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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对日本科技投入政策进行了分析，表明日本政府非常重视科技创新投入，并通过一系列政策

引导企业加强科技投入；接着对日本科技投入的总量、结构和投入方式进行了研究，表明企业是日本科技

投入的重要来源和主要执行机构；然后对其科技投入预算编制过程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其杜绝重复研究和

经费浪费现象的方法；最后对其科技投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指出日本的科技投入仍将继续增加，而其

中竞争性研究资金的比重会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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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创新型国家，

每年对科技的投入都占到了 GDP 的 3%以上。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不到 30 年，日本走过了从引进新技术

到自主创新的过程，进入技术输出的行列。尽管目前深受

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日本 2009 年的政府预算案中，科技预

算总额仍达到了 35 548 亿日元，与 2008 年的 35 555 亿日

元持平。在严峻的财政形势下，日本的科技投入仍基本保

持了稳定，显示出日本政府对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 

1 科技投入政策 

日本自 1980 年正式提出“科技立国”的方针，每个时

期都有相应的中长期发展计划出台，而真正的科技政策可

以说始于 1995 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基本法》。1996、2000

和 2005 年，日本分别出台了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期《科

技基本计划》。这些纲领性文件的宗旨都是“科技立国”。

日本通过科技政策的倾斜与重点实施，对科技的发展起到

了导向作用。 

首先，非常重视科技投入。2006 年，日本 R&D 经费

投入为 1 485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 3 437 亿美元，位列世

界第 2 位，但其占 GDP 的比重为 3.39%，位列世界第一，

其它国家中仅韩国的比重超过了 3%，为 3.23%，而美国、

法国等其它国家均不到 3%。2009 年，尽管金融危机严重，

但科技投入预算并未减少，仍保持了基本稳定。日本在研发

领域内的大量基础性投入，直接推动了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投

资的积极性，使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政府主导的研发经费

筹资模式已转变为企业主导筹资模式，企业研发资金占全部

研发资金的比重达 70%左右。 

其次，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科技研发，这

主要体现在《促进基础技术开发税制》和《关于加强中小

企业技术基础的税制》两项法律制度中。在这两个税制中

规定，企业用于购置基础技术(包括尖端电子技术、生物技

术、新材料技术、电信技术及空间开发技术)开发的资产免

税 7%，对中小企业研究开发和试验经费免税 6%。另外，

日本税收对科技投入的政策导向性也十分鲜明。它将企业

技术开发费用的扣除分为一般性支出、基础技术研究支出、

中小企业研究开发支出、特别研究开发支出等不同的项目。

日本还实行了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专门制

定了技术开发补助金制度，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给予

50%的资助，资助下限为 500 万日元，上限为 2 000 万日元。

在国家积极的产业政策引导下，私营企业对科研的投资力度

比政府还大。日本经济新闻社对日本 264 家主要企业 2007

财年研发投资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主要企业的研发经费比

上一财政年增长 6.37％，达到 11.8 万亿日元，连续 8 年保持

上升,而且其中约八成的企业表示研发投资力度额将继续加

大，1/3 的企业预测 5 年后的研发投资额会有 10％以上的增

长。 

第三，注重加强对技术消化吸收的经费投入。日本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1 世纪初，技术引进费用和用于技术消化吸

收和再创新的费用都大幅增长，而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费

用与技术引进费用的比例却从 6.46：1 上升到了 12.93：1。

日本各产业部门从国外购买技术专利的费用总额与消化吸

收这些技术专利的研究费用总额之比平均为 1：13，即平均

花 1 美元引进的技术要花 13 美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这对提高日本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起到了巨大作用，也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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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从技术引进国转变为技术输出国的关键所在。最明显的例

子就是，日本的钢铁、机械、半导体、电视机、微电子技术

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但经过日本的改良创新后，很快赶上或

超过技术输出国，成为日本的支柱产业。 

2 投入总量 

二战后，日本的科技投入一直在世界上都处于前列，占

GDP 的比重也不断上升。2007 年，日本的科技相关预算为

3.51 万亿日元，人均为 27 471 日元。在财政总预算缩减、严

格控制财政支出的前提下，科技相关预算投入中以振兴科学

技术为目的的“科学技术振兴费”为 13 678 亿日元，比 2006

年增加 2.7％，超过了当年 2.2%的 GDP 增长率。而按照日本

政府提交国会的 2009 财年(2009 年 4 月 1 日—2010 年 3 月

31 日)政府预算案，科技预算总额为 35 548 亿日元。按照欧

盟统计预测，日本 2009 年的人口数为 12 739.5 万人，则人

均科技预算额度为 27 903 日元。而在总科技预算中，作为政

府科技预算核心的科学技术振兴费增加了 1.1%，由 13 628

亿日元增加到 13 777 亿日元；战略重点科学技术的投入增加

了 5.8%，从 4 419 亿日元增加到 4 677 亿日元。 

3 投入结构 

大力投资是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日本政府及其

国民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下了大力气。从科研经费

投入上来说，一般国家的科研经费主要是由国家拨款，而

日本更主要的是依靠运用国家职能，调动、组织私营企业

和社会各种力量筹集资金，不仅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足

够的资金保证，而且巧妙地调动了私营企业的积极性，从

而使日本科技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行列。 

总体上，按资金来源分，2006 年日本的研发资金为  

172 735 亿日元，其中 77.1%来源于企业，16.2%来自政府，

其它则占 6.8%。 

按科研经费的执行部门分，也是企业承担了绝大部分

的科研活动，支出经费占到了总科研经费的 77.2%，政府为

8.3%，高等教育部门为 12.7%，非营利部门所用经费占

1.9%。 

按研究类型分，基础研究占 13.3%，应用研究占 22.4%，

而实验发展占到 64.3%。这是由于日本更多的研究是由企业

承担的，而企业更加重视引进基础研究。 

可见，无论从哪种角度，企业都在日本的科技创新中

占据了主体地位，并将继续是日本科技创新的主力军。这

也是世界 500 强企业中日本企业能占据 64 席，丰田汽车公

司成为惟一一家进入前 10 强的亚洲企业的根本原因之一。 

4 投入方式 

2006 年，日本研发经费投入 172 735 亿日元，其中，

人员费、原材料费和有形固定资产购置费分别为 79 330、

28 460 和 17 550 亿日元，分别占研发总经费的 44.5%、16%

和 9.8%。人员费的比重远大于其它两种费用，说明人的因

素在科技研发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人作为智能的载体

驱动着科技研发的快速发展。 

分机构来看，人员费在大学中的比重最高，达到了

64.3%，这也许与大学同时担负着学生教育的工作有关。而

企业中原材料费较高，有形固定资产购置费较低，这说明

企业更注重在现有基础上对新产品的研究开发。 

表 1 2006 年日本研发经费各类支出所占比重 (%) 

 人员费 原材料费 有形固定资产购置费 

企业 40.7 18.9 8.7 

非营利机构 32.6 13.6 15.6 

大学等 64.3 6.2 11.1 

总体 44.5 16 9.8 

数据来源：http://www.jst.go.jp/EN/database.html 

另外，从竞争性的角度来看，日本近年来一直在努力

增加竞争性研究资金。竞争性研究资金是重点资助富有创

新意识的研究人员从事独创研究，日本将其作为振兴本国

科技的重要手段之一。按照日本政策，独立法人均可申请

竞争性资金，这使得研究机构间的竞争加剧，然而这种竞

争又恰好能促进各研究机构更加注重创新。竞争性研究资

金一般分为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直接经费是直接面向研

究人员的科研补助，只限用于与研究相关的事宜；间接经

费的使用范围较大，不但可用于申请研究成果专利的相关

费用(包括律师费、申请费和维护费等)，还可用于支付研究

负责人和辅助研究人员的薪酬。 

2003 年日本竞争性研究资金总投入约 3 500 亿日元，

约占政府研究开发投入的 10%。而按照 2007 年预算，仅文

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厚生劳动省等 8 个政府部门实施

的竞争性资金即达 4 766 亿日元，占政府科技预算 3.51 万

亿日元的 13.6%，其中，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增加到 1 913 亿

日元。 

日本的竞争性研究资金大致可分成 4 类。其中，科学

研究费补助金的资金规模最大，约占整个竞争性研究资金

的 50%，其后依次为战略性创造研究推进计划资金、厚生

劳动科学研究费和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四者总和约占竞

争性研究资金的 80%。 

5 科技预算编制 

日本政府每年的科技相关预算案主要是由综合科学技

术会议组织审议和决定的。就整个编制流程而言，首先是

在每年的 6 月份，由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根据下一年度的科

技相关预算，审议并发布科技相关预算的资源分配方针，

该方针指明了日本政府下一年度的科技工作重点。日本相

关部门将以此来确定科技相关预算申请，进而确定科技相

关政策措施的优先顺序，评估国家重大研发项目，提出下

一年度的科技相关预算的编制，最终在 12 月份决定并公布

下一年度的科技相关预算案(见图 1)。 

日本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编制政府科技相关预算案的过

程是开放的，它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和掌握独立行政法人研

究机构和国立大学法人的科技相关活动，充分利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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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本政府科技相关预算编制流程 

来源：http://www8.cao.go.jp/cstp/english/panhu/index.html 

研发数据库”和“科技计划协调项目”，以避免研究内容

重复，杜绝研究经费的重复分配和过度集中，有效配置资

源。另外，还会召开听证会，广泛征求相关大臣和外部专

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更加有效地分配科技相关预算。 

6 科技产出 

强有力的科技投入加速了日本科技的快速发展，而科

技的快速发展又有力地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增长，“科技振兴

经济，经济振兴国家”的政策在日本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

是从论文，还是从专利来看，日本的科技产出都是收获颇

丰。从 ESI 论文来看，2007 年，日本 ESI 论文数量为 777 992

篇，排世界第 2 位，仅次于美国的 2 864 275 篇，ESI 论文

被引用次数 6 612 826 次，排在了世界第 4 位。从专利申请

来看，2005 年，日本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的 PCT(专利

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为 24 815 件，仅排在美国之后，居

世界第 2 位。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05 年对 39 个

国家(或地区)三方专利(“三方专利”是指在欧洲专利局和

日本专利局都提出了申请并已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发明

专利权的同一项发明专利)的统计，2005 年日本的三方专利

数为 15 239 件，排名世界第 2 位，仅次于美国。 

日本的经济也在科技这个加速器的作用下迅速发展。在

超导技术、材料技术、纳米技术、DVD 技术、平面显示屏

技术、硅技术、宇宙技术等领域，日本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而在传统行业领域，新日铁和 JFE 钢铁公司(日本)排在世界

钢铁业的第 2 名和第 3 名；三菱化学排在世界化学业的第 7

位；汽车业前 10 名有 3 家日本企业，其中丰田排在了第 1

位。 

7 科技投入的发展趋势 

自主创新已成为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科技投入更

是一种战略性投入。温家宝总理曾讲到，发展科技是为了

解决明天的问题；而日本也认识到科技促进是对未来的投

资，是为日本打开通向未来的道路。也正因如此，自 20 世

纪 80 年代开始提出“技术立国”的口号和政策后，日本政府

随之大幅度地增加科研投资。1982 年，日本用于科学研究

的支出费用达 1 800 亿日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2%。1991

年，政府研发经费支出达 13 771.5 亿日元，占 GDP 的 2.72%，

到 2006 年，这个数字达到了 17 273.45 亿日元，占 GDP 的

比重也上升到了 3.39%。同时，如前所述，在国家产业政策

的带动下，私营企业对科技研究的投资总额比政府还大，

而且大部分企业表示研发投资计划仍将继续增加。无论从

国家，还是企业的角度，日本的研发投入将持续增加，这

也正是日本能够以科技立国的根本所在。 

在投入方式上，日本政府仍将进一步提高竞争性研究

资金的比重。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开始逐步

提高竞争性研究资金的比重，进入 90 年代其增长幅度进一

步加大。日本第一期科技基本计划的目标就是大幅提高政

府竞争性研究资金的数额；第二期科技基本计划提出要在 5

年内实现政府竞争性研究资金总量翻一番的目标。从 1990

年到 2004 年，政府竞争性研究资金的数额从 700 亿日元增

长至 3 600 亿日元，在 15 年的时间里增加了 4 倍以上。第

三期科技基本计划也提出要进一步增加竞争性资金。竞争

性研发资金比重的提高将从长远上激发研究人员的创新积

极性，使其成为日本科技发展的一个巨大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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