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导报讯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封闭多年的国门被打开，

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负笈东瀛，勤工俭学，追求梦想。故里的期盼，羞涩的囊中，造

就了这一代人吃苦耐劳，敢于拼搏，进取向上的性格。 

被喻为新华侨的他们大都受过一定水准的教育，留学中又得以接触如生化、通讯、自

动控制和软件技术等最新的科研和应用成果，在中日友好的大环境中能够较好地逾越

语言、习俗障碍，融入日本社会，这些都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中日经济关系的深度交织，新华侨中很多

人抓住机遇成功创业，在日本社会生根发芽，施展身手。祖国庞大的市场和巨大的需

求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的商机，深谙专业知识和日本商务习惯、与日本社会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的新华侨，逐步成长为中日两国经济交流中来自民间的一只生力军。  

 



商务的发展必然催生出搭建交流网络的需求。当时的在日华商大致分为老华侨及其后

代经营的企业、中企在日法人和改革开放后来日的新华侨创建的企业。其中，新华侨

企业大都处于初创期，势力单薄，但他们的知识层次相对较高，与日本企业和社会的

联系相对紧密，与国内的沟通更加顺畅，商业模式也更加新颖灵活。随着中日间经济

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扩大，这三部分华商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互动的需求愈来愈迫切。为

了在日华商自身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为中日经济交流作贡献，成立一个代表性广泛，

覆盖各行各业的经济团体，不仅是时代所需，更是广大在日华商的一致期盼。  

经过一年多的缜密准备，在老华侨企业和中资企业的积极参与下，在吕行雄、刘正明、

曾德深等 43 名发起人的带动下，日本中华总商会于 1999 年 9 月 9 日在东京诞生了。

德高望重的老华侨吕行雄先生出任首任会长，老华侨黄耀庭先生、中企代表的华庆安

先生、新华侨代表的严浩先生、颜安先生出任副会长。日本中华总商会的成立，标志

着在日华侨华人企业家组织化的开端，也彰显了中日经济交流新平台的诞生。 

 

初创期的总商会的最大挑战是于内如何凝聚会员的力量，建设能促进会员事业发展，

促进中日经济交流和与海外华侨界沟通的组织机制，对外则是如何得到中国和海外华

侨界的认可。为此，争取在日本举办两年一度的世界华商大会便成了年轻的总商会的

首要工作。2001 年，利用参加在南京举办的世界华商大会的机会，总商会便开始积极

宣介在日华商的优势，申请主办权的活动，并组团到新加坡、泰国、香港等地路演。

经过激烈的竞争，终于赢得了 2007 年在日本神户举办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的主办权。 

2007 年在神户举办的世界华商大会盛况空前，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年轻的日本中华总

商会的实力和潜力，奠定了总商会在中国政府、侨办机构，在海外华侨经济团体中的

地位。时任会长颜安先生总结说，通过主办如此盛大的会议，总商会克服了种种困难



和分歧，凝聚了各方力量，团结了会员，锻炼了骨干，成为了今后发展壮大的一个里

程碑。 

 

总商会的 20 年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 20 年，是中日经济深度交织的 20 年，在这从肇

建走向初步成熟的期间，不乏几任会长和理事会辛勤努力，更有广大会员的积极参与。

各种价值观在这里碰撞，各方精英在这里磨合，经过实践与摸索，最终海纳百川，渐

渐形成一个团结的会，具有向心力的会。 

长期担任总商会会长的严浩先生回顾到，总商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三个关键词：即

“商”、“中华”、“日本”。 

首先，既然是商会，自然要“以商为轴”，在商言商，不为时局风行的变幻所惑蛊，牢记

为华商服务的初心，践行构建会员交流平台的使命。  

其次，总商会必须依托“中华”的优势和资源，倡导与祖(籍)国多互动，促进中日两国在

经贸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同时不断增进与全球华侨华人团体和企业的沟通，以帮助会

员构建更广泛的商业网络。  

 



其三，总商会肇建伊始便倡导在日华侨华人要摈弃“客居意识”，与日本各界人士广泛深

入地交流，努力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要遵守日本的法律法规以及道德规范，不断提升

企业的治理水平。 

过去的 20 年，正是总商会全体会员对这三个关键词深化理解和不断实践的 20 年。现

在，总商会已拥有近 400 家法人会员，基本涵盖了具有代表性的在日华侨华人经营企

业；近 20 家由中国各地方省市区在日商界人士组成的各地商会作为团体会员的加盟，

使总商会的开放性和代表性得到进一步的体现；约 70 家日本企业作为赞助会员的加入，

为总商会促进中日经济交流、融入日本主流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关西中华总商会

和新泻中华总商会为代表的直属分会的活动也日趋活跃。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总商会逐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运营管理机制。在理事会和执

行理事会下，运营、涉外、广报和总务委员会逐步进入角色，承担起为会员服务、对

外交流、宣传以及事务局等内部管理的职责，并形成了总商会自身的诸如“例会（会员

交流会）”“讲座和企业视察”“迎春会”“赏月会”“华商经济论坛”等一系列活动品牌，为广

泛团结在日华商，强化与日本社会和经济界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每年组织

的回国考察，组团参加世界华商大会，以及与海外华侨经济团体的日常交流活动，在

为会员拓宽视野和人脉，创造商机的同时，也为牵手日本与中国、日本与海外华侨，

促进交流做出了特殊贡献。 



 

 



 

在各方面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总商会的社会作用日趋明显，社团功能不断完善，社

会地位已得到海内外各界的广泛认同，可以说日本中华总商会已成为最具代表性和权

威性的在日华侨华人经济团体。 

古人云：二十不悔，三十而立。总商会于 2019 年 9 月迎来了创会 20 周年的节点。20

年来的历程和成就证明了总商会人没有悔于时代，没有悔于大好年华。  

放眼未来，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冠疫情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

商业模式，国际关系中贸易和技术摩擦日趋剧烈，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但是，会长

严浩先生指出：“总商会为在日华商服务，构建会员交流平台这一基本出发点没有变，

『商・中华・日本』的基本定位也没有变。只要总商会能够更加广泛地团结在日华商，

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就一定能创造出更美好的明天，为中日经贸关系的深化和华

商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