东、福建等省份，而
长期扮演国家财政财源的上海角色依旧，每
年要将80%以上的财政收入上缴中央政府。
直到1989年，上海全年约170亿人民币的财
政收入中上缴金额仍高达130亿，占75%。

可以说，1980年代中央将上海仍置于付
出者的定位也是导致日元贷款极少投向上海
的原因之一。

日元贷款与上海的现代化建设

但进入1990年代后，以浦东的开发、开放为标志，证明
了中央已将上海置于了新一轮改革的桥头堡地位，这使
上海经济发展脚步明显加快。

与此同时，日方也强调1990年代的日元贷款援助重点
区域为东部沿海及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原料的
内陆地区。1991-1996年，中国东、中、西地区接受日元贷
款比例为40:27:28。

概言之，中央政策向上海倾斜和日元贷款以东部沿海
地区为主的方针是导致日本对沪日元贷款集中于1990年
代的两大主因。

日元贷款与上海的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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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是因应上海地区长期缺铁及我国
钢铁行业严重落后的现状而筹建的。在
当时中国资金、技术付诸阙如、形格势
禁的情况下，日方积极主动地在技术、
资金两方面给予大力援助，宝钢项目因
而成为1980年代初期中日经贸合作的重
要内容，使中国钢铁行业与国外先进水
平的差距被大大缩短了。

日元贷款与宝钢建设

日本援建宝钢原本与日元贷款无涉，是日
本政府在中方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背景下，
将第一批日元贷款的后两个项目转为“商品
贷款”，才使得宝钢一期工程得以续建。

日元贷款与宝钢建设

宝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大的工程，总投资额为
301.7亿人民币，而当时全国年财政总收入仅800亿人民币
左右。此外，无论是引进新日铁的技术还是成套设备均需
支付日元，当时中国外汇储备有限，且几乎全是美元。因
此，购买日本成套设备必须先用美元兑换成日元方可。
1978年时中国外汇储备共20亿美元，加之当年中国贸易
逆差严重，贸易赤字竟高达15.9亿美元。

而宝钢一揽子引进新日铁自制16个单元成套设备的价格
即高达3980亿日元，折合20.2亿美元。

日元贷款与宝钢建设

概言之，宝钢工程的巨大投入与中国
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及短缺的外汇储备
导致中国无法用现金支付引进的成套设
备。结果导致中国在1981年决定停建或
缩小规模宝钢的建设规模，同时决定向
订购成套设备的国外企业单方面宣布要
取消订购合同，并准备赔偿对方的经济
损失。这就是“宝钢合同变更事件”。

日元贷款与宝钢建设

为解决僵局，铃木善幸内阁于1982年2月12日委派前
外相大来佐五郎为政府特使访问北京，专门了解和处理
这项问题。与此同时，土光敏夫、

稲山嘉寛等人也积极游说日本政府，动员其对华贷款，以
续建宝钢。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双方就日方对华提供贷款
的方式与金额等问题重开谈判。

经过双方协商，日方同意将第一批日元贷款中的1000
亿日元（此外，通过进出口银行成套设备贷款和商业银行
贷款，又提供800亿日元），用于宝钢第一期工程的建设。

日元贷款与宝钢建设

宝钢一期工程在1985年9月15日竣工。它使中国钢铁
业与世界钢铁业之间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15-20年，开创
了国有大型钢铁企业成功引进技术装备和工艺的先例。

宝钢一期竣工后，附近辅助的基础建设未能及时跟进，
因此国家计委在宝钢三期建设过程中再次向日方申请日
元贷款，项目名称为“宝山基础设施改造”。日方在审定后
决定对该项目投入309.99亿日元，并将之纳入了第三批日
元贷款建设项目中。

日元贷款与宝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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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工程使用日元贷款份属特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首先是申请程序上的破例。一般而言，日元贷
款遵循“申请主义”，每个项目先由受援国政府向日本政
府提出申请，待日本政府审核，与受援国政府签署协议后，
贷款才能由“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发放。整个流程与
每个环节均层层把关，审核严格，耗时费力。但在宝钢案
例中，日本政府改第一批日元贷款中的部分项目为“商品
贷款”的形式，免除了通常情况下日元贷款的申请程序，
迅速地将贷款提供给宝钢，解了中方的燃眉之急。

日元贷款与宝钢建设
其次是援助对象的破例。日元贷款的援助范围主要是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环境保护，而宝钢属于商业性质的
生产性工业项目，显然不属于日元贷款的援助范围。但日
本却以“商品贷款”的形式向宝钢提供了日元贷款，使一
个商业性质的工业项目部分享受了远远优于商业贷款的
长期低息贷款。

日本的破例一方面反映其援建宝钢的积极态度和真
诚心意，另一方面亦是其推进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有力
证明。

日元贷款与宝钢建设

“浦东国际机场建设项目”作为浦东开
发、开放的重要一环，上海地方积极主
动，在筹建机场的前期准备中，充分利
用日本先进的技术和双方既有的良好的
合作经验，先后向日方申请了“基本计划
调查”、“实施计划调查”两阶段的技术援
助，又在筹款方面多方运作。

日元贷款与浦东机场建设

在日元贷款方面，早在1993年“浦东
机场”筹建处成立不久便通过市计委向
国家计委申请利用日元贷款，用于购置
设备和建筑材料。1994年2月中日双方
签定了实施细则协议，经国家计委初步
同意，在第四批日元贷款的前三年计划
中安排165亿日元。

日元贷款与浦东机场建设

但从浦东机场庞大的投资规模来看，165亿日元的贷
款与筹建处预想数目有所落差。上海市政府又委托号称
上海驻日“经济大使”的上海国际（日本）集团公司出面沟
通，以加大日元贷款金额。公司总裁兼上海市驻日经济贸
易首席代表陆秉孙利用自身建立起来的人际网络，奔走
于外务省、运输省、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国际协力
事业团（JICA）等主导事务ODA的日方部门，游说增加贷款，
最终为该项目申请了400亿的日元贷款，占浦东机场一期
工程总投资的26%，有效地保证了浦东机场建设的快速度
和高质量。

日元贷款与浦东机场建设

1998年，日本政府指出，“中国本身已有
能力进行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已经不是
为建设公路和水库提供巨额资金的时代
了。”以此为嚆矢，从1999年开始日本将援助
对象的重心改为环保问题，援助区域也以中
西部内陆地区为主。以此为背景，1997年开
始实施的“浦东国际机场建设项目”遂成为上
海使用日元贷款的最后一个项目。

日元贷款与浦东机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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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上海ODA在上海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既是双方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日友
好的有力见证。从援助倾斜度来看，它既体现了日本对一
般东部沿海地区援助的普遍性，也有与上海自身发展特
色相契合之处。如对上海日元贷款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最后一个援助项目结束于1997年，这与日元贷款
在1990年代末之前主要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援
助，援助重点区域为东部沿海地区这一方针一致。至于日
元贷款项目集中于1990年代，则基本与以1990年浦东开
发开放为契机，上海迎来大发展时期这一点相契合。

结 语

谢谢各位聆听！

40

日本的开发经验与对华日元贷款

2019年12月11日

北野 尚宏

早稻田大学理工学术院 教授

今日要点

41

1. 2100年的世界地图

2. 日本的开发经验：太平洋工业带构想

3. 利用日本的开发经验，开展对华日元贷款

4. 中国的对外援助

42

数据来源：峯陽一（2019）2100年の世界地図 :アフラシアの時代 岩波書店

人口规模变化对比地图
（Cartogram）
2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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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7-revision.html

世界人口预测

Region 2001 ％ 2100 ％

World 6,223 100％ 11,184 100％

Asia 3,777 61％ 4,780 43％

Africa 838 13％ 4,468 40％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849 14％ 1,211 11％

Europe 727 12％ 653 6％

Oceania 32 1％ 72 1％

Waseda Univ. N. Kitano

Afrasia

44资料来源：Prepared by the author based on Mine, Y. (2016). Dreaming Afrasia: An Essay on Afro-Asian Relations in Space-
Time Perspectives. AFRICA and ASIA, 143. and NASA G.Projector — Global Map Project
https://www.giss.nasa.gov/tools/gprojector/download/

太平洋工业带构想

过度集中和依赖现有四大工业
带，将会产生更大的经济发展
瓶颈，为打破这一隐忧而提出
的开发构想。
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60年内阁会议决议）探讨
过程中提出。

资料来源：Okamura (2018) in Melecky, Martin; Goswami, Arjun; Okamura, Akio; Overfield, Duncan. 2018. The Web of 
Transport Corridors in South Asia. Washington, D.C. : World Bank Group.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430671534922434794/The-Web-of-Transport-Corridors-in-South-Asia

45

Note:
Unit for the committed amount: USD mn
(*) XX: Within 3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X: Within Pacific Ocean Belt Zone or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zone

Source: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对日贷款

46

贷款总额的96.7％用于太平洋工业带开发

资料来源：世界銀行東京事務所「日本が世界銀行から貸出を受けた31プロジェクト」http://worldbank.or.jp/31project/#.XnMu76j7Tb2、Okamura (2018)

动态发展

47

以年均10％的经济发展速度，持续十年，经济规模在十年内增
加到2.5倍

数据来源：Okamura (2018)

年度 GDP实质增长率 比1960年
1960
1961 11.7％ 1.12
1962 7.5％ 1.20
1963 10.4％ 1.33
1964 9.5％ 1.45
1965 6.2％ 1.54
1966 11.0％ 1.71
1967 11.0％ 1.90
1968 12.4％ 2.13
1969 12.0％ 2.39
1970 8.2％ 2.59
平均 10.0％

国土均衡发展

48

《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62年）

《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1962年）

《工业建设特别地区建设促进法》（1964年）

资料来源：Okamura (2018)、https://kotobank.jp/image/dictionary/nipponica/media/81306024014555.jpg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7-revision.html
https://www.giss.nasa.gov/tools/gprojector/download/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430671534922434794/The-Web-of-Transport-Corridors-in-South-Asia
http://worldbank.or.jp/31project/#.XnMu76j7Tb2
https://kotobank.jp/image/dictionary/nipponica/media/8130602401455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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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发展

49
数据来源：Okamura (2018)、総務省

日本全国

太平洋工业带

非太平洋工业带

Waseda Univ. N. Kitano

高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公害问题

50
资料来源：Okamura (2018)、 https://www.erca.go.jp/fukakin/seido/1_2syu.html

太平洋工业带构想的教训

51

1. “工业带”促进产业聚集

2. 为了实现均衡发展，还需考虑非工业带地区的发
展

3. 遏制负面影响的必要性

资料来源：Okamura (2018)

日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
对铁路部门的贷款（1979-2005）

备注：Projects financed by WB and ADB during 2006-2010 are also shown on the map

数据来源：Source: NDRC(2009) China’s Experience with the Utilization of Foreign Funds 1979-2005, WB map, ADB and JICA 

Investment 
(bil.US$)
WB     25.5
ADB    26.4
JICA   62.4
其他 12.6
合计l  127

JICA PROJECT (JAPAN)

ADB PROJECT

52

Waseda Univ. N. Kitano

对华日元贷款与技术合作
煤炭等运输体系相关的18个日元贷
款项目、三港口可行性调查

53
资料来源：JICA資料等

53

秦皇岛港

日照港

Waseda Univ. N. Kitano

青岛港前湾港区建设计划调查
报告书1984年

54

资料来源：http://open_jicareport.jica.go.jp/pdf/10340669_01.pdf

https://www.erca.go.jp/fukakin/seido/1_2syu.html
http://open_jicareport.jica.go.jp/pdf/10340669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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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eda Univ. N. Kitano

青岛港扩建项目(1)～(6) 贷款合同
概要

55

数据来源：https://www.jica.go.jp/activities/evaluation/oda_loan/after/2002/pdf/project_96_allj.pdf

Waseda Univ. N. Kitano

青岛前湾港区建设与日元贷款项目所处
位置、港口货物吞吐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http://sd.phb168.com/a/950.html

http://www.dzwww.com/2011/sdx/sdyx/qingdao/201110/t20111012_6688172.htm 等 右下方照片 笔者自摄

第3阶段：中方
资金2005年竣工

JICA F/S
（1984）

第4阶段：与外资
合资2010年竣工

56

第1阶段：日元贷款（570亿日元）
1993年竣工

第2阶段：日元贷款（27亿日元）
1999年竣工

百
万
吨

Waseda Univ. N. Kitano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57数据来源：JICA資料等 左上方照片笔者自摄

1985

1995年竣工

胶州湾公路：日元
贷款（88亿日元）

1993年竣工

青岛市日资企业约500家
投资金额约5亿美元，其中
1/3投资面向开发区

给排水：日元贷款
（25.13亿日元）

2009

胶县（现胶州）-黄岛铁路（胶
黄线）：日元贷款（港口项目
的一部分）

中日城市化共同研究→推进形成特大
城市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0）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资料来源：http://libopac.jica.go.jp/images/report/P0000051544.html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hwb/201006/t20100622_585472.html

JICA and State Development Planning Commission 
(2001) Study for Preparing a Guide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Developmen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8

Waseda Univ. N. Kitano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东方工
业园

照片来源：笔者自摄

59

2011

Ministry of Public Service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公共サービス人材開発省）

Ethiopian Kaizen Institute (EKI)

2. Provision of advanced KAIZEN

3. Ensured quality of KAIZEN services, 
KAIZEN dissemination at national level

Expected outputs from the Project

1. Management capacity of EKI, Standardization of 
best practices

Project for Capacity Development for KAIZEN （改善） implementation for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and competitiveness enhancement

(Phase 3) : July 2015– June 2020

KAIZEN training &

Implementation

Advanced KAIZEN training for Consultants

BEFORE AFTERBEFORE AFTER

KAIZEN Implementation

Class Room Training （1 month） In-Company Training （9 months）

14

60

资料来源：JICA資料等

https://www.jica.go.jp/activities/evaluation/oda_loan/after/2002/pdf/project_96_allj.pdf
http://sd.phb168.com/a/950.html
http://www.dzwww.com/2011/sdx/sdyx/qingdao/201110/t20111012_6688172.htm
http://libopac.jica.go.jp/images/report/P0000051544.html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hwb/201006/t20100622_5854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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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eda Univ. N. Kitano

东京市粪便归田还农（昭和初期）

资料来源：青鹿四郎「農業経済地理」叢文閣1935年 p201

61 Waseda Univ. N. Kitano

连结城市和农村的传统型循环经济的瓦解
上海：城市粪便归田还农（1981）

62

蔬菜生产指定区

照片来源：笔者自摄

Waseda Univ. N. Kitano

北京和上海的粪便归田还农圈：
1981年

资料来源：北野尚宏 (1986) 中国における都市屎尿の農村還元について アジア経済 27(8)  58-73

63
64

64

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第1期日元
贷款项目（处理能力50万吨/天）

65

·利用日本的资金和技术，
支持建设北京首个正规污
水处理厂
·由曾就读于京都大学的中
国技术人员设计
·在东京都下水道局进行培
训
·为奥运会举办地-北京的
环境基础建设提供支持

资料来源：北京排水集団、JICA資料 Waseda Univ. N. Kitano

自北京高碑店污水处理
厂起，为中国全境59个
城市的污水处理厂建设
提供日元贷款

66

Gaobeidian sewage plant, Beijing

Chongqing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Lanzhou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Huai River Henan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Project ＜
Zhengzhou City, Pingdingshan City, Henan City, 
Zhumadian City＞
Henan Province Nanyang City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Beijing Sewage Treatment Facility Construction Project

Huhhot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Hohhot and Baotou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II)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rbin City Water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Project
Heilongjiang Songhua River Basin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Mudanjiang City, Yanshou ＞

Jilin Song Liao River Basin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 Jilin City, Songyuan City, Changchun City, 
Liaoyuan City＞
Jilin Province Jilin City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Project

Anshan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Dalian Water Supply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Project ＜Dalian City, Wafangdian City＞

Nanning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Yulin City Water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Project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Yining City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novation Project
Xinｊiang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 Hami City, Tulufan City, Wusu City , Kuitun City＞
Xinｊiang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II)
＜ Aletai City, Atushi City＞

Guiyang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Yunnan Kunming Water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Ningxia Water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 Yinchun City, Shizuishan City＞

Sichuan Water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
Yibin City, Suining City, Mianyang City, Panzhihua City, 
Ziyáng City＞

Anhui Water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Suzhou Water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Tianjin Wastewater Treatment Project

Tsingtao Development Project (waterworks and sewerage)

Zhejiang Sewage Treatment Project ＜Hangzhou City, 
Dazhong City, Jiaxing City＞

Xi’an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Shaanxi Water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Yichang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

Xiang River Basin Hunan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Project＜Changsha City, 
Yongzhou City, Yuuyang City, Changde City, Zhuzhou City, Linxiang City＞
Changsha Diversion Works and Water Quality Environmental Project

资料来源：JICA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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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领域日元贷款的效果
中国环境领域日元贷款贡献度评估调查（京都大学）

67

(1) 调查目的：分析对华环境日元贷款的有效性以及在环境政策和制度的改善
上发挥的作用，并通过模拟方式，对中国实施环境政策带来的环境负荷降低效
果进行推测
(2)调查项目
①第4次日元贷款（1996年-2000年）期间提供的环境日元贷款中，以重点地

区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防治为目的的16个项目，约1,600亿日元
②调查领域为工业污染防治、监控、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下水道、城市

燃气、地区供热等）
(3)调查结果
①污染物排放削减量（2003年） 大气（SO2）：19万吨 水（COD）：34万吨
②推动中国环境政策：推进重点地区环境污染防治项目，加大环境投资

数据来源：京都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中国環境円借款貢献度評価に係る調査 中国環境改善への支援（大気・水）』https://www.jica.go.jp/activities/evaluation/oda_loan/after/2005/pdf/theme_02_full.pdf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億円

01年度以降

第4次
(96-00年度)

第3次
(90-95年度)

第2次
(84-89年度)

第1次円借款
(79-84年度)

環境円借款
のうち調査
対象16事業

環境円借款

その他

环境示范城市项目（重庆）

环境示范城市项目（贵阳）

呼和浩特及包头环境改善项目

兰州环境建设项目

天津市污水防治项目

苏州市水质环境综合防治项目

浙江省污水防治项目

河南省淮河流域水质污染综合防治项目

湖南省湘江流域环境污染防治项目

柳州酸雨及环境污染综合建设项目

黑龙江省松花江流域环境污染防治项目

吉林省松花江辽河流域环境污染防治项目

沈阳环境建设项目
本溪环境污染防治项目

环境示范城市项目（大连）
大连城市给排水建设项目

通过在环境政策和制度改善方面的有效环境投资，推进了
重点地区环境污染防治项目，引进了总量管控

68

(1)为降低环境负荷，中国政府在制定“九五”
计划（1996年-2000年）时，着眼①引进污染
物总量管控；②实施重点地区污染防治；③
大幅增加上述目的的环境投资（4500亿元，
其中40亿美元利用外国资金筹措）
(2)为推进资金筹措，推动制定《跨世纪绿色
工程规划》，编制重点地区的环境污染防治
项目清单
(3)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传递重视环境的方针，
并在该规划制定阶段，承诺对该计划候补项
目提供环境日元贷款
(4)中国政府将总量管控和《跨世纪绿色工程
规划》纳入环境保护“九五”计划
(5)“九五”计划中，环境投资金额实现3600
亿元，其中282亿元以日元贷款项目形式实施
（提供13亿美元日元贷款：约占外国资金的
30％）

数据来源：京都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中国環境円借款貢献度評価に係る調査 中国環境改善への支援（大気・水）』
https://www.jica.go.jp/activities/evaluation/oda_loan/after/2005/pdf/theme_02_fu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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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環境保護第9次5ヶ年計画（96-00年）
「世紀を跨ぐグリーンプロジェクト計画」

環境円借款（96-0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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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円借款（96-00年度）

69 70

·运用日本积累的污水高度处理领域的经验，进行已有
污水处理厂（城市大规模设施<北京高碑店污水处理厂>
和乡镇小规模设施）的高度处理化所需技术的普及与运
营改善，并为其撰写指导方针。

・普及本项目的成果，以期对今后计划建设的其他污水
处理设施产生效果。

・派遣长期和短期专家，实施以掌握高度处理技术和技
术交流为目的的赴日培训。

・与日本民间企业开展技术交流。

资料来源：http://open_jicareport.jica.go.jp/618/618/618_105_12113569.html
http://gcus.jp/wp/wp-content/uploads/2013/11/d7985c4275de7f0203913b0322141d42.pdf

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与
运营改善项目（2010年-2013年）

Waseda Univ. N. Kitano

中国对外援助推算金额（净额）

71数据来源：Kitano. N. (2019). Estimating China’s Foreign Aid: 2017-2018 Preliminary Figures. JICA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www.jica.go.jp/jica-ri/publication/other/20190926_01.html

US$ Billion亿美元

两国间：无偿资金合作与无息贷款

多国间：经由国际机构

两国间：优惠贷款实际借贷金额（净额）

优惠买方信贷（参考）

Waseda Univ. N. Kitano

DAC及其他各国ODA净额与中国对
外援助推算金额（净额）对比

72
数据来源：Kitano. N. (2019). Estimating China’s Foreign Aid: 2001-2018 Preliminary Figures. JICA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www.jica.go.jp/jica-ri/ja/publication/other/20190926_01.html

亿美元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土耳其

中国

瑞典

荷兰

挪威

意大利

加拿大

阿联酋

澳大利亚

韩国

https://www.jica.go.jp/activities/evaluation/oda_loan/after/2005/pdf/theme_02_full.pdf
https://www.jica.go.jp/activities/evaluation/oda_loan/after/2005/pdf/theme_02_full.pdf
http://open_jicareport.jica.go.jp/618/618/618_105_12113569.html
http://gcus.jp/wp/wp-content/uploads/2013/11/d7985c4275de7f0203913b0322141d42.pdf
https://www.jica.go.jp/jica-ri/publication/other/20190926_01.html
https://www.jica.go.jp/jica-ri/ja/publication/other/20190926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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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达卡达舍尔甘地污水处理厂项目

73

• 该项目包括污水泵站，一条4.8公里长的污水输送管，污水处理厂和污泥焚烧系统，
有效治理达卡水环境生态污染。

• 污水处理规模为每天50万立方米，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孟加拉国乃至南亚地区最大规
模的污水处理厂。

• 达舍尔甘地污水处理厂项目由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负责设计和施工。项目业
主方为达卡市水务局，建设资金是来自中国的优惠贷款，合同金额约2.8亿美元。

资料来源：http://www.chinadaily.com.cn/m/powerchina/2018-12/12/content_37395504.htm 照片笔者自摄（2019年3月）

74

Before

After

JICA Clean Dhaka Project: What changed and how

资料来源：眞田明子（2018）

赤道几内亚・马拉博污水处理项目

75

• 2009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向葛洲坝集团承
建的赤道几内亚首都马拉博城市污水管网
与污水处理厂工程提供9亿元人民币对外
承包工程贷款。

• 该项目是赤道几内亚政府为完善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促进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改善
城市环境，防治水污染而修建的，具有良
好的社会效益。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推
动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资料来源：http://english.eximbank.gov.cn/News/WhitePOGF/201807/P020180718416279996548.pdf

http://www.eximbank.gov.cn/aboutExim/annals/2009/201807/P020180712376254829432.pdf

中日技术合作的进程和成果
ー以医疗保健领域为例ー

冈田 实
2019年12月11日＠对华ODA40周年研讨会

目录

● 1.前言——医疗保健领域中日技术合作的开始

● 2.中日友好医院

● 3.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 4.消灭脊髓灰质炎 （小儿麻痹）

● 5.四川大地震与国际紧急援助

● 6.结语——合作的“回忆”成为无形“公共财产”

77

■1979年12月：大平首相访华

・在第一个财政年度提供了500亿日元的贷款

・北京市现代医院建设计划（后来的中日友好医院）

・表明为日语教育（后来的“大平班”等）提供支持

78

● 1.前言

ー医疗保健领域中日技术合作的开始

http://www.chinadaily.com.cn/m/powerchina/2018-12/12/content_37395504.htm
http://www.google.co.jp/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x9d2tmtDMAhVCYaYKHR8KDakQjRwIBw&url=http://www.jica.go.jp/oda/project/0868390/field.html&bvm=bv.121421273,d.dGY&psig=AFQjCNGIkTU4BX-elSRb7N8XTqj2ngpgqA&ust=1462993672740197
http://english.eximbank.gov.cn/News/WhitePOGF/201807/P020180718416279996548.pdf
http://www.eximbank.gov.cn/aboutExim/annals/2009/201807/P0201807123762548294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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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和长城组合而成的标志

● 2.中日友好医院

鉴真和尚石像 1984年3月24日，中曾根首相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医院

发展为中国国内医护人员的培训基地

JICA医学进修生归国人员同学会在四川大地震灾区开展无偿义诊活动

以及参加活动的青年海外协力队员

●3.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84

842007年11月13日，日本轮椅篮球队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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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85

■由“从无到有”到“人才培养”，进而向“全国辐射”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名 称 中国肢体功能障碍者
康复研究中心项目

康复专业人才培养
项目

中国中西部地区康复
人才培养项目

合作期间 1986年11月25日～
1991年10月31日

2001年11月1日～
2006年11月24日

2008年4月1日～
2013年3月31日

背 景 1984年 3月，由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
起，得到中国政府认
可后，决定在北京市
内开展。

满足中国康复事业
需求的教育的质和

量均不足。

全国从事康复事业的
专业人才明显不足。

86

86

■日本“1950年”这个时间轴（选自对相关人士的采访）

如何将日本的康复技术、理论等带到中国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最困扰
我的就是这个问题。于是，我就想中国这个时候相当于日本哪个年代呢？
感觉相当于日本的1950年。

说起1950年是什么感觉呢？大家都很穷啊。日本战后有驻军，有一家叫做
PX的专门面向驻军的商场，那里什么都有。当时，中国有友谊商店，去友
谊商店的话什么都能买到。但是，中国人去不起。

一样贫穷，但为了振兴国家，大家都在拼命工作。这就是1950年吧。所以，
我想首先要考虑时代，再想如何才能把康复技术和理论带到那里去。

中国的医生，与日本1950年左右的医生一样，以治病为主。脑子里想的是：

病能不能治好？人会不会死？或者，会不会留下残疾？即使留下残疾也没
办法。命都救了，就别再要求更高了。

还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是，我们做的是如何让残疾人找到工作，回归社会。
而中国以前的想法是，“中国劳动者受伤后有确实的保障，怎么还能让他
们工作呢？我们做不出那么过分的事” 。

87

87

■对记忆中的日本专家的敬慕（选自对相关人士的采访）

 对原国立康复中心的津山直一总长的回忆和追悼会
那是我们到机场接津山老师时的事。飞机已经到了，我们在出口等着，但是老师一直

没出来。我们正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的时候，正好这时，津山老师突然出现在我身边，
笑嘻嘻地跟我们打招呼说“你好”。我们怎么没看见他出来呢？是因为津山老师当时穿着
中国风格的衣服（中山装）。津山老师2005年2月去世的时候，我们缅怀津山老师，心情
悲痛。我们还在中心的大会议室举行了特別的追悼会，大家都表达了对津山老师的哀悼之

情。

 演示儿童动作的60岁老师
在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当中，有一位在日本非常有名的老师。我感觉当时大概60岁。那

位老师模仿孩子的动作，真的在地上又爬又滚地为我们演示。年纪这么大的老师，为了教
我们，做到这个程度，真的很感动。老师让学生躺在床上，自己转动头部，学生在老师的
引导下也不自觉地跟着动。我们很吃惊。心想还有这样的事呢，那我们也试试吧，大家就
真的非常高兴的去做了。

 脊髓损伤的新娘让人感动
那时候最让我感动且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课上观看了脊髓损伤患者拼命接受训练，

进行上坡练习的视频。受了脊髓损伤的打击之后，患者会拼命思考今后该怎么办，接受训
练，最后，穿着新娘婚纱结婚的一幕，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意识到即使脊髓损伤了也是
可以结婚的。从那时开始我就感觉日本的康复真好，想去日本，想去留学。

88

88

■持续的人才培养——专家和C/P的牢固羁绊（选自对相关人士的采访）

 奖学基金
专家一方对于认可的人才，自己出钱成立了一个奖学基金，让其到日本清濑市的一家

康复学院留学3年。

 对扩展至东亚的“中日韩康复网络”的期待
虽然JICA的项目结束了，但以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日本国立康复中心、韩国康复中

心3家机构，毎年会举办1次左右的会议。

数据来源：WHO/WPRO

●4.消灭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 脊髓灰质炎的临床特征

发热、2-3日的稳定状态

急性弛缓性麻痺（通常出现
在下肢）

麻痹不可逆

死亡率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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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第11届厚生科学审议会传染病分科会预防接种小组资料3-7国立感染症研究所
“关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资料单” 2010年7月7日、4页

图2 日本脊髓灰质炎病例数的变化（1947年～）

北海道等地爆发脊髓灰质炎
紧急引进脊髓灰质炎活疫苗(OPV)

定期预防接种OPV 1964-

80年代以后的脊髓灰质炎病例
均为疫苗相关的麻痹型病例

Global Polio Situation 1988

Zero reported virus with excellent surveillance or low  risk 

Known or probable wild poliovirus transmission

Zero reported virus but insufficient surveillance and high risk

93

WHO的顶层设计

○1988年5月：第41届世界卫生大会
→通过了“2000年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的

决议

○1988年9月：第39届WHO西太平洋地区委员会
→ “1995年在该地区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决

议

○但是・・・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各种报告制作而成

山东省脊髓灰质炎病例数

全国脊髓灰质炎病例数

中国・全国和山东省脊髓灰质炎发生件数推移（1980－1995）

5,963例中有5,065例为中国病例（1990年）
96

京都宣言2000年10月
 

 

 

 

 

 

 

 

 

 

 

 

 

 

 

 

 

 

 

 

 

 

 

 

 

 

 

 

準備期 

1988－1990 

山東省での 

立ち上げ期 

1990－1991 

北方 5省での 

本格展開期 

1991－1996 

南方 5省への 

成果普及期 

1996－1999 

後継案件 

展開期 

2000－2011 

個別専門家 
技術協力 

プロジェクト方式技術協力 

無償資金 

協力 

1993  

 

ワクチン、コールドチェーン、実験室機材 

 

感染症機材供与（サーベイランス用車両等） 

国際機関、民間ド

ナーによる協力 

准备期
1988-1990

在山东省
的启动期

1990-1991

在北方5省的正
式展开期

1991-1996

向南方5省的
成果推广期
1996-1999

后续项目
展开期

2000-2011

技术合作

无偿资金

合作

国际机构、民
间援助方开展

的合作

个别专家 项目方式技术合作

提供传染病防治设备（监测用车辆等）

疫苗、冷链、实验室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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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选自对当时的中国卫生部防疫司司长的采访

 视察结束后，千叶老师一行来到位于后海的原卫生部作汇报。让人印象特别
深的是，他们很重视现场工作，对山东省的基层卫生部门和儿童的情况把握

得很充分。

 从千叶老师的汇报中得知了当地工作的基本情况、医疗从业人员不足、设备
老化等一系列问题，他还特别强调了当地百姓的生活状况。

 汇报中途，千叶老师声音哽咽，眼里含着泪水。他有感于得了脊髓灰质炎的
孩子的家庭状况，真是无比凄惨。虽然为了治病倾注了所有财产，但是几乎
没有效果。而且，对于孩子来说，不光是落下了严重残疾，生活的穷困压得
他们喘不过气。看到这种情况，千叶老师一行由衷地表示同情。我感到他们
是从内心涌现的感情。不只是一次例行视察，而是在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调查
后，在准确把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由衷地想帮助别人。不是“我来拯救
你”这样的从上而下的视角，而是作为同样的人。此外，从老师们较高的学
术水平感受到了日本政府和JICA的诚意。

 由此，我们和他们之间，建立了深深的信赖、尊重和友好的基础。

在乡镇卫生院调查疫

苗接种情况

在村子里走访

走访结果和台账对照

确认有无预防接种手册

99
国家主席江泽民（左）、总理李鹏（正中上）、副总理朱镕基（正中下）、全国政治协商
会议主席李瑞环（右上）、副总理李岚清（右下）参加全国疫苗普及活动

100

101

国家卫生部长对专家进行表彰
○记录与项目相关的长期专家13名、短期专家37名所有人
员的名字，表达感谢之意。

○1999年11月，国家卫生部授予千叶靖男专家（首席顾
问）“中国卫生奖”，授予原稔专家（病毒学）及入山龙
治专家（业务协调）“卫生部优秀专家奖” 。

102

102

接受卫生部长表彰的千叶靖男先生、原稔先生、入山龙治先生（1999年） （从左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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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2008年5月）时救助队徹夜开展搜救活动的照片103

● 5.汶川大地震及国际紧急援助

救助队向被发现的遇难者致哀＠青川县

与日本队伍联合救援的北京市消防局的领导，以前是JICA技术合作
项目的中方负责人 作为医疗队基地的帐篷＠华西医院

107成都市民赠送的“中日友好熊猫”＠华西医院 108

●大学生留言摘选

・为了救助更多的人，
在中国非常困难的时期
特意赶来，非常感谢。

・向我们展示了人性中最
善良的一面。

・感谢日本人道主义的温
暖。

四川大学生赠送的集体留言＠医疗队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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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后和中方（右）交流的医疗队员（左） 活动结束后，与华西医院相关人员合影留念

活动结束后 2019年9月4日，拓殖大学国际学院冈田研究班的学生访问灾区

113
中日学生共同追悼 中日学生一起参观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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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紧急援助队的活动照片

日本国际紧急援助队使用过的医疗箱

来自仙台市水道局等地方政府的支援物资 118

●6.结语——合作的“回忆”成为无形的“公共财产”

■成果1：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成果2：为中日战后和解进程做出了贡献

■在中日两国民间交流与合作中，孕育了更多“感动”
（心被打动了）
→将那份“回忆”形式化、共享、传向未来很重要

■努力创造能够为“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带来积极作
用的共同的“回忆”
→不只是共同的“利益”，还要创造共同的“回忆”

119

感谢您的倾听！

119

黄土高原治山技术培训项目

北京林业大学

吴斌

201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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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木材利用项目

黄土高原治山技术培训项目

林业病虫害防治项目（宁夏杨树天牛防治）

林业育种项目（湖北林木育种中心）

人工林利用项目（中国林科院）

林业干部培训项目（国家林业局林业管理干部学院）

汶川地震森林恢复项目（四川）

林业开发调查项目（四川安宁河）

无偿援助造林项目（宁夏和山西）

小渊基金项目（中国各地）

热带林管理项目

朱鹮保护项目

……

中
日
林
业
技
术
合
作
项
目

1.黄土高原治山技术培训项目简介

“黄土高原治山技术培训”项目实施期间为1990年1月-

1995年1月，1999年9月-2001年9月，共实施7年。

国家林业局

北京林业大学

山西吉县林业局

日本林野厅

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

为黄土高原地区培养水土保持和植被恢复的技术人才

研究和开发水土保持实用技术

建立试验示范区

土壤侵蚀防治技术

水土流失控制技术

恢复植被技术

小流域管理技术

植被生态水文效益的评价技术

合作目的：

双方技术专家在森林水文、土壤科学、水土保持设计、

水土保持施工、农地防灾等方面紧密合作，主要成果有：

2.取得的成果

2.1 为黄土高原地区培训基层水土保持和林业技术人员294名，

这些技术人员已经成为各自单位的技术骨干和领导者。李永芳

已经荣升临汾市环保局局长。

2.2 在山西吉县建立了野外教学实习基地，修建气象观测塔2

座，量水堰8座，坡面径流小区15个，提供了一批气象、水文、

径流泥沙、土壤水分等观测仪器。这为该基地于2005年成为国

家级生态定位观测研究站坚定了坚实基础。

2.3 在蔡家川流域采用径流林业技术营造的1080公顷水土保持

林（其中200公顷果树）已成为黄土高原植被恢复的示范林，建

立水土流失治理示范流域1个，修建梯田8.3公顷作为农民的基

本农田，坡面上营造水土保持林70公顷，种植林草间作带6.4公

顷防治坡面的水土流失。在沟道内修建混凝土拦砂坝1座、淤地

坝1座、浆砌石坝（小水库）1座、石笼谷坊1座、土袋谷坊1座、

编柳谷坊2座柳、桩谷坊3座，从支沟到主沟由谷坊、拦砂坝、

淤地坝、小型水库形成了拦砂、淤地、蓄水的沟道治理模式。

蔡家川植被恢复模式在黄土高原普遍推广应用，被誉为植被恢

复与水土保持的教科书。

为蔡家川森林公园和人祖山旅游开发打下良好基础。

2.4 北京林业大学先后有16名教师赴日本研修，这些赴日本进

修教师先后晋升为教授，其中吴斌教授当选了北京林业大学书

记，朱金兆教授、王玉杰教授先后当选了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和

副校长，杨维西教授当选国家林业局治沙办总工程师，张洪江

教授、张学培副教授当选了水土保持学院院长和副院长。

远藤泰造和松冈广雄先后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出版著作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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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示范小流域

淤地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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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坊群

混凝土拦砂坝

淤地坝

2009年

淤地坝

2015年因修建高速公路被填埋

友好ダ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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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李永芳

径流林业整地技术

4.蔡家川植被恢复措施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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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蔡家川流域造林地

2019.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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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生

栽植果树的整地措施

5. 果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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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

道路模式

自然坡
面模式

场院模式

集水
贮水

微灌

田间管理

高产丰收

蔡家川基地

6.基础设施及观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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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林场基地

2006

观测设施

坡面径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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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主沟2号堰

农地流域1号堰

人工林流域3号堰

封禁流域4号堰
半次生林半人工林流域5号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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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生林流域6号堰 半农半牧流域7号堰

泥沙自动采样器

JICA提供的光合仪

后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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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6 日本大学阿部和时教授及学生

2006.8
2009.8森林综合研究所清水晃、壁谷直记

日本森林综合研究所藤枝基久一行

1.更新观念

2.改进管理

3.人才培养

4.建立示范

5.人员交流

6. 应对全球变化和环境问题，需要国际合作

7.黄沙不需要签证！！！

关于中日林业合作项目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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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ご清聴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日本对华ODA援助40周年研讨会

中国人眼中的日本JICA专家

周 冬 霖

1999年，大约在冬季，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举办
的“日本对中国经济开发援助（ODA）20周年”纪念
活动上，我第一次接触到ODA的相关信息。

日本驻华大使馆“利民工程无偿援助”项目，支持中国
社会科学院对口扶贫的陕西省丹凤县，为当地乡村发展起
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跟踪调研“日本对华无偿援助”项目 我跟踪调研“日本对华无偿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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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合作的现状分析
－环境领域（大气、废弃物）－

2019年12月11日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评估部长 阪仓章治

目录

1. 1990年以后环境领域对华ODA的变迁

2. 环境领域对华ODA的实际情况

3. 横向分析对社会的影响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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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90年以后环境领域对华ODA的变迁
（大气领域）

1
9
5

国
家
计
划

课
题

大
气
环
境

环
保

J
I
C
A
的
合
作
项
目

环境保护目标
加强工业污染源管制

循环型经济概念出现
生态工业的实验性研究
环境目标、管制措施

向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两手
抓转变
和谐稳定的可持续性发展
向资源节约型国家转变

推进循环型经济
资源节约型社会

循环型经济的发展
绿色、低碳、零排放模
型

严重的大气污染

制定SOX约束性指标 制定NOX约束性指标

沙尘暴煤尘

臭氧
SOX：上海市大
气污染对策调

查
（1986-1987）

酸雨：柳州市大气
污染综合防治计划
（1993-1995）

SOX/NOX：大连环
境示范区建设开

发调查
（1996-2000）

SOX/NOX：贵阳市
大气污染综合防
治对策规划调查
（2003-2004）

PM2.5：北京市
PM2.5调查
（2013）

【联合研究、如何解
决跨境问题】

中国环境信息网
络建设器材装备

计划
（2000-2001）

中国酸沉降及沙尘
暴影响监测网络建

设项目
（2006-2008）

大气污染治理项目（39个城市）（1996-2007年）

天然气热电联产设施、电动集尘器、排尘脱硫装置、集中供暖设备等

中日友好环境保
护中心设立计划

（1990）

【对工厂等污染源提
出技术建议】

无偿资金合作 有偿资金合作 技术合作 开发调查

【联合研究、如何解决跨境问题】

制定臭氧及细颗粒物（PM2.5）
污染控制规划能力建设项目

（2013-2016）

完善市场经济、保障和改善
民生有关法律制度完善项目

（2014-2020）

大气氮氧化物总量控
制项目

（2012-2016）

冶金燃烧环保技术改
善项目

（2002-2007）

石油化工废气处理
技术

（1996-2001）

大连省能源教育

中心
（1992-1999）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
中心项目(Ⅰ)
（1992-1995）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
中心项目(Ⅱ)
（1996-2002）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
心项目(Ⅲ)

（2002-2008）

推进循环经济项目
（2008-2013）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
会项目

（2016-2021）

【协助起草环境保护法修订案】

1-2. 1990年以后环境领域对华ODA的变迁
（废弃物领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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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资金合作 有偿资金合作 技术合作 开发调查型技术合作

J
I
C
A
的
合
作
项
目

可持续发展

国
家
计
划

废
弃
物
处
理

环
境
保
护
中
心

环境保护目标
加强工业污染源管制

循环型经济概念出现
生态工业的实验性研究

环境目标、管制措施

践行循环型经济
向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两手

抓转变
和谐稳定的可持续性发展

推进循环型经济
向资源节约型社会转变

循环型经济的发展
绿色、低碳、零排

放模型

第一阶段 改善公共卫生
第二阶段 降低环境负荷、防止污染

西安市生活废弃
物处理计划调查
（1989-1990）

柳州酸雨及环境污染综合治理项目（1996-2009）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
中心设立计划
（1990-1995）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
心项目(Ⅰ)

（1992-1995）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
中心项目(Ⅱ)
（1996-2002）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项目(Ⅲ)

（2002-2008）
推进循环经济项目

（2008-2013）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
会项目

（2016-2021）

西安市废弃物管理改善计划
（2003-2005）

湖南省湘江流域环境污染对策项目
（1）（2）（1997-200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环境综合治理项目（2005-2015）

贵州省环境治理及人才培养项目（2006-2015）

湖南省城市废弃物处理项目（2007-2015）

安徽省城市废弃物处理项目（2007-2015）

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
系建设及示范试点项目

（2010-2015）
相辅相成

第三阶段 通过3R建设循环社会

2-1.环境领域对华ODA的实际情况
（大气领域的合作：科学调研、探明原因）

197

①

⑧

②

⑦

③

⑤

在全国建设完善100处监测网络

酸雨、沙尘暴、NOx、SOx、PM10/2.5、臭氧等
跨境环境课题相关调查、联合研究

⑨
⑩
⑦

环境保护中心为确定沙尘暴来源而进行
沙的分析指导

大气成分分析机

项目名称（实施时间） 形式

① 上海市大气污染治理（1986-1987：SOx） 技术合作

② 柳州市大气污染综合防治计划及大范围区域的酸性落下物遥感监测调查（1993-1995：酸雨） 技术合作

③ 大连环境示范区建设开发调查（1996-2000：SOx/NOx） 技术合作

④ 中国环境信息网络建设器材装备计划 （2000-2001，对象城市：重庆市、大连市、长春市）
第二期中国环境信息网络建设器材装备计划 （2001-2002，对象城市：全国89个城市）

无偿资金合作

⑤ 贵阳市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对策规划调查（2003-2004：SOx/NOx） 技术合作

⑥ 中国酸沉降及沙尘暴影响监测网络建设项目（2006-2008）在全国共34个监测站实施 无偿资金合作

⑦ 大气氮氧化物总量控制项目（2012-2016：Nox，对象城市：北京市、湘潭市） 技术合作

⑧ 北京市PM10及PM2.5大气污染相关信息收集、确认调查（2013） 技术合作

⑨ 制定臭氧及细颗粒物（PM2.5）污染控制规划能力建设项目（2013-2016，对象城市：北京市） 技术合作

⑩ 环境保护中心项目(Ⅰ)-(Ⅲ)（对象城市：北京市） 技术合作

⑪ 推进循环经济项目（2008-2013，对象城市：北京市） 技术合作

⑫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2016-2021，对象城市：北京市等） 技术合作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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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2-1.环境领域对华ODA的实际情况
（大气领域的合作：为推进治理提供技术支持）

①②

为推进污染源治理设立培训中心

支持开发和引进污染源控制技术

③
③

④

⑤

⑤

视察钢厂及水泥厂技术引进对象企业的设施

项目名称（实施时间） 形式

① 大连中国节能教育中心（1992-1999: 设立、器材、对口人员的培养） 技术合作

② 石油化工废气处理技术（1996-2001：废气处理技术对口人员培养、技术研究、普及减排技术） 技术合作

③ 煤炭环境保护安全培训中心（1997-2002：设立、器材、对口人员的培养） 技术合作

④ 冶金燃烧环保技术改善项目（2002-2007：设立、燃烧、排烟、节能技术的开发及普及） 技术合作

⑤ 大气氮氧化物总量控制项目（2011-2016：NOX技术诊断、为引进控排技术提供建议） 技术合作 1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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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环境领域对华ODA的实际情况
（大气领域的合作：实施治理、控制排放）

环境合作示范城市项目（重庆）
环境合作示范城市项目（贵阳）

呼和浩特与包头环境改善项目
包头市大气环境治理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大气环境治
理项目

河南省大气环境治理项目＜焦作市、
漯河市、平顶山市、信阳市、驻马店市＞
河南省南阳市环境治理项目

安徽省大气环境改善项目＜巢湖市、
滁州市、阜阳市、合肥市、淮南市、马鞍山市、
铜陵市、芜湖市＞

黑龙江省松花江流域环境污染治理项目＜鸡东县、

伊春市＞

本溪环境污染治理项目
沈阳环境治理项目
鞍山市综合环境治理项目
环境合作示范城市项目（大连）

兰州环境治理项目
甘肃省兰州市大气环境治理
项目

北京市环境治理项目

太原市综合环境治理项目

湖南省湘江流域环境污染治理项目
＜长沙市、浏阳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城市环境治理项目（Ⅱ）
（阿勒泰市、阿图什市）

吉林省吉林市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柳州酸雨及环境污染综合治理项目

安徽省大气环境改善项目
天然气加气站

环境合作示范城市项目（重庆市）
天然气供应设备

北京市环境治理项目
热电供应设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
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供暖设备建设】燃煤锅炉

太原市综合环境治理项目
通过本合作建设的焦炉废气处理设备（脱
硫设备）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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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施日元贷款项目

在39个城市为改善大气污染提供支持
天然气热电联产设施、电动集尘器、排烟脱硫装置、

集中供暖设备的建设完善等

2-1.环境领域对华ODA的实际情况
（大气领域的合作：实施治理、控制排放）

贵阳市的案例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大气环境，进一步推进循环经济而开展的合作～

・贵阳市市区（示范区）的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削减了8成以上（1996⇒2005）
・2004年-2005年未发生酸雨。

贵阳市

贵阳市因重化学工厂等燃烧煤炭而导致大气污染日益严重，尤其是二氧化硫浓度大幅超过适用于城市住
宅地区的国家大气环境2级标准。主要来自工厂的SO2和NOx等所导致的酸雨占年降水量的21％，贵阳市也
因此被称为“酸雨城市”。

•2   

•3   

照片来源：JICA后评估报告

＜项目实施前的炼铁厂＞ ＜项目实施后的炼铁厂＞

削减SO2、煤尘、粉尘

环境合作示范城市项目（贵阳）
【概要】实施时间：2000年3月- 2012年10月
实施单位：贵阳市人民政府 总经费：144.35 亿
日元

2002年5月，作为“循环经济型生态建设试点城市”率先获得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批准。
2004年11月，制定全国首部有关循环型社会的条例《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

・2003年-2004年 通过“贵阳市大气污染治理计划调查”协助制定综合开发计划（开发调查）
・2005年 通过循环经济相关赴日进修协助制定条例（国别进修）
・派遣大气环境、循环经济方面专家，对市内企业进行技术指导（技术合作）

实施“环境合作示范城市项目（贵阳）”，在7家污染源工厂进行大气污染治理，建设天然气
供应设施等，为贵阳市的大气污染改善工作提供了支援。

为改善大气环境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日元贷款）

为推进循环经济，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

有效利用日元贷款，配置了集尘
器（上）并进行了天然气转换。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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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环境领域对华ODA的实际情况（大气领域）

大气环境管理的流程

资料来源：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现状与国际协力机构的国际贡献20
1

①科学调查、探明原因
②为推进治理提供技
术支持

③实施治理、控制排放

④评估

污染源

大气环境
监测

污染源清单
模拟

制定合理
的政策、
计划 呼吁企业进

行治理

制度的运用
（行政层面）

ー法律制度等

体制的强化
（组织层面）

基础设施建设
（技术层面）
ー引进环境设备
ー燃料转型

面向行政官
员的法律制
度建设支援

资金合作（无偿）

资金合作（无偿、有偿）

大
气

环
境
的
改
善

开发调查

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

监测

202

可持续开发的实践

降低环境负荷

建设循环型社会

改善公共卫生

实现以3R为目标的废弃物综合管理

顺
应
发
展
阶
段
的
支
援

综合性

支援

有效利用
地方政府的
经验和技术

与民间组织
携手合作

制度建设
支援

资料来源：JICA在废弃物管理领域的国际合作（废弃物管理领域立场文件）2017年6月第4版

废弃物管理的合作理念
2-2.领域对华ODA的实际情况（废弃物领域）

①
④

⑤

③
⑧

②

⑥

⑦

项目名称 形式

①西安市生活废弃物处理计划调查
②柳州酸雨及环境污染综合治理项目
③湖南省湘江流域污染治理项目
④西安市废弃物管理改善计划
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⑥贵州省环境治理与人才培养项目
⑦安徽省城市废弃物处理项目
⑧湖南省城市废弃物处理项目

技术合作
有偿资金合作
有偿资金合作
无偿资金合作
有偿资金合作
有偿资金合作
有偿资金合作
有偿资金合作

在30个城市建设废弃物处理设施

2-2.环境领域对华ODA的实际情况（废弃物领域）

203

第一阶段 改善公共卫生
第二阶段 降低环境负荷、防止污染

成果

建设设施
最终处理厂、渗出液处理设施
转运站
焚烧设施、沼气化设施

引进卫生填埋技术
提高运输能力

能源回收

采购器材
转运站器材
转运车、集装箱
环境监测器材

建设完善收集体制、运输体制
定期进行环境监测

赴日培训
参观垃圾焚烧设施、垃圾回收搬
运系统，参观回收企业，政府的
各项措施等

提高废弃物管理能力
顺应废弃物管理流程的技术改善
农村地区废弃物治理措施

建设设施
采购器材

赴日培训

及时回收 妥善的最终处理

废弃物管理能力建设

改善
无害化
处理率

实现成果的过程

2-2.环境领域对华ODA的实际情况（废弃物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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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ica.go.jp/oda/project/_component/r7mcj0000001sipb-img/07.jpg
https://www.jica.go.jp/oda/project/_component/r7mcj0000001sfwe-img/03.jpg
https://www.jica.go.jp/oda/project/_component/r7mcj00000003xc9-img/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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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形式

①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Ⅲ）
②推进循环经济项目
③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及示范试点项目
④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

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

①②③④

③

③
③

③

②调研的城市
③试点项目所在城市

②

②

②

为推进生产、流通、消费等
整个过程中的减量化、再生
利用、资源化提供支持

2-2.环境领域对华ODA的实际情况（废弃物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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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通过3R建设循环社会

1．促进中国国内的环境治理

3．促进各层面的交流

 与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人才交流

 促进中日两国民间层面的交流

2．对建立健全环境管理相关法律的贡献

 为修订环境保护法、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法草案提供协助

 促进废弃物循环利用相关政策体系及法律体系的完善

 通过结合中国的时代需求开展合作，促进中国的环境治理

 对中国政府及企业等组织的影响

3. 横向分析对社会的影响

2
0
6

通过结合中国的时代需求开展合作，促进中国的环境治理

日本的合作 （传授日本应对历史上的环境问题的相关经验和技术）
中国环境相关课题⇒充分利用合作项目⇒人才培养、技术支援、基础设施建设、
体制强化⇒加强环境课题的综合性管理能力

为中国的环境治理打下坚实基础做出了贡献，向政策决策者提出建议
对社会的影响：对政策、中国政府、企业等组织的影响

制定监测、
治理计划

技术合作、开发调查
通过无偿资金合作
完善监测器材

技术支援

对工厂等污染源企
业进行技术指导

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日元贷款、无
偿资金合作建设基

础设施

体制强化／
法制建设

制定环境相关法
律的修订案，培

训政府官员等

为加强综合性管理能力提供支持

3-1. 促进中国国内的环境治理

2
0
7

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为实现废弃物循环利用而促进法制建设

日本的合作（传授日本曾经历过的环境问题的相关治理经验、技术）
中国环境相关课题⇒构建合理的框架⇒人才培养、技术支援、体制強化
⇒政策建议、为法制建设提供支援

为中国的环境治理打下坚实基础做出了贡献，推进了环境保护
责任的履行，为提高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做出了贡献

对社会的影响：对政策的影响 环境法的完善

完善市场经济、
保障和改善民生
有关法律制度完

善项目
环境保护法修订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

民事诉讼法、民

事相关法律项目
引进增设了环境污染
受害者救济制度的新

民事诉讼法

城市典型废弃物
循环利用体系建
设及示范试点项

目
开展政策研究，在试
点城市开展循环利用

实践

推进循环经济
项目

推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
政府绿色采购、培养环
境教育人才、静脉产业
生态工业园建设的国家
基本构想、废弃物管理

制度改善

为实施新的环境政策提供支援

3-2. 对建立健全环境管理相关法律的贡献

2
0
8

与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人才交流，促进民间层面的交流

年 北九州市 北九州市对华环境合作

1979 与大连缔结友好城市

1981 在大连市开设“公害管理讲座”

1989 JICA九州国际中心开业

1993 向中国政府提出“大连环境示范区
规划”

1996 “大连环境示范区建设开发调查”
启动（1996-2000）

1998 设立北九州环境商务推
进会（KICS），约有40

家当地企业参加。参加

2000 召开联合国ESCAP环境
部长级会议

参加第1届中国国际环境保护博览会
（启动国际环境业务）

2001 施行《北九州环境基本
条例》（通过条例定位
环境国际合作）

与大连市的环境合作获得高度评价，
北九州市长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
“国家友谊奖”

2002 派遣北九州市环境商务代表团（前
往大连市、重庆市，共12家公司参
加，进行商谈23场）

2006 启动亚洲环境人才培养
基地建设项目（至

2010）

与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签订环境
合作相关备忘录

2007 生态工业园项目（青岛市、天津市、
大连市）

案例：北九州市与中国开展环境合作的经过
背
景

【北九州市⇔大连市】
・轮胎厂商走出国门，实施生态工业园项目
【大阪市⇔重庆市】
・开展燃气供应/燃烧/探测技术等联合研究
【民间层面的中日交流】
・岛津制作所的分析仪器
・日立制作所的蓄电设备＆日本板硝子⇒
被应用于重庆市单轨列车
・富士电机的电机产品＆日本信号的电器监
控⇒被应用于北京地铁（机场线） 等

有效利用政府资金开展
地方政府层面的交流，
促进日本企业走出国门

日本高级技术人员的表
现为促进交流添砖加瓦

资料来源：根据《中日环境合作的沿革及今后的商务合作开展-以北九州市为例-
（2011．9）》编辑

日本政府全面开启对华环境合作

ODA项目立项调查

北九州⇔大连市的交流

派遣专家、促进企业交流
制定环境保护基本计划

决定实施ODA“环境合作示范城市项目（大连市）”

为循环型城市项目的
立项开展合作

3-3.促进各层面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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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合作的现状分析
－传染病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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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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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0年以后传染病领域对华ODA的变迁

2. 传染病领域对华ODA的成果

3. 传染病领域对华ODA对社会的贡献

4. 社会溢出效应的横向分析

目录 １.1990年以后对华ODA的变迁（传染病领域）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J
I
C
A

在
传
染
病
领
域
的
合
作
项
目

医
疗
设
施
的
对
策

与
在
地
方
的
发
展

中日友好医院建设与设备完善

中日友好医院项目 I、II、A/C（完善合作）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10省）

控制脊髓灰质炎项目

消灭脊髓灰质炎计
划 I, II, III

内陆地区医疗从业人员的培训I, II 卫生技术人员培
训项目（医院感

染对策）

国家级公共卫生政策
规划管理项目

护士综合人才培养研修

以中日友好医院为基地开展的培训事业

疫苗接种体制
器材装备计划

预防接种
扩充计划

贫困地区结核病
防治计划 I-IV

西藏结核病

防治中心
器材装备计划

西部七省自治
区传染病预防
推进计划

艾滋病预防
对策项目

加强扩大
免疫规划项目

疫苗可预防疾病
监测与控制合作项目

致力于全球性问题
• 脊髓灰质炎～疫苗可预防疾病
• SARS对策
• 其他全球性问题

【结核】

【HIV/艾滋病】

【SARS】

紧急救援队

中西部地区生殖健康家庭保
健服务能力建设项目

广州市医院感
染对策项目

继续加强家庭保健服
务并发挥其在预防传
染病上的健康教育作

用项目

生殖健康家庭保健培训
中心器材完善计划

初级卫生保健技术
培训中心项目

【疫苗可预防疾病】

贵州省三都县综
合扶贫试点项目

加强农村地区的公
共卫生服务

中国

世界

●1988年 WHO
发布消灭脊髓灰质炎
计划

●2013年
卫生部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2000年

-WPR消灭脊髓灰质炎
-冲绳传染病倡议

-建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2003年

-SARS流行
-禽流感(H5N1)

●2005年
修改国际卫生条例

流感大流行及新
发再发感染性疾
病对策项目

●1979年
对华ODA启动

：无偿资金合作 ：有偿资金合作 ：技术合作

●1978年
阿拉木图宣言（PHC）

●2015年

SDGs

●2016年
益于国际保健事业的G7

伊势志摩愿景

【脊髓灰
质炎】

贵州省道真县、雷山
县全民参与式综合

扶贫试点项目

日本
●2006年停止无偿资金合作新项目

的合作
●2007年停止有偿资金合作新项

目的合作

1992 
对地方的支援

1997
缩小地区差异/提高农
村医疗保健水平

2001 
传染病(HIV/结核)

贫困治理(改善地区民生)

2011 
跨境问题、传染病

农
村
地
区
公
共
卫
生

具
体
的
传
染
病
对
策

●2002年
GFATM成立

●1994年
-日美共同议程

（儿童健康）

提高广州市卫生检查技
术及卫生保健信息应用

能力

扎根地域的医院感染
对策活动推进项目

紧急无偿

日本的在华
保健重点领域

病原体检查
器材建设计划

：基层友好技术合作 ：其他

2-1.成果：针对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的项目（1）
～为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做出贡献，中国的脊髓灰质炎患者曾占西太平洋地区的85%～

(技术合作、无偿资金合作）

【脊髓灰质炎对策项目】
根据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根除脊髓灰质炎的决议，对当时占西太平洋地区脊髓灰
质炎患者85%的中国进行援助（加强急性弛缓性麻痹（AFP）病例监测/脊髓灰质
炎实验室诊断、通过监测/实验室建设发现早期患者/防止扩散、加强疫苗接种
等）。同时，还开展了脊髓灰质炎疫苗和冷链等的无偿资金合作。

【合作方的实施机构】中国卫生部（现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技术合作（控制脊髓灰质炎项目）
■：山东省 ■：河北省、河南省、安徽省、江苏省（北方高风险省）
■：四川省、云南省、江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南方高风险省）

无偿资金合作
●消灭脊髓灰质炎器材装备计划：河北、安徽、河南、山西、湖北、江西
●疫苗接种体制器材装备计划：河北、安徽、河南、山西、湖北、江西、山东、江苏
●病原体检查器材建设计划：全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对象地区
●预防接种扩充计划：江西、湖北、湖南、安徽、黑龙江、内蒙古、吉林

实验室诊断的技术指导 AFP（甲胎蛋白）诊断的技术指导全国统一注射疫苗的情形

项目名称（实施期间） 援助方式

控制脊髓灰质炎项目（1990～1999年） 技术合作

消灭脊髓灰质炎器材装备计划（1993～1995年度） 无偿资金合作

疫苗接种体制器材装备计划（1994年度） 无偿资金合作

病原体检查器材建设计划（1997年度） 无偿资金合作

预防接种扩充计划（1998年度） 无偿资金合作

●
●

●●

●

●

●
●

●

●

●

●

●

●

●

●●

●

●

●

●

与中国的国家政策的关联性
第八个五年计划（1991～1995）

加强重大疾病的监测和防治
重视农村医疗保健工作、PHC（初级卫生保健）
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

加强传染病防控和预防接种，改善农村PHC（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体系

2-2.成果：针对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的项目（2）
～保持无脊灰状态，为控制其他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提供支持～

(技术合作、无偿资金合作）

【加强扩大免疫规划项目】
2000年以后，脊髓灰质炎虽然被消灭了，但是内陆的贫困地区EPI（扩大免疫规划）
的服务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水平，未能充分确保注射的安全性已成为一大问题。为了改
善这些问题，在西北内陆地区提供了安全注射、EPI监测、提高服务质量方面的支援。
【疫苗可预防疾病监测与控制合作项目】
虽然已经切实地进行了安全注射，但仍然存在诸如麻疹的局部大流行和病毒性肝炎的
传播等问题，因此开展了适当的疫苗接种和传染病监测。对入园、入学前的儿童实施
接种证查验及补充接种项目，与学校联合应对漏接种的儿童。
【合作方的实施机构】中国卫生部（现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技术合作
■加强扩大免疫规划项目：山西、陕西、青海、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
■疫苗可预防疾病：江西、四川、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参与两个项目的地区：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

无偿资金合作
●西部七省自治区：山西、陕西、青海、甘肃、贵州、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项目名称（实施期间） 援助方式

加强扩大免疫规划项目（2000～2005年） 技术合作

疫苗可预防疾病监测与控制合作项目（2006～2011年） 技术合作

西部七省自治区传染病预防推进计划（2001年度） 无偿资金合作

●

●

●

●

●

●

●

与中国的国家政策的关联性
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

重视预防保健，加强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
改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为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能力而发展社区保健）

回收使用过的注射器 小学接种证查验资料调查疫苗储存情况 村卫生室预防接种知识宣传栏

Ver. 6-0 2014 ©IC Net Limited

2-3.成果：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的项目
～平息SARS，加强检查室和医院的传染病防治措施～

(紧急援助、技术合作、有偿资金合作）

【SARS紧急无偿资金合作及紧急救援队的派遣】紧急援助

2002年年底广东省爆发SARS后，随着2003年4月中国政府的宣布，日本政府通过WHO

西太平洋地区办事处，紧急提供了防护服、口罩等个人防护装备以及抗流感病毒药

物等。同年5月，日方向SARS指定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派遣了国际紧急救援队，举

办研讨会，进行现场技术指导。5月还提供了便携式X光机等。

SARS紧急援助 ●中日友好医院

有偿资金合作

■：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

技术合作、基层友好技术合作

●广州市医院感染对策项目（呼吸疾病研究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广州市CDC）

项目名称（实施期间） 援助方式

SARS设备提供（2003年） 技术合作

中国SARS感染扩大（2003年） 无偿资金合作

国际紧急救援队派遣（2003年） 紧急救援队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0省）（2004～2011年） 有偿资金合作

广州市医院感染对策项目（2005～2008年） 技术合作

提高广州市卫生检查技术及卫生保健信息应用能力（2009～2011年） 基层友好技术合作

扎根地域的医院感染对策活动推进项目（2010年～2012年） 基层友好技术合作

●

●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偿资金合作

为改善因SARS之祸暴露出的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以内陆10省为对象在省级和地级
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中配备设备器材，培养人才，力求强化该地区的传染病防治对

策。

【广州市医院感染对策项目】技术合作、基层友好技术合作

一般认为，造成SARS感染扩大的原因是初期的监测体制不健全以及医院内的二次感

染。因此，为了强化CDC和所辖医疗机构的协作体制，提高医疗机构内的医院感染

对策能力，开展了技术合作。在本项目中，广东省和兵库县以及广州市和福冈市是

友好城市，因此地方政府作为国内合作单位提供了大力支持。

与中国的国家政策的关联性

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

重视预防保健，加强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

建立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问题应急处理机制，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能力

2-4.成果：其他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项目
～对结核病防治和HIV/艾滋病防治对策提供支持～
(无偿资金合作、技术合作、基层友好技术合作）

无偿资金合作：
■：西藏结核病防治中心：西藏自治区
■：贫困地区结核病防治计划I-IV：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
族自治区、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安徽、江西、贵州、云南、青海
技术合作：
●甘肃省艾滋病预防对策项目

项目名称（实施期间） 援助方式

西藏结核病防治中心器材装备计划（1994年度） 无偿资金合作

贫困地区结核病防治计划
（2000年度、2002～2004年度）

无偿资金合作

甘肃省艾滋病预防对策项目
（2006～2009年）

技术合作

国家级公共卫生政策规划管理项目
（2012～2016年）

技术合作

【结核】
• 自90年代以来，结核病一直位于中国单一疾病致死原因的第一位，其中四分之三

的结核病患者是青壮年，这会给患者本人及其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已经成
为阻碍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 自1994年以来，“西藏结核病防治中心器材装备计划”已为西藏自治区的16家设
施提供了170类医疗设备，自2000年以来，“贫困地区结核病防治计划I-IV”通过
四个阶段的无偿资金援助，援助9个省和3个自治区采购了结核诊断和培训所需的
设备以及治疗结核病所需的抗结核药物等。

●

与中国的国家政策的关联性
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 重视预防保健，加强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改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加强疾病防治和预防保
健（包括HIV/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处理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问题的能力，扩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甘肃省艾滋病预防对策项目】
• 在甘肃省，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数量目前虽然很少，但是由于流动人口较多，

性病感染病例剧增，HIV/艾滋病的爆发性流行的潜在可能性很高。但是，对这些
高风险人群的预防对策和医院感染防治等对策措施并不充分。“甘肃省艾滋病预
防对策项目”在4个市开展技术合作，包括培训、志愿者培训、各种健康教育活动
和预防干预活动、HIV检测宣传活动和服务等。

用于诊断结核病的援助设备

以流动人口为对象的艾滋病预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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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成果：强化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通过加强在基层的公共卫生服务，为控制传染病做出贡献～

(无偿资金合作、技术合作）

【安徽省初级卫生保健技术培训中心项目】
以承担PHC服务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能力建设为目标，支持省级培训中心(安徽医

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和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和县级培训中心(15个县的卫生学校)提高教
师培训技术并确立培训体制。
【合作方的实施机构】安徽省卫生厅、科技厅

技术合作

●安徽省初级卫生保健技术培训中心项目：安徽省
■中西部示范省：河南、重庆、山西、甘肃、湖北、湖南、江西、云南、海南
■中西部对象省：内陆地区20个省
■家庭保健：安徽、河北、河南、湖北、重庆

※■参加中西部生殖健康和家庭保健两个项目的地区：河南、重庆
无偿资金合作

●生殖健康家庭保健培训中心（江苏省太仓市）

项目名称（实施期间） 援助方式

安徽省初级卫生保健技术培训中心项目（1999～2005年） 技术合作

生殖健康家庭保健培训中心器材完善计划（2004年度） 无偿资金合作

贵州省道真县、雷山县全民参与式综合扶贫试点项目

（2005～2009年）
技术合作

中西部地区生殖健康家庭保健服务能力建设项目

（2006～2009年）
技术合作

继续加强家庭保健服务并发挥其在传染病预防健康教育中的作
用项目（2011～2016年）

技术合作

●
●

【家庭保健项目】

以建立扶贫模式为目标，在贵州省实施家庭保健、生活改善、生态农业的综合服务后，
将家庭保健作为国家级的示范项目，参考日本地区保健服务，确立基层公共卫生服务。
根据当地需要，为居民提供健康教育等保健服务。
【合作方的实施机构】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与中学携手合作的保健活动 以农村家庭主妇为对象的健康教育

与中国的国家政策的关联性
第八个五年计划（1990～1995）重视农村医疗保健工作、初级卫生保健（PHC）

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让所有人享受PHC（初级卫生保健）
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重视预防保健，完善农村PHC（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体

系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发展社区保健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扩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6.成果：以中日友好医院为基地开展的培训项目
～灵活运用中日合作平台支持地方开展传染病防治工作～

(无偿资金合作、技术合作）

2010年～ 医院感染对策在地方的普及
【卫生技术人员培训项目】
中国政府自SARS爆发以来，一直在加强针对医院感染的措施，并以中日友好
医院为资源开展了培训项目，以强化县级（如二甲医院）医院内的感染控制
能力。
【流感大流行及新发再发感染性疾病对策项目】
目前正在以预防传染病外伤及推进发生时早期封锁为目的，以感染对策体制
薄弱的中西部县级以下医疗机构为对象，开展包括早期诊断、治疗、防止蔓
延、耐药菌对策在内的医院感染对策强化的培训工作。

●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市）
●流感大流行及新发再发感染性疾病对策项目示范设施（共计11处）：
四川（1）、青海（1）、安徽（1）、陕西（2）、
海南（1）、贵州（2）、内蒙古自治区（2）、西藏自治区（1）

项目名称（实施期间） 援助方式

中日友好医院建设计划（1980～1983年） 无偿资金合作

中日友好医院器材建设计划（1986年） 无偿资金合作

中日友好医院项目I(1981～1984年) 技术合作

中日友好医院项目II(1984～1989年) 技术合作

中日友好医院后续合作（1989～1992年） 技术合作

中日友好医院完善合作（1994～1995年） 技术合作

中日友好医院后续合作（1996～2001年） 技术合作

卫生技术人员培训项目（2010～2015年） 技术合作

流感大流行及新发再发感染性疾病对策项目
（2016～2021年） 技术合作

●

●

●

●

●

●
●

●

●

●
●

●

与中国的国家政策的关联性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提高处理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问题的能力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加强重大疾病防治
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980～2000年 中日友好的象征、

成为名副其实的顶级转诊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建设计划：无偿资金合作】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的1979年12月，当时的大平首相访华之际，表明了合作
意向，并接受了中方的合作申请，作为中日友好的象征，于1980年开始了以建设
总病床数为1000张的医院的援助项目。1986年又开展了器材建设方面的援助。通
过中方的持续努力，目前总病床数达到1500张。
【中日友好医院项目：技术合作】
从1981年开始，为了培养医院创建和运营相关的人才，中日之间首次开始了项目
方式的技术合作。经过十多年的技术合作，医院的技术水平和组织运营水平不断
提高，1993年被评为国家三甲医院，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十佳医院”和“中国百
强医院”。从1994年开始通过后续合作，2001年被指定为中央保健(高级干部)骨
干医院。

2000～2010年 在地方开展培训工作，掌握制伏SARS经验

• 将内部医疗从业人员的培训等迄今为止的成果推广到地方

• 作为SARS指定医院，制伏SARS（2003年）

3-1.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项目对社会的贡献

1990 2000 2010

控制脊髓灰质炎项目 加强扩大免疫
规划项目

疫苗可预防疾病监测
与控制合作项目

●
1957年
活疫苗完成

●WHO消灭西太平洋地区脊髓灰质炎
●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成立

●1994年
日美共同议程
（儿童健康）

项
目
的

外
部
情
况

技
术
合
作

无
偿

•发挥国际组织的领导能力
• 与日本一体化的援助相关机构开展团队合作
•发布中国国家方针的声明
• 通过日本的技术合作，准确把握现状，提供
适当的技术援助

• 通过无偿资金合作进行全面、有效的设备供
应

• 把目标地区转到内陆地区
• 扩大目标疾病
• 对问题的补充性技术支持

●西部七省自治区传染病预防推进计划划

支持地区的
公共卫生服务

目标疾病：脊髓灰质炎
主要成果：
• 强化AFP监测
• 强化脊髓灰质炎国家实验室
• 强化免疫
• 增进有关人员的理解

目标疾病：脊髓灰质炎、乙型
肝炎、BCG（结核）、DPT（白

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

主要成果：
• 进行安全注射
• EPI（扩大免疫规划）接种

服务、EPI疾病监测的加强
• EPI信息联网化

 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

 强化可应用于其他疾病的检查室
功能和监测能力

WHO UNICEF

稳固的合作体制

目标疾病：脊髓灰质炎、麻
疹、乙型肝炎、乙型脑炎
主要成果：
• 监测、实验室网络的强化
• 加强EPI国内外合作
• 改善预防接种服务
• 增强预防接种的意识

 封锁新疆输入性疫情的疫区
 促进与疫苗接种事业的教育

部门的合作

其他的援助
组织 GAVI

1960

●1960年
日本：北海道
脊髓灰质炎流行
→制伏

长期专家：共计18名
短期专家：共计90名

●1961年
中国：云南省
开始在医学生物学研
究所生产活疫苗

制伏相关的
专家的参与

●1988年 WHO
发布消灭脊髓灰质炎计划

消灭脊髓灰质炎器材装备计划● ● ●
疫苗接种体制器材装备计划●

病原体检查器材建设计划●
加强扩大免疫规划项目●

国家一体化的支持
厚生省/外务省、JICA/文
部省
・国立医院医疗中心
・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
・国立公共卫生院
・国际保健医疗交流中心

援助方式
□：紧急援助
■：技术合作
■：有偿资金合作
：无偿资金合作

■：基层友好技术合作

3-2.SARS相关项目对社会的贡献
2000 2010 2020

公共卫生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

（10省）

广州市医
院感染对
策项目

●2005年
修改国际卫生条例

提高广州市卫
生检查技术及
卫生保健信息
应用能力

扎根地域的医
院感染对策活
动推进项目

紧急救援队

无偿

●2003年

-SARS流行
-禽流感(H5N1)

卫生技术人员
培训项目(医院

感染对策)

流感大流行及新
发再发感染性疾

病对策项目

国家级公共卫
生政策规划
管理项目

通
过
多
样
的
援
助
方
式
对
各
个
层
面
进
行
研
究

建立国家层面的合作体制
• 信息共享、学术交流

顶级转诊医院的医院感染对策和
向下级医院的普及
• 早期发现、快速应对
• 提高治疗及医院感染对策能力

• 提高急救医院的运送能力

提高检查室的公共卫生技术水平
• 提高检查质量（缩短分析时间、

增加可分析样本数）
• 提升监测水平

 通过强化监测体制，早期发现疾病流行、确定感染源→传染病的封锁
 中日之间共享传染病相关信息

中国政府的法律完善和体制的强化

3-3.家庭保健项目对社会的贡献

中西部地区生殖

健康家庭保健服
务能力建设项目

继续加强家庭保
健服务并发挥其
在传染病预防健
康教育中的作用

项目

●生殖健康家庭保健培训中心器材完
善计划（无偿）

贵州省
三都县
综合扶贫
试点项目

道真县、雷山
县全民参与式
综合扶贫试点

项目

1990 2000 2010 2020

●2013年 卫生部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

●1978年
阿拉木图宣言

●2015年

SDGs●2001年
贫困治理（改善地区民生）

●2011年
跨境问题、
传染病

日本对华ODA
重点保健领域

●2001年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人性化的家庭计划”

形成贫困治理模式：生活改

善、家庭保健、生态农业

在国家层面上
实施家庭保健

家庭保健模式的
实施与研究

组建中方专家团队
项目结束后继续开展家庭保健活动

JOICFP（Japanese Organiz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Family Planning）
“计划生育和寄生虫病防治综合项目（ Integration Project：IP）”（1984～2007年）

• 强化以寄生虫病防治为导入部
分的生殖健康

• 促进居民参与
• 重视信息、教育、宣传

• 保健活动：生殖健康、寄生虫
病防治检查和健康教育、卫生
教育

• 推进家庭保健的核心是作为家
庭守护者的女性

• 3x3模式：以“儿童、青少年”、“育
龄人群”、“中老年人”三个群体为对
象，开展“健康检查”、“健康教育”、
“健康咨询”的保健服务

• 以家庭为切入点的保健服务
• 基于地区需求的保健服务
强化可应对传染病对策的基层公共卫生服务

中国卫健委主导的
“新家庭计划”中
的家庭保健服务推
进(31个省，每省2
个地区)

家庭保健服务
随中国情况的变化而发展

服务的实施与普及

研究与政策制定

第十个五年计划
重视预防保健
农村地区PHC体系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发展社区保健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扩大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

对计划生育服务的
转型做出贡献

中国

3-4.中日友好医院相关项目对社会的贡献

强化医院功能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2003年
-SARS流行
-禽流感(H5N1)

●1979年
对华ODA启动

2001 
贫困治理

2011 
跨境问题、传染病

日本对华保健重点领域

医院建设与设备完善
（无偿资金合作）

中日友好医院项目：人才培养与设备提供
（技术合作）

内陆地区医疗从业人员
的培训I, II

卫生技术人员培
训项目

(医院感染对策)

护士综合人才
培养研修

流感大流行及新
发再发感染性疾
病对策项目

紧急救援队

紧急无偿

SARS对策

对内陆地区开展培训工作

 强化医院功能，建立合作基地
• 作为医疗机构的技术能力（诊疗、教育、研究）
• 提高组织管理能力
• 建立信任关系，发挥中日合作基地的功能

• 国家三甲医院

 被认证为指定医院，平息SARS
・SARS指定医院 ・及早平息SARS

 成果溢出到内陆地区
・医院感染对策 ・其他

通过与顶级转诊医院的持续合作来提升水平

中日友好医院自身的不断努力和发展

1997
缩小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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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溢出效应的横向分析

 在不同层面建立中日合作平台
 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和中国CDC的关系（脊髓灰质炎对策、疫苗可预防）
 中日友好医院与日中医学协会、日本的学术机构、保健医疗机构、民营企

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中日友好医院相关项目）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与神户市相关人员的合作关系（广州市医院感染对

策项目、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

 灵活运用通过项目学到的项目管理方法
 项目周期管理、培训周期管理

（HIV/艾滋病预防对策项目、疫苗可预防）
 PDCA（即Plan、Do、Check、Act)管理：家庭保健

 在地区保健实施方面促进与其他部门的合作
 与教育局、学校合作开展接种证查验及补充接种项目(疫苗可预防)
 与教育局、幼儿园、学校合作开展儿童、青少年领域保健项目，与民政局合

作开展中老年领域保健项目等（家庭保健）

计划

实施

评价

反馈

 源于中日合作的中日友好医院的贡献
 成立以中日友好医院的有关人员为首的医疗领域归国进修生同学会，为

在地方开展的义诊和技术提升工作提供支援
 笹川医学奖学金的窗口单位

董旭辉 总工程师

生态环境部 ·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2019年12月11日

回顾中日经济技术合作40周年研讨会

——中日环境技术合作与展望

一、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及其中日环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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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生态环境部

组织机构图

中日中心的设立是两国政府领导人政治智慧的结晶

1988.8

1992.5.8

199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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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中心是中日两国有关部门共同培育的典范

中日环境合作交流的平台

环境管理新领域新机构的“孵化器”

国家环境治理的综合性技术支持基地

国际环境合作走出去的新“窗口”

合作助发展
发展促合作

中日友好环保中心的“孵化器”功能

2013

2018

2019

2003

2011

2013

信息中心

政研中心

宣 教 中 心

固废中心

东盟中心

环境卫星中心

1992 1995 1996 2000 2001 2006 2011 2013 20142002 2008

与JICA合作开展气候变化领
域公众参与和能力建设项目

与JICA合作开展推进
循环经济项目

第四批日元贷款项目；
成立中日项目办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后续 第三阶段

与JICA合作开展中日专项技术合作项目

合作历史—中日环境合作发展历程与品牌项目1

2016 2021

与JICA合作开展建设
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

2015-2019与 IGES合作开
展中日改善大气环境城市间
协作项目；
2018-2020与 IGES合作执
行两国部长签署的改善大气
环境相关示范与研究项目

实施三期技术合作和推进循环经济项目
三期にわたる技術協力と循環型経済促進プロジェクトの実施

+377

+274

+3000

中方

日方

国内培训

人员交流培养

人材交流・育成

实施6期中日合作第三国研修培训
6期にわたる日中協力第三国研修の実施

接受器材援助

器材供与の受け入れ

3.9亿日元

1350亿日元

100个城市环境信息网络系统建设项目

100都市の環境情報ネットワークシステム構築プロジェクト

日中協力環境モデル都市プロジェクト

中日合作环境示范城市项目

27亿日元

参与实施第四批日元贷款项目
第4次円借款プロジェクト実施への参
加

面向21世纪中日环境构想计划

21世紀の日中環境保護構想計画に向け
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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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创新·推进绿色发展国际

研讨会暨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

心成立20年主题活动2016年6月

中日环保高级别圆桌对话会

2017年6月，北京

第二届中日环境高级别圆桌对话会
生态环境体制改革：机遇与挑战
2018年6月，北京

2016-2019年中心连续四年成功举办

中日高级别交流活动，切实发挥环

境领域对日窗口和旗舰作用，不断

深化交流内容，扩大了对外宣传。

重大项目—中日环境合作日趋活跃2

第三届中日环境高级别圆桌对话会
海洋塑料垃圾和环境技术交流
2019年11月，东京

现执行项目—中日重点合作项目

1.以JICA途径为主的政府间环境合作

2008-2013年

推进循环经济项目

2016-2021年

建设环境友好
型社会项目2.改善大气环境中日城市

间协作项目(2015-2019年)
改善大气环境相关研究

与示范项目(2018-2021年)

3.中日韩环境污染防治
技术合作网络项目
（2015年，长期）

3

1、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2016.4-2021.4）

+89

+114
赴日研修

日方短期专家

成果：
1. 成功举办中日高级别对话会，初步形成高层定期对话机制。
2. 促进了地方高级别环保官员的人才培养
3. 大气污染监测分析取得标志性成果
4. 农村环境保护课题取得突破
5. 开展水环境保护政策研究
6. 推进绿色供应链相关研究
7. 推进固体废弃物 管理
8. 提高地方环保行政官员的大气污染防治管理能力
9. 推进中日企业间环境技术交流网络建设

日方长期专家 +2

项目获赠岛津公司设备iDplus Performance
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飞行时间质谱仪1台。

1、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2016.4-2021.4）

组织召开中日土壤技术交流
会

司局长团组赴日交流第一届中日环保高级别圆桌
对话会

与中日高校、高级研究机构
召开共同研究会议

推动绿色生产与消费引领 固体废弃物领域赴日交流 水环境研究赴日交流 JICA专家组与各子课题商讨
日程项目开展

2、中日改善大气环境城市间合作项目（2015.7-2019.3）

①选定西安、重庆、厦门、珠海为示范

城市，开展中日技术交流或共同研究。

•重点行业VOCs防治评估
•城市臭氧监测
•机动车排放遥感监测 等

+219

+69赴日学习交流

日方专家来华

技术研讨会
+6

② 2018年6月，中日韩三国在中国苏州举行了环境部
长会议。会议期间，日本环境大臣与中国生态环境部
部长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与日本环境
省关于合作开展改善大气环境相关研究与示范项目的
备忘录》，决定继续开展为期3年的合作。

3、中日韩环境污染防治技术合作网络项目

2015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第六次中日韩
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推动建立中日韩环
境污染防治技术合作网络”

2016年4月三国环境部门在部长见证下
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项目正式启动

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第七次中日韩
领导人会议上对该项目寄予厚望

同步开展网站建设、
数据库建设以及徽
标设计，同时开展
信息平台数据库数
据收集工作

网络建设

影响并调动日韩方参
与网络的积极性

举办合作论
坛和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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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整体定位和业务领域 中日环境管理与技术交流平台

生态环境管理新领域

生态环境技术及服务发展的促进体系

环境分析检测技术与标准样品研制业务

合作助发展
发展促合作

科技改革·转型发展：1+2+1+1

促进绿色生产与消费业务

• 2016年底组建科技发展中心，全面发展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

化及相关产业促进工作。

• 2019年7月国家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启动。

· 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技术及服务发展的促进体系

国家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

国家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
(www.ceett.org.cn)

国家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
(www.ceett.org.cn)

平台开始发挥作用
自7月19日上线以来，得到地方和企业等有关方面的广泛关注，目前平台共有注册用户近400人，总访

问量近4万人次，日均访问量700人次左右。通过平台，用户提交需求200多项，平台工作人员和专家团

队已对大部分需求做了线下对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线下技术对接活动：

长江中上游（成都对接会） 长江中游（长沙对接会） 技术对接会（天津）

• 依托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和标准

样品研究所，围绕完善国家环境监

测体系，在环境监测方法、监测质

量控制、标准样品研制、第三方监

测检验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国家环境监测体系

环
境
监
测
方
法

监
测
质
量
控
制

标
准
样
品
研
制

第
三
方
监
测
检
验

· 环境分析检测技术与标准样品研制业务体系

标样体系20年发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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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测试

数据质量
技术保障体系

全国土壤
污染状况详查

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监督检
查

环境监测
最新分析技术研究

全国汞污染调查
现状评估国家环境保护

培训基地

碧水蓝天
二噁英监督性监测

国家环境保护
标准制修订

化学品污染防治管理

总理基金

国家光化学监测网

典型地区环境中优先评估化
学品实测评估

净土
重点地区环境与健康调查、

监测和
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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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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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

沉积物底泥

生物

土壤

气体

液体有机

液体无机

环境标准样品研发能力

研发470项国家标
准

标准样品研发

• 依托环境认证中心和中环联合认证中心，

利用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环境标志认证、

绿色供应链、低碳产品认证等方面的优

势，搭建引领绿色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平

台，引导和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

环境标
志认证

绿色
供应链

低碳产
品认证

·绿色生产与消费引领体系 · 开拓生态环境管理新领域

• 依托环境管理研究所，不断培育和壮大环
境社会风险防范、三线一单和排污许可、环
境大数据与统计、农村环保等环境管理新领
域。

农村环境管理

农村环境
管理

为部内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工作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

起草《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

并由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

连续三年承办全国农村环保培训班，为全国农

业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人员培训700余名业务骨

干。

举办中日农村环保主题论坛，以国际视角提升

管理工作水平。

结合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工程，调查统计农业面源污

染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情况。

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制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减量模式、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管机制等方面开展深入

研究。

完成报告论著47份，在中国环境报等报刊发表多篇相

关文章。
起草出台畜禽养殖、污水治

理等政策文件6项

三、中日环境合作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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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ODA中日环境合作是两国共同面临的课题

日本ODA结束，并不意味着中日环境合作的结束，是新合

作方式的开始（新机制、新主体、新内容）

中日环境合作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

双方主管部门支持“窗口”和“平台”

中日双方的需求（国内、国际）

·发挥中日环境管理与技术交流平台作用

1. 探讨签署部门间生态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

2. 进一步发挥中日中心窗口和平台作用，通过落实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改善大气环

境相关研究与示范项目等内容，为国家环境管理提供更好的基础技术支撑。

3. 举办中日环保高级别圆桌对话会，形成两国环保领域高层交流研讨的定期机制和品牌。

4. 合作开展第三国研修项目。

5. 推动中日民间环保合作。

2019年12月11日

谢谢!

中日友好医院简介

与日本医学交流合作概览

2019年11月

第一部分

医院的历史

1979年，谷牧副总理与（第68、69代）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日本政府表示支
持中国医院建设。

诞生：凝聚着政治、外交与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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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12月7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新闻公报，日本政府表示

对北京现代化医院的建设计划给予积极的合作，为此将尽快地进行必要的考察和协商。
1981年1月和8月，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中日友好医院建设设计和施工赠款换文，此后，日本政府

先后提供了总计193.79亿日元用于医院建设。

图为中日友好医院项目筹建负责人与日方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订设计施工协议。

• 1980年，时任日本厚生大臣的桥本龙太郎在奠基典礼大会上致词，左为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
• 1982年，日本第70任首相铃木善幸（右3）视察中日友好医院建设工地。

• 1984年3月24日，（第71、第72、第73代）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左3）视察中日友好医院建

设工地。左4为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崔月犁，左2为首任院长辛育龄。

 1984年，中曾根首相（左2）挥锨铲土，栽种了他从日本特意带来的长青五针松，作为中

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象征。左1为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崔月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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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日本第70任首相铃木善幸访问我院， 首任院长辛育龄在机场迎接。
 1984年，首任院长辛育龄（右2）等陪同日本第78任首相（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右3）

参观我院。

• 1987年2月，日本第74届首相（时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来我院访问,并为医院题词“竹

有上下节”。右2为第三任院长耿德章。

今后医院均应给
予以自主权，不

再为附属医院。

应坚持这种改革

方针，包括首都

医院在内。应支

持报告中第四条

原则办事。

— — 万里

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

为我院题写院名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

为我院题写院名

1984年开院

中日友好医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当时中

国最富于国际色彩、设施最为先进的现代化医院。

 1984年10月23日，中日友好医院的开院，是令

医学界瞩目的重要事件，为中国当代医学的发展带

来了新的期冀。

1984年10月23日，中日友好医院举行隆重的开院典礼。

赵紫阳、王震、谷牧、铃木善幸、桥本龙太郎等中日两

国领导人出席典礼。

第二部分

医院的现在

中日友好医院是由日本政府提供无偿援助，中日两国政府合作建设的大型综合性医院。

1984年10月23日开院，是国家卫生计生委直属医院，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和保健

等多项功能为一体。承担国家应急救援队任务，同时是世界卫生组织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

合作中心，国家卫生计生委远程医疗管理培训中心。在职职工4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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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整体医疗指标

指标 2018年

此外，已开展肺移植105例、肾移植23例、器官捐献30例

开放床位数

门诊量

急诊量

出院病人数

床位使用率

平均住院日

手术室手术量

2135

门诊量2351304（本部＋西区，北区不包括在内）

300085（本部）

100117

99.29%

6.92

57548

（国际医疗部同址）

西区

北区

本部

本部

医院本部占地9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万余平方米，开放床位1500张。本部是医院主体部分，是业务和管理中心。

北区

北区距离本部1.5公里，占地15808平米，建筑面积55484平米，床位201张，是中央保健基地。

西区
西区距离本部10 公里，占地面积4500平米，建筑面积13430平米，床位210 张， 设置部分特色学科。

国际医疗部

国际医疗部床位76张，为外籍人士和国际商业医疗保险人群提供医疗照护和顾客服务，采取国际化运营体制和模式。

中日友好医院本部：医院主体部分

本部
医院本部占地9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万余平方米，开放床位1500张。

本部是医院业务和管理中心。

北区：体检中心与特色科室

北区 距本部1.5公里，占地15808平米，建筑面积55484平米，床位201张。

中日友好医院西区：设置部分特色学科

西区 距本部10 公里，占地面积4500平米，建筑面积13430平米，床位210张。

国际医疗部

国际医疗部 床位80张，为外籍人士和国际商业医疗保险人群提供医疗照护，

采取国际化运营体制和模式。

国际医疗部东门 国际医疗部建设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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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所

 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所：“司局级”研究所

科室名称 科室名称

学科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

内分泌科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胸外科

风湿科

急诊科

疼痛科

老年医学科

中医肺病科

中医风湿病科

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

肛肠科

临床护理

领衔与优势学科 特色学科

学科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学

风湿病学

肾脏病学……

疼痛医学

康复科……

神经外科

结直肠外科

血管外科

神经内科

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

学科医院的重要专家

焦树德

中医内科、中医风湿病科

王 辰

呼吸中心

潘孝仁

内分泌科

印会河

中医糖尿病科

晁恩祥

中医肺病科
杨文英

内分泌科

王国相

神经内科

辛育龄
胸外科

许润三

中医妇科

管 理
世界卫生组织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落户我院

2016年WHO正式批准设立WHO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

我国唯一的致力于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领域的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

是对我院在戒烟领域前期工作成果和社会贡献的肯定

我院在该领域科学与技术标准已达到国际标准

WHO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落户我院
中国传统医学

• 医院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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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立体停车楼，改善交通环境

建绿色通道，提升空中医疗救援能力

第三部分

我院与日本的医学交流

主要内容

一、我院与日本东京大学等十多家医疗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二、我院聘请近百名日本专家作为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

（98人）

三、我院赴日研修培训人数多达两千余人（2204人）

四、与JICA、日中医学协会等紧密合作

五、中日医学交流学术活动多面开花

 主要合作机构：

◎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大

阪大学、顺天堂大学、国际医疗福祉大学、

庆应大学、东京女子医科大学、东京医科

齿科大学、大阪齿科大学、富山大学、金

泽医科大学、早稻田大学等。

◎国立癌研究中心、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

心、大阪循环器病研究中心、癌研有明医

院、龟田医疗中心、圣路加国际病院等。

学会：

日本医师会（会长）、日本胃癌学会（理

事长）、日本康复医学会（副会长）、日

本护理学会（副理事长）、日本大肠肛门

病学会（理事长）

主要合作大学及附属医院、学会

32

50

60

80

60
65

70
75

65
70

75

51

4.1国内研修

53

22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4 2015 2016

2000年至2016年，成功举办了15届面向中国中西部

地区的医务人员培训班，总计1021名来自中国新疆、
西藏、青海、云南、内蒙、四川、陕西等中西部医院
的院长、临床医护人员来院学习、进修。

125

100

截止目前，共派出7批75人次赴日本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研修，参培人

员大多是来自新疆、西藏、青海、云南、内蒙、四川、陕西等中西部地区
基层医疗机构的医院管理者或医疗人员。

332011年3月 派遣8人赴日本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研修

4.2赴日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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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日卫生技术合作培训班的培训范围
覆盖了26个省市自治区。此外，项目
还向地方医院捐献医疗设备与救护车。

培训人员分布图
1955年与日本合作成立北京泰德制药

以博洋堂原有配方为基础，进行适应性改造，形成中日医院成果

2018年，中日友好医院与日本博洋堂
合作共同研发护肤化妆品

兼顾满足大众需求、服务患者诊治和提升科学水平

《中国-日本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2018年1月-2018年12月）

2017-2018年度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项目验收结论及补充意见：

成果产出：

1、与富山大学和汉医药综合研究所签署共同研究合作协议；

2、杜金行教授被授聘为富山大学客座教授；

3、成立了中日医学交流科技协会中医药专业委员会（担任秘书与委员）

项目合作：协助临床科室学科建设与共同研究

• 2018年1月26日，日本医师会长、世界医师会会长横仓义武先生一行访问中日友好医院。 • 2018年2月4日，JICA北冈伸一理事长一行访问中日友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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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20日，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孙阳、党委书记周军、彭明强副院长、刘鹏副院长等拜访横
井大使官邸。

• 2018年4月12日，JICA中国事务所中里太治所长、糟谷良久副所长、裴瑾所长助理等一行访问
我院访问中日友好医院。

• 2018年7月25日上午，日本厚生劳动省大臣加藤胜信、WHO西太区原项目主任葛西健等一行十
一人访问中日友好医院。

中日远程医疗合作

中日医院远程医疗与日本的合作：两年来与日本开展远程医疗会诊3次，学术交流5次。主

要在肿瘤领域：包括乳腺癌、直肠癌、甲状腺癌。与龟田医院的合作协议已经完成前期的洽

谈，双方互访6次，并完成了远程医疗的数据和视频平台互通测试。近期即可完成签署协
议，并启动远程会诊。与日本的旭川医科大学、大阪医科大学、龟田医院、三重大学普外

科、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未来医学研究所等开展远程医疗合作。

第四部分

今后的展望

工作亮点：搭建交流平台，推进成果输出

・第一届中日健康管理医疗产业发展论坛（2016.9.25）

・中日两国医院管理暨医院建筑高峰论坛（2017.10.27）

・中日医学交流高峰论坛（2018.10.20）

・中日医学交流高峰论坛（2019.10.18）

・胸外科（胸腔镜肺叶切除术）、乳腺外科（乳腺癌冷冻治疗技术）、

胃肠外科（食管胃接合部癌治疗术）、中西医结合心内科（腹诊）等

策划组织国际会议及同声传译

协助临床科室引进日本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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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名称

普外（胃肠、肝胆、乳腺）

口腔医学中心

疼痛科（※反输出）

神经科（老年医学）

胸外科（肺移植）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科室名称

中西医结合心内科

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

（共同研究）

泌尿外科

肛肠科

临床护理（人才培养）

放射科

科室名称

妇产科

消化科

皮肤科、眼科（产品研发）

心脏・血管外科

美容整形外科

内分泌科、肾内科...

学科、人才、研究

1998年：卫生部中日医院远程医疗中心

2012年：卫生部远程医疗管理与培训中心

2015年：三部委远程医疗政策试点

2018年：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

习总书记在沈阳连线 李总理在海南澄迈连线 全国政协领导现场调研

中国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领跑者

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

2018年1月启动：

 连通31个省市+澳门+台湾

 4000+家医院，6000+医师，60+专业领域

 8个专科协同中心（依托：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24个省级远程医疗协同中心……

 82个市级协同中心……

 12个专科专病医联体……

 10个专病专家委员会……

 引进海外优质资源：提升学科建设

 输出特色文化，辐射一带一路：
 土耳其、捷克、新加坡、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等

 优质医疗资源保障丝路合作

 中医文化传播海外

 丝路沿线地区的中国援建人才的医疗保障

中国--哈萨克斯坦三方
为糖尿病病例会诊

受邀新加坡国立医院
为呼吸衰竭病例会诊

中、日、台三地
直肠癌病例讨论

中国—土耳其肿瘤医院
中医+远程医疗合作

中国远程医疗辐射海外：一带一路

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2018年5月日本明仁天皇会见李克强总理 李克强总理与日本安倍晋三首相召开记者会

• 2018年10月25-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在讲话中提到由日本政府提供无偿资金援助建
设的中日友好医院，是相当成功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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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医院——日本ODA项目中最成功的案例

中日友好医院三大使命：

1、中国近代化医院的模版；

2、中西医结合的基地；

3、中国与日本医学交流的窗口与桥梁。

ODA

感谢您的倾听！

53

回顾中日经济技术合作40周年研讨会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与中日人文交流合作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 郭连友

309

回顾中日经济技术合作40周年研讨会

目 录

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二、中日人文交流合作的成果

三、今后中日交流合作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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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日经济技术合作40周年研讨会

目 录

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二、中日人文交流合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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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丁香花环绕的日研中心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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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樱花盛开的日研大楼

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用瓦制作的富士山图案

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成立背景：

1979年12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华

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日两国在北京签订了中日文

化交流协定。与此同时，大平正芳提出了在北京建

立"日本语研修中心"的计划，为中国培训大学日语

教师。这项建议得到了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现改

为教育部)和日本外务省及国际交流基金的支持和

拥护。

315

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成立背景：

1980年8月11日，“日语教师培训班” 作为

中国各大学日语教师的再培训基地在北京语言学院

(现改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正式成立。由于其首倡

者的影响，常为人称作“大平班” 。

从1980年至1985年，五年中，共培训了600

名中国日语教师，成为现代中日教育交流史的标志

性合作项目。

316

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成立背景：

• 1983年底，国家教育委员会召集国内设有日语专
业的大学负责人举行会议。酝酿讨论在北京建立
一个新的教育机构并物色承办新机构的院校。

• 1984年底到1985年初，国家教育委员会召开中日
双方有关人员会议。多次磋商，反复筛选，由国
家教育委员会委托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
语大学)承办这个项目。

317

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成立背景：

• 新的机构不仅仅是一个延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要使她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提高一个
层次。因此，参加具体筹备的同志提出了从原来
单一的语言培训进入到全面的日本研究，从原来
的一年期的师资进修变为高一层次的正式研究生
的培养这个很有意义的构想，即具有开创性、又
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为今后日本学研究
中心的创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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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成立背景：

• 1985年3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派出了以知名学者
组成的访华团，与中方共商在北京外国语学院。

• 1985年4月5日至6日中日双方一起就新机构的名称
进行实质性讨论。经过双方谈判而达到共识。

• 最后，双方一致通过了"关于建立日本学研究中心
的方案"。

• 方案规定:新机构的名称:决定定为"日本学研究中
心"。

319

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1985年9月北京日本
学研究中心成立（北
京外国语大学）

是日本政府在海外合
作开办的唯一具有硕
士以上研究生培养功
能的综合性日本研究
机构。迄今为止日本
派遣来的专家有850
人（大平班91人，日
研中心759人）左
右。

320

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设立目标：培养高水
平的日语、日本学研
究人才

毕业生人数：1450余
名

从事领域：外交、
外事、教育、出版、
媒体、智库等。

321

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成立背景：

• 其次，对培养方式、目的、学制、招生和入学考
试、师资、课程设置、图书资料、组织领导、专
家派遣、教学设备等进行了具体规定。

• 并规定每五年为一个计划，从1985年9月至1990年
9月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在前一个五年计划结
束前一年的春天，由双方共同商定下一个五年计
划。

• 五年计划后改为三年计划，现在是第九个三年计
划。

322

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大楼建设项目

• 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

• 日本ODA项目、投资8.5亿日元

• 2002年3月奠基、2003年9月竣工并交付使用

• 面积约5000㎡

• 五层建筑

323

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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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325

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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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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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328

回顾中日经济技术合作40周年研讨会

目 录

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二、中日人文交流合作的成果

三、今后中日交流合作展望

329

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 全国日本语言文
学重点学科；

• 北京市日本语言
文学重点学科；

• 教育部国别与区
域研究基地—日
本研究中心；

• 具有硕士、博士
学位授予资格 初夏的日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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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日人文交流合作的成果

331

二、中日人文交流合作的成果

332

二、中日人文交流合作的成果

333

二、中日人文交流合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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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日人文交流合作的成果

335

二、中日人文交流合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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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日人文交流合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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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歌舞伎演员坂田藤十郎（人间国宝）
（20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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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曲师春野惠子（2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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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语家三游亭乐马吕（20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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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日经济技术合作40周年研讨会

目 录

一、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ODA

二、中日人文交流合作的成果

三、今后中日交流合作展望

373

三、今后中日交流合作展望

•中日两国之间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

•近代以来，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中国的近代化
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的改革家、知
识分子通过日本学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社
会主义思潮在内的很多救国图存的思想和理
论。

•改革开放后，中国又向日本学到了很多科学
技术、市场经济以及现代企业管理方法。

374

三、今后中日交流合作展望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
理解的现状依然不能令人满意。

•据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2019年舆论调
查显示，两国对对方的好感度虽有上升，但
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375

三、今后中日交流合作展望

376

三、今后中日交流合作展望

•由此可见，加强人文交流，增进相互理解，
依然是这个时代中日关系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大平正芳在宣布
启动对华ODA时讲过的如下这番话：

377

三、今后中日交流合作展望

• 大平正芳在全国政协礼堂的讲
演

• “迈向新世纪的日中关系——
为求新的深度和广度”（1979
年12月7日）

• 大平在此强调：日中两国虽然
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但两国具
有不同的文化，仅在利益得失
的算盘上建立关系并不牢靠，

文化交流很重要，也很必要。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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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今后中日交流合作展望

• 大平尤其重视人文交流和人员
往来，认为技术合作也是为了
促进这种人员往来。

• 技术合作除了技术转移以外，
还能够促进志同道合人士之间
的交流。

• 即我们常说的：民心相通

379

三、今后中日交流合作展望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使命

•促进中日人文交流和深层次的相互理

解

380

三、今后中日交流合作展望

•今后我们会一如既往地不忘初心，牢记这
一使命，继续努力前行，为中日关系的改
善，增强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做出我们应
有的贡献。

•同时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继续给予
我们大力指导和帮助！

381 382

回顾中日经济技术合作40周年研讨会

感谢大家的聆听！

中日经济技术合作的历史意义

---以历史和解为中心--

李 廷 江

（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中央大学）

2019年12月11日

缘起---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
日本援华罹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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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难者

• 罹难三人

• 1 田所良一（总代表）

• 2武藤博贞（电气安装代表）

• 3须永芳幸（新日本通商株式会社翻译）

• 重伤三人

• 1片冈登（25万千瓦机组总代表）

• 2丰田博（焊机代表）

• 3今井和治（12，5万千瓦机组试运代表）

灾后重建

• 1、1976年8月4日，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水利
电力部、华北电管局、中日友协、日本驻华大使
馆、日立公司、新日本通商株式会社以及震亡者
家属，在北京为3名日方罹难者举行追悼仪式。

• 2、电站总指挥邀请日本技术人员重返陡河，1977
年5月3日，国务院特批 不受唐山停止对外开放的
限制。6月、7月 ，共3批日方技术人员重返陡河电
站工地，继续指导施工。

• 3、地震破坏最严重的1号机组于1978年8月10日
修复投产，最后一批日方技术人员于当月15号离
唐回国。

第一部 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

•邓小平访日

• (1978年10月22日~29日)

• 大平正芳访问中国

• (1979年12月5日~9日)

背景

• 中国改革开放的头十年里，
从中日领导人到两国民众之
间，“相互信任”与“和平友
好”的“黄金蜜月“日趋成熟。
当时距战争结束不过30多
年，不仅存在今天两国之间
所遭遇的各类问题，战争创
伤的记忆远比今天要强烈。
但是，在中日之间却呈现了
理性互动的和谐。

•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
年。同年8月12日，中日签订
和平友好条约，拉来了世界
史上，中日第二个互助合作
(也谓“黄金十年”)大幕。

• 1日本冲击
• 2日本经验
• 3日本资源

• 4日本援助

日本考察（1） 契机

• 赴日考察是1978年前后在全国
掀起的出国考察热的一部分。

• 当时的中央高层对于向国外先
进的东西学习，藉以改变中国经
济科技落后面貌的做法十分积
极。大力支持了国家计委在
1978年2月16日向中央政治局提
出的：“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
外请考察”的计划，据当时的国
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

• 仅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
出国和去香港考察的人员就达
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
港考察的有112批，

• 共824人。

1 日本考察（2）成员

•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5日，国家
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率一行二十三人
去日本考察企业管理。

• 副团长徐良图（经委副主任）、叶林
（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任顾
问、

• 张彦宁（经委委员）秘书长、

• 成员有宋季文（轻工业部副部长）、
张淮三（天津市革委会主任）、周壁
（上海市革委会公交办主任）、刘昆
（经委委员、局长）等，

• 社科院马洪（工经所所长）、

• 孙尚清（经济所）、

• 吴家俊（工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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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考察（3）冲击

• 1979年10月到11月，我们到
日本去考察了一个月。把
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我
们的经济现状作比较，感
慨很深。集中起来讲，我
们从1958年以来干了一些
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事，
加上文化大革命中林彪，
四人帮的破坏，经济发展
延误了20年。”

• 资本主义社会有它腐败
的东西。我们要学习的是
他们的先进经验”，“日本
的确在不少地方有比我们
先进的东西”。

日本考察（4）反思

• 邓力群就说；“有的同志说，日本的
经济也就是这二十多年中发展起来
的。此话有道理。”“日本 经济取得
的成就，我们同样可以取得，而且
可以更快地取得。”

• 袁宝华说“我率代表团从日本访问
回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华国锋主
持汇报，我们感到先念同志听进去
了，特别是我介绍在“大跃进”以前
日本经济和我们差不多，后来差距
越来越大，他们在管理、新技术方
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日
本在这些方面先是学习美国的经
验，后来又根据自己的实际消化吸
收，形成自己的特点”。

• 社科院这边，在历史所小礼堂，邓
力群组织了几场报告会，会场挤得
满满的。邓力群讲观感，讲积累和
消费，农轻重，价值规律和计划性。

• 马洪介绍《日本资本家怎样管理工
业企业》；

• 孙尚清介绍《关于日本的技术引进
和企业对职工的经济刺激问题》；

• 吴家骏报告《关于日本工业管理和
企业管理》。

• 1979年10月这四个报告也汇集出版
了，以邓力群的文章题目为书名，
叫《访日归来的思索》。最初的企业
改革是从改善企业管理开始的，然
后才是体制上的变革。

日本考察（5）思考

• 1979年3月12日，邓力群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社
会主义经济应该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我们所说的商品
经济，既包括生产，又包括流通。发展商品经济，既要
发展商品生产，也要发展商品流通。”

• 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认识变化一样，亲自考察资本主
义的现实，对中国各类人的认识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
影响

日本考察（6）转变

袁宝华“从英法访问回来，我
向华国锋，李先念汇报，他
们非常重视。先念说你再到
日本看一看，日本的竞争更
快。所以，我带着经济代表
团去日本访问，也是先念同
志提出来的。

• 重要的是，正是这些理
论家和经济学家，通过
考察日本，产生了理论
上突破和创新，对中国
社会思想解放起到了不
可估量的作用。

日本考察的意义

• 吴敬莲总结中国经济体制在
干部和群众中具有更广影响
的是以理论家、政治家邓力
群和重要经济官员马洪等为
首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同年11
月对日本的访问和考察。邓
力群、马洪等写成的考察报
告《访日归来的思索》对日本
的经济社会体制赞誉有加，
在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的管
理人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邓力群在书中得出结论，要
学习日本在政府的管控之下
发展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
想法最早是由邓力群的日本
考察在中国的中上层干部里
普及开来的。2015年5月4日。

• 在1978年到1979年中国改革
开放初始的历史转折时刻，
大批中国领导人走出国门看
世界的结果，为转变人们的
思想意识和观念创造了关键
性的契机，开始注意并开始
切实可行地引进有助于改革
开放的理论资源。正是在这
样一个不断意识，不断调整
的过程中，日本因素也就理
所当然地成为思考改革开放
政策时，可以借来受用的外
来资源中极其重要的水脉和
矿源。由于上述原因，对于中
国改革开放决策人而言，日
本经验和意义凸显，日本因
素的重要性也已成为中国高
层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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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是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1978年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产物，宣布
了中日关系合作互惠的开始。

• 1979年12月7日，来华访问的日本
首相大平正芳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
发表演讲中郑重表示，“我向各位再
一次保证我国对于贵国为实现现代
化所作的努力将进行积极的合作”，
这一重要举措，得到了中国方面的
高度赞扬,从而开启了规模浩瀚的
中日济技术合作巨轮。

日本顾问（1）背景—改革开放的
需要
• 中国面临国内百废待兴的局

面，对外部事务缺乏深入的
了解，对国际间的经济运作
就更缺乏研究，因此，如何把
握世界政治，经济的脉搏，借
鉴外国经济发展的知识，经
验是极为必要的。

• 谷牧是担任国务院主管经济
的副总理，深得邓小平的信
任，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始
终在邓的领导下具体负责中
国对外开放，其作用和影响
是极其重要的。此间，中国
同日本的政府关系，尤其是
经济高层的交往，主要由谷
牧负责

日本顾问（2）契机—中日友好的
产物
• 聘请日本顾问一事，最

早是1978年12月24日，
谷牧在上海锦江饭店
与日中经济协会会长
稻山嘉宽的谈话时提
及的。稻山关心中国的
改革发展，表示，回国
后可以选择推荐一两
位高级经济专家作为
谷牧付总理的客人前
来访问。。稻山回国
后，推荐大来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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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第一
次聘请的日本高级幕僚，也是中
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

• 大来佐武郎，（日本经济
研究中心会长，曾任大平
正芳内阁外相。）

• 向坂正男，（日本综合研
究开放机构理事长）。

• 小林实是日本兴业银行调
查部次长。

• 大来和向坂两人曾先后担
任过日本政府企划厅综合
计划局长，参与了日本战
后经济政策，计划的制定
工作，是日本知名的经济
专家，

日本顾问（3）报酬与职责

• 名分

• 对外我们保密，以一般
商务谈判身份出现，但
实际上作为谷牧私人的
客人来接待。

• 时间 一年来一次或两次
都可以

• 报酬 顾问费。

• 大来每天6万日元，向坂
5万日元，小林4万日元。

• 职责

• 在华期间，一方面了解
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
方面也介绍日本的经济
发展，并提出建议。

• 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形
式，也是卓有成效的是
日本顾问给中国国务院
领导和经济专家们授
课 。

日本顾问（4）工作
---启蒙・咨询・理论・实践
• 比如；第一次访华谷牧邀请的三位日本顾

问在中国春节前，1月26日旧历二八，周五
抵达北京。当天，谷牧接待了客人。第二
天，27日（周六）大年三十，谷牧召集国
务院几个主要部门副主任参加，在钓鱼台
宾馆主持了座谈会。第二天28日（周日）
是周日，也是中国的春节，可能安排是市
内观光和休息。第三天29日（周一），召
开座谈会，第四天，30日上午（周二）也
是座谈会。

• 在三天的座谈会上，大来等人首先介绍了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和经验，然后从
中国发展经济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建议，包
括解决资金的方案以及对中国投资方向和
顺序的建议。

• 三次访华记录

• 1 1979年1月26日（周五）——30日（周三）

• 2  第二次访华；1979年10月12日（周五）到
26日（周五）

• 3  第三次访华 1980年4月中旬

日本顾问（5）作用

• 启蒙

• 谷牧高度赞扬日本顾问来华讲座的意
义，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初始，外国高层
人士给我国经济部门负责人开的第一堂
经济课，对我国政府官员的思想解放起
到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

• 咨询

• 后来听说，我们的意见对于其后中国的
调整政策影响很大。

• 经查证，大来说“我们的意见对于其后
中国的调整政策影响很大”，确有其事。
大来等人的讲话内容经整理，及时通报
给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很有参考价
值。有些被采纳，并且很快就见诸报刊

• 1979年2月19日，李先念在反映
日本经济专家座谈意见的一份材
料上做了较长批示，同时指示要
求将日本专家的意见在《参考消
息》上发表。

• 邓小平更是多次提到降低钢铁产
量，“认为钢不搞六千万吨。这
样，就可以腾出手来去发展急需
的电，油，煤等动力工业和运输
工业。”

• .

日本顾问（6）影响

• 第二次访华

• 从将近20次的报告和座谈的题
目可以清楚，他们围绕当时中国
经济调整时期所面临的问题，结
合日本的实际经验，就一系列重
大课题介绍了日本的做法和经
验，对利用外资，产业结构和经
济体制，企业固定资产，积累
率，汽车工业发展，机械工业发
展，消费资料工业发展等提出了
具体的看法和建议。这一次的访
华期间最长，涉及的题目也最
多，对中方的影响之大可想而
知。

• 1980年5月20日上午，邓小平同胡乔木，姚依林，
邓力群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具体谈到日本学者
的意见；日本学者对我们编制长期规划提了一些
意见，中心是两条；第一，在最近几年内不要追求
速度，而是集中力量大好基础，其中包括能源，交
通运输，公用设施，也包括现在说的欠账。还包括
教育。高等教育要发展，小学教育要有步骤的普
及。这些基础打不好，先快也快不了。第二，认为
我们煤炭价格太低，石油的价格也低。这样，人民
使用煤，油就不注意节约。要提高煤，油的价格，
促使使用单位节约，这实际是保护能源的政策。他
们还提出我们应该主要搞水电，水电建设虽然周
期长一些，当不用煤，成本低，利润高。日本学者
讲的这两条意见不错，在编制长期规划时应该考
虑。

日本顾问（7）意义

•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万里等人谈话。指出；
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
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
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
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
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
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
作用。过去我们是宴会多，客气多，向人家请教
少，让他们帮助工作少，他们是愿意帮助我们工
作的。在大来等人访华期间所做的报告和提出了
建议，总是及时报告给中央各级领导，邓小平更
是十分关注，从后来他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划
中的一些谈话中，可以看到邓每次都是认真参考
了日本专家的建议，多次提到他赞成日本顾问对
于中国经济工作的看法和建议的。

• 谷牧感慨的说；

• “现在谈到智力引进，人们一般都
讲科学技术和普通的经济管理知
识及人才的引进，其实，国家领导
层借用外脑是更大的智力引进，
可以使整个国家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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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顾问（7）意义

• 大来，向坂，小林和下河边淳的三次来
访供24篇讲话都收集其中。编者在介绍
中说“他们三人是经日中经济协会会长
稻山嘉宽的推荐，作为我国国务院领导
同志的客人，应邀于1979年1月26日来
华访问的。26日下午。我国国务院领导
同志会见了他们，对他们的来访表示欢
迎，同时，请他们介绍日本战后高速度
发展的经验并对我国经济建设提出宝贵
意见。这里是他们在27日的座谈会上谈
的主要内容。” 。

• 就这样，通过《日本朋友对我
国经济工作的看法和建议》
的公开问世，有关中国改革
开放的，来自日本的思想资
源及时地从少数人手里走出
来，弥补了当时知识界的空
白，回答了社会的需要，成为
人们认识新的经济社会的工
具，转化为社会的公共财富。

第二部 超越历史・合作互惠的伟大实践
--以“中日供水友好合作”为中心--

• 1    水交会与中岛长次

• 2  “特殊的情感”

• 3    长春中日友好水厂

• 4    冈本力与中国

1    水交会与中岛长次
水交会的成立・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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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原则”

2  “特殊的情感”
东京大学教授 藤田贤二

• 我生在大连，长在哈尔
滨。早在学龄前，我就从
哈尔滨去过长春（当时的
新京）

• 1980年夏天，我听说要援
建长春水厂，而且被邀请
参加去长春、哈尔滨的供
水友好访问，我二话没说
就答应了。

中江要介大使長春初次体験

大使夫人看着中島敏次郎
大使試飲生産出来的浄水

• 183頁故事

3    长春中日友好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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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市水場借款報道

冈本力与中国
在中国生活的青年冈本

---和10岁可心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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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采访
—介绍当年难忘的长春岁月

结论（1）

• 40年来，中日两国科学经济技术合作与
中国现代化建设同步，她暨见证了中国改革
开放的时代进步，也在提供建设资金、技术
合作、培养人才等方面，为中国做出了积极
贡献。我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对此中国人民
是始终感谢的。

•

结论（2）

• 中日两国科学经济技术合作40年，两
国合作互惠友好合作史，在战后中日关系
中留下了浓重一笔，为实现中日两国的历
史和解，为建设新时代中日关系提供了重
要参考和宝贵资源。

结论（3）

我们衷心期望能够充分利用
这“四项原则”，通过供水使
日中友好和交流事业万古长
青。祝愿通过合作而诞生的
独具一格的“日中水道友好
20年史=中日供水友好20年”
这本实录册能成为21世纪的
里程碑和动力的源泉。

回顾历史，创建未来

福田康夫:40年的中日合作，协助了中国的经
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
加强了两国国民之间的感情和纽带，希望今
后两国的关系能够迈向新时代。

2019年12月7日在清华大学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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