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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日本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动向与制造企业的调整和变革 

世界产业结构研究室 李毅 

[内容提要] 面对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关于制造业发展模式的争论，以探讨知识经济时代的制造业如何发展为目的，本文对

当前日本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做一简要的实证分析。即分析制造业在日本经济中的实际发展状况、当前日本制造业产业政策

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特点，分析和探讨日本制造业企业调整与变革的基本方向。以事实说明制造业在当代日本经济中的位

置、产业政策及企业变革对其成长产生的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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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纪初，随着世界产业结构高科技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序展开，制造业的发展问题重新受

到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类国家的普遍重视。但是，制造业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发展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探

讨，例如关于制造业发展模式问题就始终争论不休。知识经济时代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是否需要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和企

业变革对制造业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本文拟就日本制造业变动的实际情况提供一点实证分析。 

    一 制造业在日本经济中的实际发展状况 

    ......

    二 当前日本制造业产业政策的解析 

    制造业在日本经济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在日本经济生活中所处的重要位置，事实上回答了在今后的知识经济时

代，日本政府为什么仍要坚持实施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政策的问题。 

    (一) 目前的日本产业政策动向 

    当前，日本在推进21 世纪新型制造业发展方面主要采取了三大基本政策，即制造业基础技术研发及基础产业培育政

策、制造业劳动力稳定供给政策和鼓励学习制造基础技术政策。 

    1. 在产业层面上实施基础技术研发和基础产业培育政策。日本认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始终是其所具有的

高水平的技术开发能力，以及基于这一能力的新产品创造。而民间企业的研究开发投资是形成这种能力的基础。因此，首

先，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来强化企业的研究开发投资。政策包括对实验研究费用总额的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扣除制度，建立

“IT 投资促进税制”，提高中小企业技术基础，强化税制的减税比率。其次，加快推进特定领域的技术开发。即制定使

研发结果迅速实现产业化、促进经济活性化的研究开发计划，在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纳米技术和材料四个领域中

严格选择项目，实行重点支持。第三，实施有关知识财富的获取、管理方面的支持政策。建立涉及知识性财富信息的测

定、公布，以及知识性财产流动性事业支持的财政投融资制度。采取刑事惩处措施保护企业秘密不受侵害，努力强化企业

经营诀窍的管理和防止技术流出。第四，扩展与产业集群计划相关的支持政策。根据“产业集群计划”，促进广泛的产官



学人力资本网络的形成。同时，推进发挥地域特点的实用化技术开发，建设企业家培育设施(商务孵化器) 等，将上述事

业三位一体向前推进。 

    2. 在劳动力层面实行职业能力开发和稳定雇用政策。 

    充足的高质量的劳动力是日本赖以建立世界一流制造业的强大支柱。但是，伴随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转型

和长期的经济低迷，日本在这方面始终为两个问题所困扰：其一，是对制造部门人才能力水平下降的担心和生产现场专业

技能继承的危机;其二，是就业增长缓慢，就业者高龄化倾向明显。 

    日本政府在劳动力层面所实施的政策，主要是针对上述症结制定的。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为防止失业和稳定

就业，与学校联手对初高中学生围绕就业、实习等提供信息支持。第二，进行职业能力开发，提高劳动者能力水平。具体

有建立公共职业能力开发设施和为企业的职业能力开发提供人力物力支持。第三，改善作业环境和对劳动技能进行正确评

价。如以机械加工和维护为中心实施技能测定制度，通过召开国内国际技能竞技大会，营造尊重技能的社会氛围。 

    3.在教育层面上鼓励学习基础技术，推行系统职业教育政策。 

    为确保作为日本生命线的制造业产业后继有人，日本始终注意制造技术的基础教育和普及，在当今的高科技发展和产

业结构调整中，尤其重视这项工作。进入21 世纪以来，教育层面上的鼓励支持政策均是其《制造基础白皮书》的重要组

成部分。政策通常分为中等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社会科学普及教育三大部分。包括基于《产业教育振兴法》

对公立和私立高中的有关产业教育实验实习设施给予部分财政补贴，在部分区域设立中小学相关教育者支持事业和制造业

学习指导者数据库等。中间者即在大学大力开发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实践项目，实行技术者教育认定制度，整顿高等职业教

育的专业设置和充实教育经费等。内容主要有学校与公共机构联手将授课与展示教育结合起来;实施充分发挥科学性博物

馆教育功能的项目;推进专修学校的社会人职业教育事业;委托专修学校对离职者进行研发和职业培训，等等。 

    (二) 制造业政策实行过程的比较分析 

    ......

    三 日本制造业企业的调整与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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