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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自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以来,日本经济研究也随之进入了深层探讨的时期。中外学者
就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成因、现状及趋势进行了多方有益的探索,而随着近期日本经济形势的转变,一些
新现象、新特征开始逐步显现。为此,我们组织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的有关专家、学者从
总体、内需、财政、金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经营等角度出发,对当前
的日本经济进行了回顾、反思与展望,希望由此进一步促进并深化日本经济有关方面的研究。 

[成果全文]
 

2002年，日本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恢复，并未有大的起色。从国际国内的情况来看，日
本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恢复与提高，一方面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同时也面临着很多困扰。 

第一， 2002年日本制造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未见显著恢复长期以来，日本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国际
竞争力，主要也表现为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净出口额”这一指标，是一定时期一国出口贸易额与进口
贸易额的差，它所反映的是一国产品的出口能力相对于他国产品向该国出口能力的大小、高低，一国
（或一国某产业）的净出口额越大，则说明其出口竞争能力越强，表明其产业国际竞争力也就越强，反
之则弱。 

从上表可见，与美、英和德国相比，2000年以来，日本的净出口额一直是正值，表明出口竞争能力相对
较强，但波动性较大，说明日本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脆弱性还不十分明显。 

另外，从“国际竞争力倾向”即一国的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率来看，2000年和2001年都是
0.95，2002年1—10月平均为0.97，略有回升，反映出日本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仍处于徘徊不定、缓步爬
行的状态之中。不仅如此，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以加工组装业为中心的传统制造业的
原有国际竞争优势能否重现，也已成为令人关注的课题。 

第二， 产业国际竞争的形势对日本造成了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巨大压力与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为核心的尖端技术领域，美国在许多方面要领先于日本；
中国以低成本为特征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正在以日本人工费用的1/25的低成本，生产着世
界上50%以上的复印机、打字机、个人计算机等；以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在不断
赶超日本，并在诸如芯片等许多领域接近或超过日本。 

第三， 日本国内因素困扰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主要表现是：大学向企业的技术转移停滞不前；在知识产权的获取、管理、运用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
题；来自海外的仿制品泛滥，对日本产品形成了较大冲击；日本企业等机构向海外的非自主性技术流出
时有发生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造成了障碍。 

第四， 日本政府一系列强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政策措施的效果，尚需时日才能显现。针对日本产业国际
竞争力的现状，日本政府、 学术界以及经济界一直在努力寻求相应对策，这些对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
面： 



（1） 构筑综合知识产权战略。日本从1997年以来便开始实施“专利重视”政策，起初，更多地表现为
是对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局部调整和修改，还不是一种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的国家战略。从2002年情况
来看，日本的“专利重视”政策逐步被扩展、充实成为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目标、以强化产业国际竞
争力为中心的综合性国家战略——综合知识产权战略，甚至要由此将日本建成为“知识产权立国”的国
家。按照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与知识产权研究会”报告书》（2002年6月）的说法，日本以强化产
业国际竞争力为中心的综合知识产权战略的目标，就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到2005年使日本
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知识产权立国”的国家。 

（2） 出台《产业技术力强化法》。这是日本通商产业省在2000年12月拟定的旨在进一步提高日本产业
技术水平的一部法律。这一法律最终在2002年的4月20日起生效。 

（3） 由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挂帅的“产业竞争力会议”，从1999年起便开始草拟《国家产业技术战
略》，并于2002年公布。该战略将生物工程、信息通信、机械、化学、能源、医疗福利、新材料、环
境、住宅、航空、宇宙开发、汽车、纤维、食品、造船、建筑等16个产业领域作为日本进行技术研究开
发的重点产业领域，并要在2010年前后，达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级水平。 

日本为了提高其产业国际竞争力，在2002年所实施的各种政策措施还有许多，反映出日本在这一方面所
下的决心很大。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并非是依靠一定政策措施便可一蹴而就
的，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逐渐的积累。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产业国际竞争的新形势下，还有一个
“水涨船高”的问题，因此，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重振雄风还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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