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累计额 

环境保护对策・节能 

 １．背景   ３．主要项目 

1979年访华的大平首相（时
任）与邓小平副总理（时
任）。当时，大平首相表示，
我国将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
供尽可能的合作，由此日本对
华经济合作启动。 
 

基础设施建设 
 
  

医疗保健等基础生活领域 

    中日友好医院 
（无偿资金援助・技术合作）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无偿资金援助・技术合作） 

北京首都机场第二航站楼 
（日元贷款） 

 上海浦东机场 
   （日元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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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植树造林项目 
（日元贷款） 

黑龙江省改善电热供应系统环境 
项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贷款） 安徽省煤矿液体化项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贷款） 

以前 现在 

 武汉长江第二大桥 
    （日元贷款） 

完善江苏省家庭保健研修中心
的器材（无偿资金援助） 

四川省震灾后恢复森林植被计
划（技术合作） 

甘肃省AIDS对策 
（技术合作） 

（出处）人民网 

对华经济合作，开始于1979年。 
为中国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对策、医
疗保健等基础生活领域的改善、人才培养等做出了
贡献。 
支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日元贷款：约3万3,165亿日元（2,551亿元） 
无偿资金援助：约1,566亿日元（120亿元）  
技术合作：约1,772亿日元（136亿元）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贷款：约2万3,119亿日元(1,778亿元) 

（注）人民币总金额是按1元=12.5日元的利率进行初步换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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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 

 利民工程实施件数（1990年～） 

◆ＪＤＳ（中国青年行政官员等长期培养支援项目） 
 自2002年开始已有430名的中国公务员赴日留学
读硕士 
◆青年研修 
  1986年～ 每年邀请100～150名赴日考察 

◆青年海外协力队 
（日语教师、保健卫生、教育文化等：839名） 

◆向中国派遣专家 
（环境、医疗、法律制度建设等：8,902名） 
 

紧急援助 

四川大地震 
（北川中学的搜救活动） 

（吉林省鎮賚県 鎮賚県第三中学： 
 日本語教師） 

◆接收研修员 
（环境、医疗、法律制度建设等：36,954名） 
 

贫困地区对策（利民工程） 
利民工程以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为直接让民众阶层受益，对当地的具
体并且规模比较小的项目提供无偿资金。每一项目的规模约为1000万日元（80万元
左右）。 
 

 

（河北省河北医科大学第三 
医院派遣：作業療法士） 

◆中国内陆地区人才培养项目                     
・对内陆地区的200所大学进行校舍、设施的完善 
・邀请内陆地区的教职员（约5000名）赴日留学 

四川大地震 
（大连晚报2008年5月18日） 

河北省20个 
河南省31个 
湖北省35个 
湖南省28个 
贵州省33个 
 
 

上海8个 
江苏省29个 
浙江省29个 
安徽省60个 
福建省52个 
江西省32个 
重庆省21个 
四川省39个 
云南省38个 
 

陕西省37个 
甘肃省26个 
青海省24个 
宁夏省26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3个 
西藏自治区10个 
海南省68个 
广东省75个 
广西壮族自治区112个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浩尔
吐中心卫生院急救中心医疗设备配
备项目（H21） 

青海省湟中县多巴镇小学校舍建设项目（H19） 

陕西省蓝田县厚镇乡韩坪村・梁峰村饮
水工程建设项目(H22) 

北京23个 
天津1个 
内蒙古自治区32个 
黑龙江省70个 
吉林省83个 
辽宁省105个 
山西省30个 
山东省17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