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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際貿易促進協会京都総局 

京都总局简介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京都总局（简称；京都总局）是以各行各业大中小企业为会员的民间非

赢利团体组织，是在日本最早成立的促进和发展日中经贸关系的既有力又可靠的日中友好团体。 

   京都总局是于 1954 年 12 月，由当时的京都地区经济界有识之士，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以及友好

合作，为促进和发展日本与当时还未与日本恢复邦交的新中国以及当时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的贸易和经济交流而创立的非盈利友好团体。今年正值京都总局成立七十周年。 

    京都总局早在恢复邦交前就与中国有交往，致力于民间的经济交流和友好交流，以民促官，为

了促成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进行努力和协助，终于 1972 年日中恢复邦交。 

 

    值得关注的是，京都总局所在地的日本京都，是与为实现日中恢复邦交做出最大贡献的周恩来

总理的有缘之地。在 1917 年，19 岁的青年周恩来（总理）为了寻求中国革命解放之路，渡海留学

到日本，1918 年到京都大学听课。青年周恩来利用学习余间,两次来到美丽的京都岚山，写下了著

名的“雨中岚山”一首诗词。周恩来总理的诗写道: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

见姣妍”。周恩来总理见到这一情景，就联想到人间和祖国中国,用“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来隐喻见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日中恢复邦交，1978 年 9 月，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得以缔结。1978 年 10 月，邓小平阁下访问日

本国。中国全国人大和日本国国会相继正式批准了条约。当时，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京都总局的

创始人和首届会长 吉村孙三郎先生，为体现广大日本友好人士的意愿，为纪念和绵怀周恩来总理，

为纪念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和批准，为日中两国人民永远友好合作，提倡并做为发起人，推动当时的

京都府知事、京都市长、京都商工会议所会长以及京都的日中友好 10 团体等，组成实行委员会，

集资建立了纪念诗碑。1979 年 4 月 16 日,邀请正在访日的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副委员长到京都

举办了揭幕典礼。 

    诗碑建立 44 年来，曾先后接待过中国谷牧副总理、余秋里副总理、荣毅仁副主席、胡锦涛副

主席(当时)、温家宝总理、李长春常务委员等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团，旅游团以及广泛的日本各

界和海外各界人士也络绎不绝来访拜留念，每年达近千万人次。（参照末尾附件“至今为止来访京

都的中国国家要人”） 

    2007 年 4 月 13 日，温家宝总理拜谒纪念诗碑时说；周恩来总理热爱中国，也热爱日本，周恩

来总理是日中友好事业的开创人和奠基人。 

    我们要学习和继承周恩来总理的遗志。推动日中友好合作永远向前发展。 

 

    日中恢复邦交以后，日中贸易有了飞跃的发展，从 1972 年恢复邦交时的 11 亿美元发展到 2022

年的 3,735 美元。日中两国已经发展到了互补而密切的关系。 

    与此同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有了飞跃的发展。向日企在华工厂出口原材料和配件（主要有

信息技术相关零部件）和进口他们产品（主要有机电，纤维，食品）即加工贸易方式，成为长年日

中贸易的支柱。 

 



    目前，中国不仅作为日本制造商的生产基地，还作为消费大市场，随着中国加入 WTO 以后对于

消费及服务市场领域更进一步加大开放，日企也在以中国内需为对象加速对华投资办厂。与此同时，

随着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飞跃的发展，中国的购买力量也有了相应的提高，目前中国对于又质好又

价高的日本工业制品和消费商品的需求愈来愈高，拥有优异技术和极好制品的日企非常愿望扩大对

华出口贸易。 

    随着日中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京都总局在促进协助日中经贸投资实务方面加大了力度，

京都总局发挥长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实务知识，以及与中国从官方到民间的广泛的密切友好关系，

积极帮助日企和中资企业分别在中国和日本开展日中贸易、经贸合作等事业活动。 

    鉴于日中经贸关系目前已经达到了如此飞跃的发展，愈来愈多的日企参加日中贸易和投资，京

都总局站在日中两国之间，希望能以半个世纪来进行促进活动而积累的日中贸易投资实务信息，以

及与中国各地机关和贸易公司之间的密切关系，为更多日中两国企业发挥帮助作用和桥梁作用。 

 

 

业务活动                      

为会员企业提供服务 
 

  京都总局发挥成立 57 年来积累的促进和发展日中经贸合作的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以及与中

国各方面机关单位和人之间建立的信赖关系，诚心诚意对应会员和非会员企业提出的中国经贸投资

相关询问和要求，在多领域里积极开展促进活动。 

    为了促进和发展日中经贸投资事业，每年派遣各种专业性强的访华考察团，接待中国来日团组，

接待和协助中方在日本举办的各种展览会、洽谈会和投资招商说明会，积极促进对华投资、技术转

让、物资流通、人才交流等各种形式的活动。与此同时，向日中相关方面提供各种经贸信息，承担

日中企业信用调查、商品市场信息调查等实务服务。 

 

促进贸易投资为支柱的日中经贸合作 

    京都总局为会员企业提供日中经贸相关信息和咨询服务，为解决日中经贸有关具体问题进行协

调和推动。京都总局推动贸易投资（日本对华/中国对日）、海运（振兴京都舞鹤港被利用于日中

贸易）和旅游（京都是日本古城和世界著名风景区）等多领域的日中合作。与此同时，向日中两国

进行经贸、投资、技术合作的实体企业和单位介绍和推荐合作对象并协助付诸实施。 

  京都总局与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经贸单位保持密切联系，提供信息并为访华团或访日团

协助安排在华或在日经贸活动日程。 

●协助解决日中经贸投资问题 

    京都总局发挥通过半个世纪来与中国开展促进经贸活动而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与中国官民广

泛的信赖关系，有力有效地为会员企业协助解决日中经贸投资问题，以及对于会员提出各种询问和

要求，如提供资料、调查、介绍日中企业及其产品、招聘日中经贸团组、陪同企业考察和商务访华，

解决贸易投资纠纷案件，介绍律师和会计师等专家，对于会员提出的各种各样个别要求，京都总局

均诚心诚意给予协助。 

    除会员企业个别碰到的日中经贸投资相关问题如索赔和保护知识产权等以及纠纷案件以外，对

于各行各业碰到的共同问题和课题及对策和措施，京都总局还与企业和各行业界共同进行研究解

决。并协助进行日中经济交流活动相关调研、宣传等工作。 

●提供信息和资料 

    京都总局向会员免费提供； 



1） 每隔 2 天以电子邮件提供中国多方面的新近的实用性强的经济信息和介绍中国经贸政策和法律

规定等。 

2） 每周邮寄东京贸促会发行的中国经济专业报纸“国际贸易”。 

3） 为会员进行调查和提供企业随时个别要求的信息和资料。 

●接待来日代表团组，组派访华贸易和考察团组        

    派遣访华团和接待来日代表团组等交流可提供增进相互了解和扩大合作的机会。京都总局每年

派遣各行各业专业性和专题性强的团组，来推动日企对华加深理解，增进经贸合作。 

    京都总局作为邀请单位或协助单位接待各种来日贸易小组、考察团、代表团等，协助安排他们

逗留在日本期间的活动日程，广泛向会员和非会员企业提供面谈和洽谈的机会。 

        同时，京都总局随时组派参加中国各地举办洽谈会、交易会、博览会访华团和考察团，向访

华成员们提供单独难得的短期高效收集信息和见面认识的机会，以便推动参加访华成员企业的中国

事业。 

●介绍和协助日中每年在各地举办的交易会、洽淡会、展览会 

    每年春秋在广州举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是促进日中进出口贸易和经贸投资合作的良好

场所和机遇。京都总局得到中方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合作，承办日方参加广交会的手续，并在与会

期间在广州临时开设联络办事处，向参会人员安排和提供贸易洽谈、咨询以及在穗生活方面各种

服务。 

    京都总局广泛向日企介绍和组团参加每年中国各省各市举办的洽谈会、交易会、博览会，并

代为募集展出日企，以便日企通过展出及其技术交流推介日本尖端技术和产品。 

    同时，京都总局对于中方在日本举办介绍投资环境的招商说明会及举办展览会和洽谈会等，

给予相应的协助，进行全面细致配合和接待工作，代办各种安排等。还给中方介绍在日本举办的

各种展览会并提供相关资料，协助参会手续等。 

●举办演讲会、说明会、实务专题讲座 

   京都总局经常举办中国经济情况、中国贸易投资相关法律法规和税制问题以及解决日企专业和

整体共同问题等的演讲会、说明会以及实务专题讲座。 

●介绍日中商务伙伴 

    在日中贸易、经贸合作、技术合作、运输、广告宣传等各方面向日中相关方面介绍信得过的伙

伴，同时可按要求进一步深入介绍和具体协作。 

●发行日中经贸有关实务书籍 

    京都总局的兄弟单位之一东京贸促会每年定期发行日中贸易统计、日中贸易实务、中国经济法

令、中国劳动法令、日中经贸相关企业名录、中国经济统计、中国检查检疫、中国各省经济现况、

中国知识产权等日中商务各种实用书籍，京都总局代为出售（会员企业可享受两成折扣） 

●市场调查、企业调查、商品调查 

    日企对华投资和经贸往来需要客观公正信息，了解对方伙伴企业和贸易客户经营信用和商品市

场需求，对日中双方合作的顺利进行极为重要。 

    京都总局在中国有关权威方面的协助之下，按照日企要求就中国各行产业、市场、企业、制品

等进行詳細調査，反馈给企业以便于更加推进日中经贸事业。 

●商材・人才信息 

    京都总局对于随時来询问的日中双方对企业・商品・求人・求职相关信息，进行中介服务。 

●中文翻译的介绍和代办    

    日本著名的学术城市京都拥有好多优秀中国留学生，他们多希望大学毕业以后还留在日本就职

在日本企业积累实践经验，因此京都拥有丰富的日语水平较高的人才。 

  京都总局对于日中经贸交流的中文翻译需求可提供介绍和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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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来访京都参观周恩来总理纪念石碑的中国国家要人 

 

１９７９年 ４月２１日 梁霊光 中国軽工業部部長 

      ６月１９日 廖承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務委員会副委員長（友好の船団長） 

      ６月１９日 粟 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務委員会委員 

李頡伯 鉄道部副部長 

王西萍 交通部副部長 

姚 進 財政部副部長 

劉 毅 商業部副部長 

９月 ８日 谷 牧 副総理（国家基本建設委員会主任） 

１９８０年 ４月１３日 余秋里 副総理（国家計画委員会主任）をお迎えして、詩碑建立一周

年祝賀会を行った。 

     ５月３１日 華国鋒 総理（そめいよしの桜 記念植樹） 

黄 華 外交部部長 

高文礼 公安部副部長 

符 浩 駐日大使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８日 彭 冲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務委員会副委員長 

     １２月１７日 韓光中 国国家基本建設委員会主任 

鄭拓彬 対外貿易部部長 

王柄乾 財政部部長 

１９８２年 １月１６日 賈 石 中国対外貿易部副部長 

２月２７日 徐運北 軽工業部副部長 

   ４月１１日 薄一波 副総理 

      ４月１９日 宋之光 駐日大使 

      ４月２０日 康克清 中華全国婦女連合会主席 

      ５月１６日 周培源 全国人民政治協商会議全国委員会副主席 

      ５月１８日 郝建秀 紡織工業部長 

      ６月 ４日 趙紫陽 総理 

     １０月１０日 王 震 前副総理／王炳南 中国人民対外友好協会会長 

１９８３年 ３月 １日 陳慕華 国務委員兼対外経済貿易部部長 

      ３月３１日 夏 衍 中国人民対外友好協会副会長 

      ４月１４日 姚依林 副総理 

      ４月２１日 韓念龍 外交部顧問 

      ５月２１日 王首道 全国人民政治協商会議全国委員会副主席 

      ６月１２日 楊 波 軽工業部部長 

      ９月１４日 李一氓 中国国際交流協会会長 

     １１月１１日 経普椿 前中日友好協会会長 廖承志未亡人 

     １１月２８日 胡耀邦 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総書記 

１９８４年 ４月 ４日 張香山 中国共産党中央対外連絡部顧問、中日友好協会副会長 

      ４月１６日 方 毅 国務委員、国家科学技術委員会主任 

      ４月１７日 王 震 中国共産党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日友好協会名誉会長 

      ５月１３日 姫鵬飛 国務委員 

      ６月２１日 朱穆之 中国文化部部長 

      ７月２２日 張勁夫 国務委員、国家経済委員会主任 

      ９月 ９日 李 鵬 副総理 

１９８５年 ４月２８日 彭 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務委員会委員長 

      ５月１８日 鄭鴻業 大使館商務処参事官 

      ８月１０日 谷 牧 国務委員 

     １１月１４日 白紀年 中国共産党陝西省委員会書記 



１９８６年 １月１８日 章 曙 中国駐日本国特命全権大使 

      １月２４日 張香山 中日友好協会副会長 

      ４月１７日 楊 鐘 林業部部長 

      ６月２５日 賈 石 中国国際貿易促進委員会会長 

９月１９日 段 雲 中国国家計画委員会顧問 

     １０月２０日 厳東生 中国科学院副院長 

１９８７年 １月１８日 田紀雲 副総理 

 ６月１１日 崔之夫 民生部部長 

      ６月２５日 周恩来総理記念詩碑 破壊事件発生（同日午前 7 時 30 分頃発見） 

      ６月２８日 周恩来総理記念詩碑 破壊に対する被害届を太秦警察署に提出 

      ７月 ９日 周恩来総理記念詩碑 破壊に対する告訴状を太秦警察署に提出 

７月２０日 周恩来総理記念詩碑 修復作業完了 

７月２０日 蒋光化 中国共産党対外連絡部副部長 

７月２１日 「日中国交正常化１５周年記念と詩碑おひろめの集い」 

      徐敦信 臨時代理大使公使参事官、 

文 遅 中国駐大阪総領事 

１０月１４日 黄世明 中国人民対外友好協会副会長 

１１月１４日 孫平化 中日友好協会会長 

１９８８年 ６月２８日 朱 良 中国共産党中央委員会委員、中共中央対外連絡部部長 

      ８月 ４日 「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 10周年・周恩来総理誕生 90周年 

記念講演会（講師：岡崎嘉平太氏）及び祝賀パーティー」 

楊振亜 特命全権大使、韓秋芳夫人、 

陸 琪 中国在大阪総領事、範淑琴夫人、宮朝清領事 

１９８９年 ４月１１日 李寿葆 上海市人民対外友好協会会長 

１１月２１日 孫平化 中日友好協会会長 

１９９０年 ７月 ７日 季鉄映 国務委員、 

楊振亜 中国大使 

 ７月２1日 「詩碑建立 11周年・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 12周年記念祝賀会」 

            （１９８９年が１０周年であったが、天安門事件で実施できず） 

孫平化 中日友好協会会長、 

千昌奎 中国駐大阪総領事 

１９９１年 ９月２４日 李貴鮮 国務委員兼中国人民銀行行長 

１９９２年 ５月２５日 万 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務委員長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 ３日 栄毅仁 国家副主席（当時）御夫妻一行 

１９９７年       胡錦涛 中国共産党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書記処書記・中央党学

校校長（胡錦涛氏は翌年 1998年 3月国家副主席に、2003年

から国家主席） 

１９９８年 ３月 ５日 周恩来生誕１００年 

２００７年 ４月１３日 温家宝 総理 

２００９年 ３月１８日 崔天凱 中国大使、鄭祥林 中国駐大阪総領事 

      ４月 ２日 李長春 中国共産党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 

 ８月２５日 李金章 中国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 駐日大使 

     １１月２２日 楊潔篪 中国外交部長、崔天凱 駐日大使 

２０１０年 ９月２７日 周恩来総理記念詩碑にペンキ塗布事件発生、翌日修復 

２０１２年 １月１１日 烏雲其木格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員長(副首相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