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后 ７０ 年 日本科技发展 的轨迹与特点

冯昭奎

内容提要 ： 战后 日 本科技 的 迅速 发展 ， 在本质上就是 以 战 后科技 革命发

＊地
一

美 国为 靠 山 ， 紧紧抓住科技革命机遇 的结 果 ， 而 坚持 以 民 生 为 主 的

科技发展显然 有 利 于 日 本抓 住 战 后科 技革命机遇 。 战 后 日 本实施 了 比任何
“

技术 引进 国
”

都成功 的技术 引进 ， 推 动 了 日 本经济的 高速增 长 。 民间 企业是

曰 本科技发展 的 主 力 ，

“

匠人 精神
”

是 日 本科技发展 的 源泉 。

“

小发 明
”

不

断 ，

“

中发 明
”

贫 乏
，

“

大发 明
”

趋零是战 后 日 本科技发展 的 主要特征 。 追

赶 、 被追赶 、 再追赶是战 后 日 本科技发展 的基本路径 。 军 民 两 用 高技术 的 发

展
， 使 日 本科技实力 成为 冷 战 期及冷 战 后 国 际安全 战 略格 局 的 重 要砝码 。 废

弃
“

武器 出 口 三 原 则
”

释放 了 长期处于
“

低调
”

状态 的 曰 本军工产业及其技

术发展的 巨 大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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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道多助 ， 失道寡助 。

”

日本军国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 ， 他们发动

了
一

场违背人类道义的罪恶滔天的侵略战争 。 其实 ， 在军事失败背后 ， 还存

在着
一

个更为关键的 因素 ， 这就是科技的失败 。 历史表明 ： 战前 日 本科技发

展是极度偏向军事的发展 ， 虽有
“

零式战斗机
”

等出色的武器出产
，
但作为

武器技术重要基础的冶金技术却十分落后 。 换言之
，
当时 日 本的全部科技力

量都服务于和英美等国的军事对抗 ， 在短时期里临阵磨枪 ， 可在军事技术方

面逞强
，
甚至做出超越 自 己力量的事 ， 而一般科学技术则明显地处于劣势 。

这是 日本在二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

战后 ， 在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背景下 ， 日 本走上了以 民生技术为主 、

有 日 本特色的科技发展路线 。 本文拟在分析和论述战后 日 本科技发展轨迹的

基础上
，
就战后 日 本科技发展的特点进行探讨 。 由于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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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７〇 年 日本科技发展的轨迹与特点 ＣＤ

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 本文将按照战后 日本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划分 ， 分析

和论述战后 日本科技发展的轨迹 。

①

一 战后经济复兴时期 （
１９４６

￣
１９５５

）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日 本投降 ，

９ 月 ６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
“

日 本投降后

的美国最初对 日政策
”

， 明确 了
“

解除 日 本武装使之非军事化
”

的 目标 ， 这成

为美国 占领军对 日政策的最优先课题。

“

非军事化
”

内容除 了解散军事机构 、

排除军国主义势力以外 ，
还要实施旨在

“

破坏作为潜在战争能力 的 日 本工业

生产力
”？ 的措施 ， 这显然会波及 日本科技发展的物质基础 。 就科技本身而

言 ，
日本在战前已达到相当发达水平的军事科技研究当然也在被禁之列 ， 其

中飞机？
、 核能 、 雷达 （ 电波研究 ） 、 机床等研究领域成为受禁重点 ， 尤其是

禁止飞机和核能研究的政策一直持续到 占领期结束 ， 其他科技活动也受到了

严重影响 。

随着冷战加剧与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 美国 自 １９４８ 年开始改变

对 日 占领政策 ， 将 日 本建成
“

遏制共产主义的防波堤
”

成为其对 日政策的最

大 目标 ， 为此从抑制 日本转向扶植 日本 ， 从解除 日本武装转向要求 日 本
“

再

军备
”

，
从推行严厉的战争赔偿计划转向减少甚至取消 日本的战争赔偿

？
， 其

结果是使 日本得以保留战前遗 留下来的工业化物质基础来推进科技发展 ， 美

军对 日 占领政策的方向转换成为战后 日本科技发展的起点 。

战后 日本科技发展的启动 ， 其首要课题是从美国导人质量管理 （ ＱＣ ） 方

法 。 这是因为 ， 战前 日本向欧美 出 口 的产品 以
“

价廉物差
”

闻名
，

而要复兴

日 本经济 ， 必须扩大出 口
，
要扩大出 口

，
必须提高产品质量 。 事实上 ， 早在

１ ９４６ 年 ， 日本科技界就邀请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来 日本开设质量管理讲座。

① 自然科学技术涉及众多领域 ， 本文仅讨论以军用技术为中心展开的战后科技革命的重点领域 。

与此同时 ，
为节约篇幅 ， 本文在引述历史及科技史资料时 ，

对一些众所周知 的内容将不特别注 明出处 。

② 有沢広已監修 『昭和経済史 』 （
下卷 ）

、 曰本経済新聞社 、
１９８０年 、 頁 。

③ 占领当局对飞机研究的禁止也成为战后 日本飞机研发长期滞后 的原因 。 这是因为在 占领期结

束时 ，
飞机技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 从螺旋桨飞机时代进入到 喷气机时代 ， 尽管战前 日 本开发过出色

的军用飞机 ， 有些 日本企业还在战后悄悄地留住了飞机技术人员 ，
但要追赶与 战前相比发生了极大变

化的新型飞机技术 ，
显然是

一

个艰巨的课题 。

④ 按照最初赔偿方案 ，
应该将 日本机床生产能力的一半 、 火力发电 能力 的一半 以及生产铝 、 镁

的全部设备等移出 日本用于赔偿。 后来随着美国对 日 占领政策 的改变 ，
这个赔偿方案不了了之 。 参见 ：

星野芳郎 『先端技術〇根本問題 』 、 勁草書房 、 １９８６ 年 、 ２１ ０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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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ｆｌ 日 本学刊 ２０ １５ 年第 ５ 期

１９５ ０ 年 ６ 月 朝鲜战争爆发 ，
当 月美军即成立了

“

驻 日 兵站司令部
”

，
以

“

直

接采购
”

方式向 日本企业大量订购战争所需物资 。 ７ 月
，
占领当局指令吉 田

内阁建立以旧军人为骨干的 国家警察预备队 ， 为开赴朝鲜战场的美军守备军

事设施和物资仓库 。 随着美军订货单如雪片般飞向 日本企业
，

日 本列 岛成了

美军最大的后勤供应站 。 由于这是美军未经
“

日本政府
”

而直接向 日 本企业

发出的军事订货 ， 故称为
“

特需
”

，
日本生产的煤炭 、 卡车 、 铁藥藜 、 钢材 、

毛毯等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 。 １９５２ 年占领当局许可 日本重新开始从

事飞机生产活动 ， 为美军修理军机成为战后 日本飞机产业发展的起点 。 环顾

当时亚洲地区各国 ， 只有战前已具备工业化基础的 日本才达到了可为美军提

供战争物资的工业水平 ，
但 日本生产的工业产品仍不能满足美军指定的质量

要求 。 有鉴于此 ， 日本要接受
“

特需
”

订单 ， 必须大力提高产品质量
，
这进

一

步推动了质量管理方法的普及。

随着七年占领期于 １９５２ 年结束 ， 占领当局对 日本的飞机 、 核能等领域的

研究禁令 自然解除 。 面对美苏之间展开了研制原子弹 、 氢弹的军备竞争的国

际科技发展形势 ， 战后 日 本科技是以发展军事技术为主还是以发展民生技术

为主 ， 成为关系到战后 日 本是否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大抉择 。

１ ９５２ 年 ４ 月片面对 日媾和的 《 旧金山 和约 》 生效后 ， 占领当局立即开始

将一些武器 、 飞机的生产许可权限移交给 日 本通商产业省 ， 还公开地向 日本

企业订购凝固汽油弹用的容器 、 燃料桶 、 枪炮弹 、 照 明弹 、 火箭弹定向装置、

飞机轮胎和仪表等军用品 ， 武器成品在
“

特需
”

物资清单中所 占的比重迅速

上升到首位 。 顺应美国欲将 日本作为
“

远东兵工厂
”

加 以利用的需要 ， 日本

的部分军工企业开始悄悄地复活和发展 。

当然 ， 由于朝鲜特需也包括武器以外的
一

般工业产品 ， 因而也起到了推

动 日本民生工业技术发展的作用 。 例如 ， 佳能等公司制造的照相机镜头获得

美军著名随军记者的好评 ，
日 本的照相机企业受到很大鼓舞 ， 以此为契机

，

迅速扩大出 口并提高品牌声誉 ， 居然击败了竞争对手 德国高级相机
“

莱

卡
”

（ 当时莱卡相机十分昂贵 ， 在 日本有
“
一 台莱卡可盖

一

所房子
”

之说 ） 。

总之 ，
以军需为主的朝鲜特需成了推动 日 本经济复兴的

“

神风
”

， 给当时在经

济上处于严重困境的 日本帮 了大忙 ， 有学者认为朝鲜特需至少使 日 本在其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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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７０ 年 日 本科技发展的轨迹与特点 Ｃｆｌ

后发展进程中贏得了十年时间 。
①

通过朝鲜特需尝到甜头的 日本财界认为 ， 朝鲜特需只是一时之需 ， 日 本

应着眼于冷战时代可能出现的长期性军需 ， 使 日本军工企业获得可持续的发

财机会 ， 需将武器产业作为出 口产业进行振兴 。 １ ９５２ 年 １ ０ 月 日本通产省制定

了
“

武器等生产法要纲
”

， 决定推进 日 本
“

再军备
”

所需的军工产业和 飞机

产业的发展
，
这显示出 日本将重蹈战前经济军事化老路的迹象 。 但在 日本强

大的和平主义力量的影响下 ，
吉 田茂首相顶住了美国要求 日 本

“

再军备
”

的

压力 ， 采取了
“

重经济 、 轻军备
”

的和平发展路线 。 其后几十年 ，
日本集 中

力量发展经济 ， 在长期保持西方国家中最低军费开支水平的同时 ，

一直保持

着最高经济增长率 （ 直至 １ ９９０ 年 ） ，
成为低军费造福经济社会发展的

一个

范例 。
②

然而 ， 确立以 民生为主的科技发展路线 ， 并不意味着战后 日本没有发展

军事 、 武器技术的动向 。
１９５４ 年 ， 日本将

“

保安厅
”

所属的保安队 、 警备队

改组为
“

自卫队
”

。 为了满足 自卫队的武器需求
，
满足军工大企业谋求军需生

产利润的需要 ， 日本政府以立法手段对涌 向武器市场的 中小企业进行整理淘

汰 ， 导致武器生产集中 于少数大企业 （ 比如
，
生产武器弹药的企业和飞机制

造相关的企业从 １９５３ 年秋季的 １ ６０ 家和 ３０ 多家减少到 １ ９５４ 年的 ３ １ 家和 １ ３

家 ）

？
， 初步确立了战后 日本军工产业发展的体制 。

二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
１９５６

￣

１９％ ）

战后初期 ， 广大 日本国 民从媒体上了解到由洗衣机 、 冰箱 、 电视等家用

电器塑造的美国人的家庭生活 ， 对此充满了希望和憧憬。
④ 日本民众希望达到

① 日 本经济企划厅在 《战后 日本经济史 》 的
“

总论
”

中写道 ， 由于朝鲜战争 ，

“

日本经济才有

活路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动乱 （

指朝鲜战争 ） 是 日本经济回生的妙药
”

。 参见 ： 経済企画庁編 『戦後

日本経済史』 、 大蔵省印刷局 、 １９５７ 年、 ３２０ 頁 。

② １９８２ 年美国
一

家民间裁军团体提出了 《世界军事 、 社会支出 》 报告 ， 统计了西方九个国家从

Ｉ９６０ 年至 １ ９８０ 年的军事负担占国 民生产总值 （ ＧＮＰ ） 的平均比例与 ＧＮＰ 的年均增长率 。 其中 ， 曰本

的数据为不到 １％（军费 占比 ） 与 ９％（
经济增长率 ） ，

联邦德国为 ３ ． ５％与 ５ ％
，
法国为 ４ ． ５％与 ５ ％ ，

英 国为 ５％与 ３％
， 美国为 ８％ 与 ２． ５％ 。 这个统计鲜明地表 明了军事负担越低 、

经济增长率越高 的发

展趋向 ， 特别是 日 本的军费比例最低而增长率最高 ， 美酉的军费比例最高而增长率最低 。

③ 赤木正
一 『

日本Ｏ防衛産業ｊ 、 三
一

書房 、
１ ９６９年 、 ５ １

￣ ５２ 頁 。

④ 尽管在战前 日 本也有人使用家用电器 ， 但那是仅占总人 口不到 １％的上流人士 ， 而在同 时期

的美国 ， 家用电器的普及率已超过 ５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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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 日 本学刊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美欧国家那样的物质生活水平的迫切要求 ， 与当时 日本生产技术的相对滞后
①

形成了尖锐矛盾 ， 如何更快地解决这个矛盾成为推动 日 本技术发展的根本

动力 。

当时 日本老百姓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 ， 具体表现为对洗衣机 、 冰箱 、 电视

（被称为
“

三种神器
”

） 等家用电器的需求 ； 市场的大量需求驱动民间企业之

间展开激烈竞争 。 正如有 日本学者指出 的 ，

“

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
，
高速经济增

长期开始于家用电器的普及
”

， 而家用电器和汽车的大量生产以及与之配套的

公路 、 铁路 、 港 口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
又引发了钢铁、 电力 、 机械制造 、 合

成纤维、 石油化学等重化工业的连锁式发展 ， 进而推动 日本整个产业技术体

系提升到新水平 。 在这个背景下
，
大批战前及战时从业于军工产业的科技人

才转向 民生用品生产领域 ， 例如战前从事军机制造的技术人员转向新干线建

设等等 。

（

一

） 依靠 引进技术的重化工业化

１ ９５０ 年开始的技术引进 ， 助推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

在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 ， 通过出 口 、 特别是朝鲜特需
， 越来越多的民间企业已经

不缺资金 （包括外汇 ） ， 缺的主要是技术 ，
而企业所需要的技术

，
又正好已经

由美欧企业开发出来 ， 日 本只要把美欧先进技术引进来 ，
通过模仿 、 消化与

改良 ，
就能迅速使之产业化和商品化 。 怀里揣着鼓鼓钱包 （包括银行贷款 ）

的大批民间企业竞相为引进技术而投资 （ 包括配套投资 ） ， 这意味着 日本经济

增长的主要动力已经从经济复兴时期的
“

出 口
”

、

“

特需
”

转向 民间企业设备

投资 ， 形成了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
② 通过设备投资热潮 ， 由欧美国家开发

的新技术 、 新产品大量流进 日 本 ， 使原有产业设备一举更新 ， 家电 、 钢铁 、

电力 、 石化、 电子等
一

大批新兴产业崛起 。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 ， 经济高速

增长过程也就是战后重化工业化的过程 。

１９６０ 年由池田内阁提出的
“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

成为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的一面旗帜 ， 使广大民间企业大受鼓舞 ， 迅速扩大的设备投资推动了先进技

① 由于战前 日本将资源高度集中于发展军事技术 ， 极度轻视民生技术的发展 ， 加之 １９３９ 年美国

废除了 《美 日 通商航海条约 》
，
彻底断绝 日 本从美国引进技术的途径达十年之久 ，

而正是这段时间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 世界处于长期技术革新波动 的上升期
，
美欧技术获得迅速发展

，
大大地拉开了 日 本

与美欧的技术差距 。

② 例如 １ ９６９ 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率 （民间企业的设备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 ） 髙达 ２７ ． ３％
，

包括政府投资在内的投资率更是高达 ３５ ． ３％ 。 参见南亮进 ： 《 日 本的经济发展》 ，
景文学 、 夏占友译

，

北京 ： 对外贸易教育 出版社 ， １９８９ 年 ， 第 ３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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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导入
， 促使生产设备 日趋高级化和大型化 。 例如在钢铁业 ， 最大高炉容

量从 １９５３ 年的不到 １０００ 立方米扩大到 １９７３ 年的 ４６００ 立方米 ，
１ ９７７ 年在世

界容积最大的十座高炉当 中 ， 日本占了七座 。
？ 无论是炼钢厂还是石化联合企

业 ， 其大部分装置都依靠从欧美引进的技术 ， 但 日本企业对引进的各种技术

设备和生产系统充分地加以消化 ， 部分加 以改良 ， 使之在整体上构成十分平

衡和协调的系统 ， 甚至做到
“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

。 ／
如前所述 ，

以战前工业化积累 （ 特别是人才 ） 为基础 ，
日本具备使技术

引进得以成功的社会基础 ， 特别是企业经营者 、 科技人员 、 技能劳动者具备

迅速将欧美先进技术学到手 、 并且把技术引进与 自 主开发结合起来的能力 。

这就不能不提及
“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
”

对技术引进成功所做出的贡献。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 ， 民间企业的质量管理进
一步发展成车间工人 自主 自愿组织起

来的
“

质量管理小组
”

，
工人们利用下班时间开展活动 ， 虽然没有加班费 ， 却

可以提高 自 己的技术能力 ， 因此感受到
一种充实感 。 这也显示 出 日本人普遍

具有的所谓
“

匠人精神＇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
日 本技术引进成功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形成了

“
一号机

进口
，
二号机国产 ，

三号机 出 口
”

的 良性循环 ， 即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后 ，

能很快地将
“

物化
”

在机器设备中 的技术消化为 自 己的血肉 ， 用于制造国产

机器设备并加以改进 ， 使国产机达到能与引进来源 国的机器设备进行竞争的

水平并用于 出 口 。 有 日本经济学家指出 ：

“

通过弄清 日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引

进技术 ， 可以解开 日本经济增长的秘密 。

” ？

（
二

） 民间企业主导型研究开发结构的 形成

随着 日 本经济迅速增长 ，
民间企业的气场大增 ，

１９６ １ 年前后 日 本各地出

现了民间企业自办
“

中央研究所
”

的热潮 ， 大学毕业生中愿意到企业工作的

人才也 日益增加 。 建立
“

中央研究所
”

热 ， 与其说是民间企业为了追求基础

研究的实际价值 ， 不如说是为了提升企业的地位和名声 ，
以便吸引更多大学

毕业的优秀人才 。

① 又如在石化工业领域 ，
日本在东京湾 、 伊势湾 、 瀨户 内海沿岸陆续建成石化联合企业 ，

最大

乙稀生产设备的规模从 １９５８ 年的年产 ２ 万吨扩大到 １９６６ 年的 ２０ 万吨 、 １９７３ 年的 ３０ 万吨 ， 形成了 以

大型联合企业为主的石化生产体系 ； 在电力工业技术领域 ， 最大火力发电机容量从 ５〇 年代后半期的

ｎ ．５ 万千瓦扩大到 １９６７ 年的 ６０万千瓦 ，
进而向 １００ 万千瓦升级。 参见 ： 佐貫利雄

１

■

産業構造 』 、 曰

本経済新聞社 、 １９８１ 年 、 ３７ 頁 、 ４０ 頁 、 ５ １ 頁 。

② 南亮進 ｒ
日本刃経済発展 』 、 東洋経済新報社 、 １９ ８ １ 年 、 ＴＯ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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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

日本民间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资金 日 益超过依靠政府预算支

出 的研究开发资金 （这种情况持续到今天 ） 。 显然 ， 资金充裕就可以购置更好

的研究设施
？

， 吸引更多的研究人才 ，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日 本民间企业的研

究人员数已经达到大学科技部门研究人员数的两倍 。 这意味着
“

企业优位
”

、

“

民间企业主导型
”

的 日本研究开发结构在 ６０ 年代就已经开始形成 。

１９５７ 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 ， 对美国形成了强烈的刺激 ，
为了应对苏联的

科技挑战 ， 美国大幅度地增加科技研发预算 ， 促使世界各国 的科技人才流向

美国 ， 很多科技人才流出 国为这种
“

头脑流出
”

问题感到担忧 。 当时在 日 本 ，

确有很多天文学者被美国挖走 ， 东京天文台的研究人员甚至被
“

挖空
”

了 ，

但天文学人才的出走似乎与重视实际应用技术的企业关系不大 。 可以说
，
由

于民间企业掀起了
“

中央研究所
”

热和大力增加研究开发投资 ， 致使 日 本受
“

头脑流出
”

问题的影响最小 。

而且 ， 早在 １９５６ 年 ，
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就提出要强化战后导人的美国

式教育制度 ， 重视
“

毕业后能够很快进入企业发挥作用
”

的职业教育 ， 要求

日本政府增加理工科教育资源
， 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 与此同时 ， 日本企业十

分重视企业内对员工的技术培训
，
特别是采用很有特色的

“

日 本式招工方

式
”

。 比如
，
在美国 ， 招焊接工人 ， 就按焊接工的要求与企业签雇用合同 ， 招

油漆工 ， 就按油漆工的要求与企业签合同 。 日 本企业很少对招工工种进行严

格区分
，
而是笼统地按照

“

制造工人
”

职务与 面试者商议 ， 决定录用后 ， 依

据企业需要 ， 结合本人意愿 ， 或搞焊接 ， 或搞刷漆 ，

一个工人往往会有从事

各种工作 、 接受各种培训的机会 ， 日 久天长 ， 逐渐被培养成
“

多能手
”

。

（
三

） 在美 国援助下的武器技术发展

Ｉ９５４年 日美签订了
“

共同防御协定
”

（ ＭＳＡ ） ， 该协定在相当长时期里促

使美国军事技术大量流向 日本 ， 推动 了 日本军工产业的发展。 １９５５ 年 ， 日 本

制造了第
一

架喷气作战飞机——富士
Ｔ － １ 战斗教练机 。 １９５５￣ １ ９５７ 年 ， 日 美

决定以
“

经费分摊方式
”

推进喷气机的美 日 共同生产和部分零部件在 日 本
“

国产
”

。 日本航空 自卫队还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 自主开发了先进的 Ｔ 
－

２ 超

音速喷气教练机。

在舰艇技术领域 ，
１ ９６４ 年 日 本开始建造首艘

“

朝潮级
”

常规动 力潜水

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
笔者在 日 本学习 电子技术期间 ，

一

位研究生同学毕业后去 了索尼公司工

作 ， 曾对笔者说 ， 与公司里的研究设备相比 ， 大学的研究设备就像
‘
‘

玩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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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 ，

６０ 年代末开始建造
“

祸潮级
”

常规动力潜艇 。 在导弹技术领域
，

１ ９５６ 年

三菱重工着手开发反坦克导弹 ， 成为 日 本国 内开发的最早的实用导弹 ，
６０ 年

代中期三菱电机与东芝公司对霍克导弹进行许可证生产 。 至于其他武器 ， 进

入 ６０ 年代 ，
日 本对坦克 、 装甲车 、 小型武器等陆上武器在原则上实现了

“

纯

国产
”

， 例如 １ ９５５ 年着手开发的 日 本第
一

代主战坦克 ６ １ 式坦克 ， 就是一款纯

国产武器。

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 日 本 自 卫队使用的武器装备的 国产化率超过了

９０％ 。 这里说的
“

国产
”

， 主要是对美国开发的武器装备的
“

国 内生产
”

， 而

不是从开发到生产都在国内进行的
“

纯国产
”

。 由于 自卫队规模不大 ， 日本武

器装备只能面向 国 内狭小市场
“

低调
”

发展 。 随着 日 本军工产业逐步具备了

生产性能较高的军工产品的能力 ， 它们越来越不能满足于仅仅为 自卫队生产

武器
， 而要求政府放开 日本制造武器的对外出 口

，
以便发挥大量生产的

“

规

模效应
”

。 然而 ， 在 日本国民 、 媒体特别是社会党等反对发展军工产业的呼声

日益髙涨的背景下 ，
日 本政府在 １９６７ 年 ４ 月制定了

“

武器出 口三原则
”

， 规

定不准向三类国家 （ 即共产主义国家 、 联合国武器禁运国家和冲突 当事 国 ）

出 口武器 。 与此同时
，
期待 日 本购买美制武器的美国政府 （美国存在着追求

发战争财的
“

军产复合体
”

（ ｍｉｌｉ ｔａｒｙ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ｍｐ
ｌｅｘ ）

？
， 对国会和政府的

影响力很强 ） 也给 日 本野心勃勃的
“

自主装备 （ 自卫队 ）

”

计划泼了冷水 。

三 经济稳定增长时期 （
１ ９７３￣１９９０

）

１９７３ 年爆发第
一次石油危机后 ，

日本经济髙速增长期趋于终结 。 以石油

危机为分界点 的前十年与后十年 ， 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从 ９ ．３％ 下降至

３ ． ６％ 。
？ 与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下降到 ２％ 以下相比 ， 日 本经济在高速

增长结束后仍保持 ３ ．６％ 的
“

中速增长
”

或
“

稳定增长
”

水平 ，
与当时 日本

科技工作者所付出 的巨大努力是分不开的 。

（

一

） 克服能源危机的科技发展

作为
一

个 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 国家 ，
日本全国能源需求的 ７０％ 依赖廉价

①７％ｅＭｉｌｉ
ｔ
ａｒ
ｙ

＿

Ｉｎｄｕｓｔｒ 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ｈｅＦａｒ ｅｗｅｌ ｌＡｄｄｒｅｓｓ

才 

Ｐｒｅｓｉｄｅ ｎｔＥｉｓｅｎｈｏｗｅｒ
，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ｓ

ｐ
ｖｂ^ ｃ ａｄｏｎａ

，

２００６ ．

② 日本経済新聞社編 『 日 本経済入門 』 、 日本経済新聞社 、 １９９７ 年 、
１０４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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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进 口
， 而且主要来 自 中东地区 ， 因此石油危机对 日本的冲击巨大 。 日本

整个科技体系被动员起来应对危机 ， 通产省努力寻找能代替石油的所谓
“

替

代能源
”

， 包括核能 、 天然气 、 煤炭 、 水力等
，
并在 １９７４ 年开始实施

“

阳光

计划
”

， 致力于开发太阳能 、 地热能 、 煤炭的液化和气化 、 风能 、 海洋能等
“

新能源
”

，
１９７８ 年又开始实施致力于研发节能技术的

“

月光计划
”

。 从 日 本

危机对策的整体效果看 ， 真正起到实际作用的主要是核电发展 、 节能推广 、

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外交 ，
至于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则由于成本很髙 ， 加之

进人 ８０ 年代油价趋稳 ， 虽然费了很大力气开发 ， 却暂时未能进入实用阶段 。

在核电技术方面 ， 日本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半期从美国 引进两种轻水

堆——沸水反应堆 （ ＢＷＲ ） 和压水反应堆 （ ＰＷＲ ）
，
并于 ７０ 年代初期投产 ，

然而在其运行过程中却发现不少严重缺陷 ， 致使故障多发造成停机频频 ， 设

备运行率只有 ４０％
。 为此 ， 通产省从 １９７５ 年度至 １９８５ 年度 以产官学合作方

式开展了三次轻水堆改良计划 ， 取得了明显成效 ：
ＢＷＲ 设备利用率从 １９７５ 年

的 ３５ ． ４％ 提升到 １９８４ 年的 ７２ ． ２％
，
ＰＷＲ设备利用率从 ４６ ． ６％提升到 ７６． ２％ 。

①

再看节能技术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由于公害问题 日趋严重 ， 加上发生石油危

机 ， 世界各国汽车业都遇到了严重挑战 ， 甚至被称为进人了
“

汽车业的冬天
”

。

日本却逆势而上 ，
将汽车业遇到的挑战转化为挺进世界市场的机遇

， 将公害和

石油危机的压力转化为促使汽车节能减排的动力 〇 １９７ １ 年
， 即美国 国会通过旨

在减少汽车排放尾气中的有毒物质的
“

马斯基法
”

的第二年 ， 刚刚成立的 日本

环境厅就强制要求 日本汽车企业严格履行连美国汽车企业尚未能履行的
“

马斯

基法
”

， 起初 日本汽车企业对环境厅的过苛要求表示不满 ， 但科技人员却知难而

进
，
积极利用微电子技术来控制发动机燃料喷射 、 开发新型的发动机等 ， 使燃

烧状态达到最佳化 ， 产生了明显的节能效果 ， 在全球率先达到了 当时最严格的

美国环保法规的要求 ，
从而奠定了 日本汽车业在环保发动机领域的领跑者地位 。

日本由于国土狭窄 ， 本来就擅长发展小型车
，
又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增强了节

能减排的功能 ， 使 日本造小型汽车不仅打人了世界汽车市场
，
而且成了抢手货 ，

在世界各国掀起了一股
“

小型车
”

热 ， 世界
“

汽车业的冬天
”

对于 日本汽车产

业反倒成了
“

春天＇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日本的小汽车产量超过了美国 。

总之 ， 经过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 ，
日本产业的国 际竞争力不仅

① 「昭和 ５９ 年度我 ：^ 国乃原子力発電所乃時間稼働率及＾設備利用率 （ １２
－

０１
－

０ １ － ０６
）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ｉｓｔ ｏｒ．
ｊｐ

／ ａｔｏｒａｉｃａ／ ｄａｔａ／ｄａ
ｔ＿

ｄｅ ｔａｉ
ｌ

ｐ
ｈ
ｐ
？Ｔ ｉｔ

ｌｅ＿Ｋｅ
ｙ 

＝
 １２

－

０ １
－

０１
－

０６ 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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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７〇 年 日 本科技发展的轨迹与特点 Ｃ５

没有减弱
，
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

以至在 ８０ 年代被誉为
“

世界工厂＇

（
二

）

“

轻薄短小
”

产业技术的发展与
“

技术立国
”

方针的提出

日本应对公害与石油危机的努力还体现在对整个产业结构实施转型 ， 使产

业重心从高能耗型的
“

重厚长大
”

产业转向低能耗型的
“

轻薄短小
”

产业 ， 从

钢铁 、 炼铝等基础材料产业转向汽车 、 微电子等加工组装型产业 。 到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前半期 ， 产业结构转型不仅使 日本对石油的需求明显下降 ， 还推动了 曰 本

髙技术产业的发展 ， 甚至达到世界领絲平 。

作为
“

轻薄短小
”

产业的典型
，
通产省最重视的是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

研发 ， 特别是作为计算机主要器件的集成电路 ，
具有非常广泛的用途 ，

以至有
“

产业之粮
”

之称 （如同过去钢铁被称为
“

工业之粮
”

） 。 为了与发明集成电路

的美国竞争 ， 在通产省的主持下 ， 由 日 本最大的五家计算机公司 （ 富士通 、 日

本电气 、 日立、 东芝和三菱电机 ） 在 １ ９７６ 年至 １９８０ 年派遣精干的研究人员与

通产省下属研究所一起组成
“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组合＇ 经过四五年的

潜心钻研和共同开发 ，
终于在半导体技术 、 特别是电子束曝光技术方面追上了

比 自 己强几十倍的世界计算机巨擘——美国的 ＩＢＭ公司 （ 当时 日 本最大的计算

机公司富士通在世界计算机市场上的占有率仅为 ＩＢＭ 公司的 １／３０
） 。 这显示了

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平时相互竞争的同行企业 ， 在对付外国强大竞争对手的

目标下能联合开展基础性的研发活动 ， 留下了如何组织研发尖端技术
“

国家队
”

的宝贵经验。 同时 ， 向半导体集成电路等
“

轻薄短小
”

产业转型
，
也促进了地

方经济的发展 ， 号称
“

硅岛
”

的九州经济的振兴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

① 在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末至 ８０ 年代 ， 作为半导体技术
“

后发国
”

的 日本的半导体企业在国

际竞争中显示出 比美国半导体企业更强的竞争力 。

１９８０ 年 日本正式提出
“

技术立国
”

方针
，
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来推动产官学

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 然而 ，
日本提出的

“

技术立国
”

方针却被美国视为
“

技术

民族主义
”

技术立国
”

的英语译文是 ｔｅｃｈｎｏ 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ｚｉｍ
） ，
认为 日本在

“

以

国为本
”

的
“

立国
”

方针的背后 ， 隐藏着将美国视为假想敌 、 以激励 日本科技

① 九州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年代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曾经是个
“

落伍者
”

。 但从 ６０ 年代末起 ，
位

于关东 、 关西等发达地区的电子大企业纷纷进人九州 ， 采取
“

母鸡下蛋
”

方式在这里设立分公司或分

厂 。 不到十年 ， 九州就发展成为闻名遐迹的集成电路生产基地 ， 被誉为
“

硅岛
”

。 九州 发展的
一

个重要

原因就在于很多高技术产品具有
“

轻薄短小
”

特征 ，
这成为高技术大企业有可能将工厂建在可利用空 中

运输的偏远但离机场较近的地区 ，
比如一个两吨集装箱可运送价值 ３ 亿 日元的集成电路 ， 从位于 日 本的

“

硅岛
”

（
九州 ） 的大分工厂空运到东京 ， 运费才

＿

２７万 日元
， 相当于产品价格的 ０ ． ０９％ 。

—

８５
—



Ｃｉ） 日 本学刊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工作者发挥不输于美国的创造性的意图 。 这当然为推行
“

技术霸权主义
”

的美

国所不容 ， 结果导致 日美贸易摩擦上升到更加激烈的科技摩擦阶段 。
①

（
三

） 自 主开发国产武器和向 美国提供
“

军事技术
”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 日本政府进
一

步完善了
“

武器出 口三原则
”

， 将其定位于
“

和

平国家的原理和原则
”

， 将国内武器生产的 目标定位于满足 日本 自卫队的需要 。

？

１ ？ 自主开发国产武器

在 １９７３￣ １９９０年间 ，
日本 自卫队逐步从依赖美国提供武器的初期发展阶段

“

毕业
”

。 这是因为 日本军工企业通过利用美国特许证进行武器生产的过程 ，

“

日

积月 累
”

地消化和掌握各种先进武器制造技术 ， 然后逐渐以 自主开发的国产武

器进行升级换代 。

在飞机制造领域 ，
１９７７ 年 日本设计研制了战后 日本第

一

款 自制 的超音速战

斗机
——

Ｆ
－

１ 战斗机 。
１９７９ 年防卫厅决定 由三菱重工 自 主生产 Ｆ

－

１５ 战机作为

下一代主力战斗机 。 同年
，
日本政府决定导入 Ｐ ＿ ３Ｃ 反潜巡逻机等美军最先进

．

武器 ，
日美开始探讨两军武器的共同标准化 。

陆上武器方面 ，
９０ 式坦克于 １９９０ 年列装采用 。 需要说明的是 ，

二战后 日本

国 内共开发了四代主战坦克 ， 第
一

代是 ６１ 式坦克 ， 第二代是 ７４ 式坦克 ， 第三

代是 ９０ 式坦克
，
第四代是 １０ 式坦克 （分别以决定

“

列装采用
”

开始大量生产

的公历年份最后两位数命名 ） 。

在导弹技术领域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

航空 自卫队为了对付苏联的高度战略

轰炸机而导人美国的 ＭＩＭ －

１４
“

奈基一大力神
”

防空导弹 ，
由三菱重工进行特

许生产 。 １９８２ 年防卫厅着手开发陆上 自卫队使用的 ８８ 式地对舰导弹ＳＳＭ 
－

１
，其

特点是导弹发射阵地十分隐秘 ， 发射后导弹可贴近地形飞行而很难被发现 ，

带有 目标选择算法等 。

２
． 作为

“

民生技术大国
”

向美国提供
“

军事技术
”

发轫于美国的战后科技革命迅速扩展到西欧 、 日 本等地 ， 特别是 日本通

过引进美欧先进技术 ， 通过将军用技术转用于大众化民生用品制造 ，
产生了

一系列
“

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
”

的军民两用高技术 ，
弓

丨起了美国军方的高度关

① 诸如被形容为
“

日美半导体战争
”

的 日美围绕半导体产品的激烈贸易摩擦 、 ＩＢＭ 商业间谍事件 、

东芝将加工潜水艇螺旋桨的高级数控机床偷偷出 口苏联引起的 日美纠纷等等 ， 都显示了 日 美科技摩擦之

激烈和深刻 。 由于篇幅限制
，
本文不拟对上述充满戏剧性的

“

战争＇
“

事件＇
“

纠纷
”

进行详述 。

② 防衛省
「武器輸出三原則 乃緩和 ｈ 国民乃意識」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ｍｏｄ ｇｏ．
ｊｐ／ｒａｓｄ

ｆ
／ ｎａｖｃｏ ｌ／ＳＳＧ／

ｒｅｖ ｉｅｗ／４ 
－

１／４
－

１
－

５ ．

ｐ
ｄｆ

〇

—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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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７０ 年 日本科技发展的轨迹与特点 ＣＤ

注 。
１ ９８３ 年 ， 作为军事技术大 国 的美 国居然要求作为 民生技术大 国的 日本

“

提供军事技术
”

，
美国国 防部向 日 本提出其所关心的 、 由 日本国立研究机构

和国立大学及民间企业开发的技术清单 ， 涉及材料技术 、 信息和电子技术 、

火箭推进技术 、 生产技术等诸多领域 ，
达 １ ６ 项 ， 全是

“

军民两用技术
”

。

四 经济低迷时期 （
１９９ １

？ ２０ １５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由于泡沫经济崩溃 ，
日 本经济长期低迷 ，

被称为
“

失去

的十年
”

。

① 进入 ２ １ 世纪后 ，
日本经济继续萎靡不振 ，

２０ １ １ 年发生的东 日本

大地震又使 日本经济遭受重创 ，
在长达 ２５ 年的经济低迷时期 ， 日本科技在继

续发展的同时
，
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

（

一

） 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过渡期的技术战略失误

在工业化时代 ，
日本曾是成功的追赶者 。 明治维新以来 ，

“

日本最初是学

习德国 、 接着学习美国 ， 到 了
８０ 年代 日本实现了人类社会史上罕见的 、 比欧

美更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大量生产社会 ，
达到 了德 、 美等任何国家都未能

达到的高度的工业化水平
”

。

② 对于当时情景 ，
日 本媒体是这样描述的 ：

“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世界经济中
一枝独秀的不是美国 ， 而是 日本 。 在纺织 、 钢铁 、

造船 、 家电 、 汽车和半导体等制造领域 ， 美国完全输给了 日 本 。

” ？ 作为工业

化的成功者
，
日 本在 ８０ 年代利用其雄厚的工业技术基础 ， 达到了领先世界的

水平 。 但是 ， 由于缺乏创新与开拓精神 ，
９０ 年代 日本在兴起于美国 、 以互联

网应用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中落伍了 ， 日 本的 国际竞争力世界排名大幅下

降 。
？１ ９９９ 年 ， 日本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 的普及率方面 ， 分别居世＃第 ２０ 位

和第 ２２ 位
，
明显地反映了 日本在信息化方面滞后的现状 。 这表明 日本在运用

工业化的成功基础向信息化过渡方面 ， 存在着严重的战略失误。

① 吉川洋 『転換期〇 日本経済』 、 岩波書店 、
１９９９ 年 、

１ 頁 。

② 冯昭奎 ： 《 日本正处在
“

知识价值革命
”

时代——访 日 本经济企划厅长官》 ， 《世界知识》

２０００ 年第 ７ 期 。

③ 小关哲哉 ： 《 日本能不能在信息技术上与美国决
一

雌雄》 ， 《时事解说》 ２０００年 ８ 月 ２５ 曰 。

④ 根据有 关竞 争力 的 国 际调 査机 构 、 瑞 士 洛桑 管理 开发 学 院 （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

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ＭＤ
） 的报告 《世界竞争力年鉴》 （ ＴＴ ｉｃ ＴＴｏｒＷ Ｃｃｍ

ｇ
ｊｅ伽 １９９３

年 ， 日 本在国际竞争力排行榜上失去了连续八年拥有的第
一

桂冠 ，
下降到第二位 ，

１ ９９４ 年下降到第三

位 ，
１９９５ 年和 １９９６ 年下降到第四位 ，

１９９７ 年下降到第九位 ，

１９９ ８ 年下降到第 １８ 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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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 日本学刊 ２０ １５ 年第 ５ 期

（
二

） 被
“

反扑
”

和被追赶时代的 开始

日本科技孜孜不倦地追赶美国 ， 作为被 日 本追赶对象的美国 自身也在不

断发展 ， 并针对 日 本的追赶进行
“

反扑
”

。 另
一

方面 ，
日本周边的亚洲 国家也

开始了对 日本的追赶 ， 使 日本陷人了
“

前门有虎后门有狼
”

的境地 。

在半导体芯片技术 （主要包括存储器芯片与微处理器芯片 ） 领域 ，
随着个人

计算机的普及 ，
对微处理器 （

ＭＰＵ
） 的市场需求大增 ，

１９９３ 年美国凭借其微处理

器技术的优势 ，
在半导体市场占有率方面重新夺魁 ， 美国英特尔公司更是从日本

赃公司手里夺回了
“

世界最大半导体芯片企业
，
，

的蹄并一直延续至今 。

总之 ，
如果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是 日本全盛时代 ， 那么

，
在进入 ９０ 年代以后 ，

由于美国众多企业改善经营的努力 （其中也包括向丰田公司等 日本优秀企业学

习 ） ， 其生产率实现大幅提高 ； 加上信息技术开拓了巨大新市场 ， 使在信息化方面

领先的美国竞争力得到极大恢复 ， 再次成为世界第
一

。 另一方面 ，
在 ９０ 年代后半

期 ， 韩国半导体企业大力发展一种重要的存储器一ＤＲＡＭ
， 与 日本企业展开了

激烈竞争 ， 迫使日本基本上从 ＤＲＡＭ领塊散退。 据 ２００９ 年４ 月的统计 ， 世界八大半

导体企业中 ， 日本仅有三家 ， 第一 、 第二位分别为美国和韩国的半导 企业所夺取。

（
三

） 低碳技术的发展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
“

实现低碳社会行动计划
”

， 提出 ： 在

２０５０ 年 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目前削减 ６０％￣８０％ 的减排 目标之下 ， 争取在

２０２０ 年前使碳捕捉及封存技术产业化 。
①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
日 本经济产业省探讨

２０３０ 年电源构成比例
，
初步拟定可再生能源发电要占发电总量的 ２０％ 以上 。

②

日 本以创建
“

低碳环保世界
”

为 目标 ， 完善节能环保的能源消费模式 ，

推动 日本传统社会向
“

新型低碳社会
”

转变 。

③ 最突出成就体现在其堪称全

球典范的节能技术方面 。 现在 日 本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 的一次能源消

费比 ２〇 世纪 ７〇 年代减少了
３〇％

， 特别是产业部门 的节能做得非常好 。 从 国

际比较看 ， 日本单位 ＧＤＰ—次能源消费仅为美国的 １／ １ ． ９
， 欧洲的 １／ １

．
７

， 中

国的 １／７ ． ２
， 俄罗斯的 １／１ ６ ．３

，世界平均水平的 １／３ ． １（ ２０ １２ 年数据 ） 。
④ 在节

①
“

Ａｃｔｉｏｎ
ｐ

ｌａｎｆｏｒＡｃｈｉｅｖ
ｉ
ｎ
ｇ
Ｌｏｗ －ＣａＡｏｎＳｏｃ

ｉ
ｅｔ
ｙ

”

， Ｊ
ｕｌ
ｙ 

２９
，２（Ｘ＾

，
｝

｜吨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ｌ
ｇ
ｏ＊

ｊｐ
／ｆｏｒｅｉ

ｇ
ｎ／

ｐ
ｏｌ ｉｃ

ｙ／
ｏｎｄａｎｋ ａ／ｆｉｎａｌ０８０７２９．

ｐ
ｄｆ．

② 参见 《 日 本拟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定为 ２０％ 以上 》
，
新华网

，

２０１ ５ 年 ３ 月 １ １ 日
，

ｈｔｔ
ｐ ：／／

ｊａｐ
ａｎ，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 ｔ

．
ｃｏｍ／２０ １５

－

０３／ ｌ ｌ／ｃ＿ １ ３４０５８２ １３ ．ｈｔｍ 。

③ 参见刘巍 、 刘 阳 ： 《 日 本能源管理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 《现代 日本经济》 ２〇 １ ５ 年第 ２ 期 。

④ 資源工 丰少年
一

庁 「 杉妒国刃省工氺少年
一

政策乃動向 」 、
２０ １２ 年 １ １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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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汽车方面 ， 丰田公司的混合动力车 自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首次发售
，

至 ２０ １ ５ 年的

１ ８ 年间累计销量突破 ８００万辆 。

（
四

） 曰 美军 事技术合作与 曰 本武 器 出 口解禁

１ ． 与美国共同开发导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２００３ 年小泉内 阁决定导人美 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
ＢＭＤ

） ， 而且以
“

日美共同开发
”

为名
，
积极进行

“

爱国者 ３
”

（
ＰＡＣ３

） 和
“

标准 ３

”

（
ＳＭ３ ）

导弹的特许生产 。 ２０ １５ 年 ６ 月 由美国的雷神公司与 日本的三菱重工共同开发

的
“

标准 ３

”

升级版 ＢｌｏｃｋＩＩＡ 在美国海域成功地进行了实弹试验 。

对日本来说 ， 与美国共同开发新型拦截导弹 ， 可谓
“
一權辱

”

：

一是可使日

本 自卫队的反导系统不仅能拦截朝鲜的导弹 ，
而且能防御中国和俄罗斯的导弹 ；

二是可以偷学美国的尖端雛 ，
特别是遥控技术 ， 促进本国导弹和火箭技术的提

髙
；

三是通过与美国
“

共研
”

和
“

联训
”

， 培养本国的导弹技术专家 ， 锤炼一支
“

过硬
’’

的导弹部队 ，
为 日美未来一＾化联合作战打下技术基础 ；

四是美 日共同研

发的导弹防御武器有可能出 口第三国 （或地区 ） ， 获取可观的利润。

２． 日本为 Ｆ － ３５ 战机生产零部件

２０１ ３ 年 ３ 月 日本政府决定 ， 作为
“

武器出 口三原则
”

的例外
，
由三菱电

机 、 三菱重工等三家公司为美国 Ｆ
－

３５ 战机制造零部件 ， 其后美国授权 曰本

制造飞机引擎与雷达相关联的 ２４ 种零部件 ， 其中三菱重工承担制造发动机风

扇和涡轮机等 １７ 种零部件 ， 三菱电机承担制造信号接收器等 ７ 种雷达系统的

零部件 ， 其他 日本公司则承担制造后机身 、 主翼和支架 ， 飞机总装将在美国 、

意大利和 日本进行 ， 美国还将 Ｆ
－

３５ 的亚太地区维修基地设在 日 本 。
①

一

个在 ２０００ 年由于受
“

武器出 口三原则
”

限制而未参加 Ｆ
－

３５ 共同开发计

划的 日本 ， 在该计划开始 １３ 年后才决定为 Ｆ
＿ ３５ 生产零部件 ， 就获得了 占整个

飞机制造成本 １０％ 的零部件生产 （美国还准备将这个比例提高到 ４０％
） ，
以及

作为飞机总装地之一② 和亚她区维修基地所在地等特殊待遇 （ 日本还可借此机

会从美国获取相关的军事和武器技术） ， 其原因除去 曰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

的军事盟国之外 ， 还在于日本具有很强的零部件制造技术实力 。 这反过来又可能

进
一

步激活 日本的军工产业〇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
日本开始生产第一架 Ｆ

－

３５ 战机。

①ＫＵＮＤＣＨＩＴＡＮ ＩＤＡ
，

Ｍ

Ｊａｐａｎ
－

ｍａｄｅ
ｐ

ａ ｒｔ ｓｔｏ
ｐ

ｕｓｈｕｐｐｒｉｃｅ ｏｆＦ 
－

 ３５ｆｉ
ｇ
ｈｔ ｅｒｊ ｅｔｓｆｏｒＡＳＤＦ

１１

，

ｈｔｔｐ ： ／／ａ
ｊ
ｗ

．
ａｓｄｉ

ｉ
． ｃｏｍ／ ａｒｔｉｃｌｅ／ｂｅｈｉｎｄ

＿

ｎｅｗａ／
ｐ
ｏｌ ｉｔｉｃ ｓ／Ａｊ２０１ ３０８２２００３ １ ．

② ２０１ ３ 年度 ，
日本防卫省已拨款 ８３０亿 日元在三菱重工设在爱知县的工厂建设 Ｆ

－

３５ 总装设施

及其他相关建设项 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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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发射侦察卫星

日本于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 成功地发射了第
一颗人造卫星 ， 继苏 、 美 、 法之后成为

世界上第四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 比中国早了两个月 ） 。 可以说 ， 直至 ２０ 世

纪末
，
日本基本上立足于非军事 目 的进行航天技术开发 （

一般从事航天技术开

发的国家往往是从开发导弹等军事 目的起步 ） 。 直到 １９９８ 年朝鲜发射导弹事件

以后 ， 日本着手开发侦察卫星 。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

日本在种子岛发射了第
一

颗侦察

卫星
， 由于国会决议不认可 日本拥有侦察卫星 ， 因此这颗侦察卫星改名为

“

情

报收集卫星
”

。

① ２００８ 年 日本政府制定 《宇宙基本法 》 ， 将导弹防御与侦察卫星

列入
“

专守防卫
”

范围 ， 使军事 目 的的航天技术开发
“

合法化
”

。 现在 日本拥

有的侦察卫星有激光卫星与光学卫星两种 ，
其侦察范围显然大大超出 了朝鲜 。

有专家称 ：

“

在国际社会 ， 拥有侦察卫星具有仅次于拥有核武器的重要意义 。

” ②

五 战后 日本科技发展的特点

战后 日本走了一条与美 国以
“

军产复合体
”

为主导 、 以军备竞赛为中 心

的科技发展路线不 同 ，
以

“

重经济 、 轻军备
”

和
“

国家科技研发相对较弱 、

民间企业科技研发相对较强
”

为特征的有 日本特色的科技发展路线 。

（

一

） 长期坚持以民生技术为主的科技发展路线

战后 日 本科技的迅速发展 ， 在本质上就是 以战后科技革命发源地——美

国为靠山 ，
紧紧抓住科技革命机遇的结果 ， 坚持以 民生为 主的科技发展显然

有利于 日本抓住战后科技革命机遇 。

战后绝大部分新科技发明和创造源于美国 ，
而且是美国首先为军事 目 的

而研发的 。
③ 在漫长的冷战期 ， 美国 的科技发展是以军备竞赛而非经济建设为

中心进行的 ， 直到冷战结束后 ，
美 国开始推进

“

军转 民
”

技术战略 ， 才真正

① 藤岡惇 「宇宙基本法Ｗ狙 問題点 」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ｐ
ｅａｃ ｅｆｕｌ， ｂ ｉｚ／ｃｏｎｔ ｅｎｔｓ／４ － ５ ． ｈ

ｔｍｌ
。

② 『週刊金曜 曰 』 編 『 国策防衛企業 三菱重工Ｏ正体ｊ 、 株式会社金曜 日 、 ２００８ 年 、
８７ 頁 。

③ 比如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

埃尼阿克
”

（ ＥＮ ＩＡＣ ） 是美国陆军导弹研究所为满足武

器试验场计算导弹弹道需要而进行投资支持下研制成功的 ； 世界上第
一

台三坐标数控统床是美国帕森

斯公司 空军委托
， 为加工形状复杂多样 、 精度要求极高的飞机螺旋桨叶片轮廓样板 ， 在美 国麻省

理工学院的协助下研制成功的 ； 将组成电子电路的许多晶体管制作在同一块半导体芯片 上的
“

集成电

路” 则是当时美国国防部为了发展导弹武器和开发航天技术 ， 大力推进电子设备小型化与轻量化 ，
为

此提供大量资金委托美国 ＴＩ 公司和仙童公司研发成功的 。 转引 自冯昭奎 ： 《战后科技革命及其对国际

安全的影响 》 ， 《国际安全研究》 ２ ０１５ 年第 ４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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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到 了科技革命推动经济发展的甜头 。 然而 ，
对于处在美苏争霸夹缝之中的

日本来说 ， 恰恰是在冷战期间 ， 可 以尽兴地利用同美国的紧密同盟关系 ， 将

美国为军事 目 的所开发的各种尖端技术 （如晶体管 、 集成电路等 ） 转用于民

生用品开发与生产 ， 从而为其集中力量推动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 这意味着 ，

战后 日本从美国的长期技术引进正是美国 的
“

军
”

向 日本的
“

民
”

转化的跨

国跨洋的
“

军转民
”

过程 。 当然 ，
这与战后美国为 了应付苏联

“

威胁
”

的战

略需要 ， 对 日 本科技发展提供
“

慷慨
”

援助分不开 ，
也使 日 本得以 比较容易

地趁美国忙于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而对发展民生技术有所放松之际 ， 在一些

重要的民生技术领域夺得了对美竞争优势 。 可以认为 ，
处在美苏争霸夹缝之

中的 日 本成为战后美苏对峙冷战格局的最大受益者 ， 冷战格局下的 日美同盟

关系成为 日本的
“

巨大的利益源泉
”

。 而且
，
这种关系在冷战后仍在延续 ，

因

为 当今 日 本正在通过配合美国
“

重返亚太
”

战略 ， 继续在科技领域
“

利用美

国
”

， 获取有形或无形的最先进的军事和武器技术 。

（
二

） 成功的技术引进是战后 日本科技发展的 突 出特点

战后初期 ，
虽然在 日本科学界很多人主张

“

独立 自主
”

地进行科技研究 ，

然而多数企业经营者乃至政府相关部门认为 ， 第一 ，
从外国引进的技术都是

人家已经研发出来的技术 ， 比 自 己从头开始研发风险小 ， 成本低 ， 速度快 ，

“

与其创造不如模仿
”

； 第二 ，
日本一方面有战前工业化的基础 ， 另一方面又

存在战争期间与国际科技发展潮流隔绝所造成的断层和差距 ， 引进技术恰恰

是既可利用战前工业化基础作为一种
“

引进能力
”

， 又可通过引进手段来填补

战争所造成的落后与空 白 的两全之策
；
第三 ， 日 本可 以说 自古 以来就富于引

进技术的经验 （特别是从中 国 ） ， 说得近一些 ， 早在 ２〇 世纪 ２０ 年代 日 本企业

就与美 、 德等国的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 恢复和利用这种旧有的合作伙伴关

系 ， 可望成为引进技术的捷径 。 特别是作为 日本同盟国 的美国 ， 在战后
一

段

时期向 日本提供技术十分大方 ， 很多场合甚至派遣技术专家来 日 进行指导 ，

直到产品能生产出来 。

正是基于如上考虑 ， 战后 日本不仅选择了 以技术引进为主的科技发展路

线 ， 而且确定了正确的技术引进方针 。 主要表现为 ： 切实依据当时本国经济

发展的最迫切需要来决定引进重点 ， 把有限外汇用在刀刃上
；
在发奋图 强追

赶欧美的民族精神的推动下 ， 大力实施
“

勤俭持家
”

型技术引进 ， 在西方的

生产文明与消费文明之间 ， 首先选择生产文明作为优先仿效与引进的对象 ，

对外来生产文明的学习速度超过了对外来消费文明 的学习速度 。 在技术引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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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方式上 ，
日 本除去在引进最初阶段不得已将购买机器设备作为引进技

术的主要手段外 ， 还长期坚持以购买技术本身 （如购买专利使用权等 ） 作为

技术引进的主要手段 。 正如有的科技史专家所指出的 ：

“

美国不仅向 日本 、 也

向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提供技术 ， 但是 ，
与欧洲及其他亚洲 国家相 比 ，

日 本从

美国的技术引进最为成功 。

”
？

值得注意的是 ，
日本这种注重

“

利用美国
”

的技术引进方针一直延续至

今 ， 有所不同的是
，
日本开始以 自 己在某些高技术领域的强项为

“

诱俾
”

， 通

过
一

系列 日 美欧武器技术合作项 目
，
学习和引进美欧先进的军事和武器技术。

（
三

） 民间企业是 日本科技发展的主力 ，

“

匠人精神
”

是 日本科技发展的源泉

在科技方面 ，
日本有两个指标长期名列

“

世界第一
”

。
一是 日本全国 的研

发经费占 ＧＤＰ 的比例 ， 长期名列
“

世界第
一

”

；
二是由企业支出 的研发经费

占全国研发经费的比例 ， 也长期名列
“

世界第一
”

。 以民间企业作为主要推动

力量的 日本科技发展 ， 自然会将重点放在技术开发而非基础研究方面 ， 而对

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 ， 开发的重要性要远远髙于基础研究 ， 这个认识当然

不意味着贬低基础研究对人类科技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 应该说 ， 对于基础

研究的意义 ， 从人类科技文 明发展的角度来评价与从
一

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

评价 ，
两者不是一回事 。 日 本在基础研究方面所做出 的国际贡献少 ， 为此而

饱受欧美等世界各国 的垢病 ； 另一方面 ， 重视技术开发又是 日本科技发展的

优点 ， 这就是能将技术创新
“

进行到底
”

， 促进生产力发展 。
②

日 本的经验告

诉人们 ， 从科技论文出来的东西往往是易于移植和 引用的
，
从科技实践出来

的东西往往是易于保密而难以借用的 。

曰本企业非常重视生产现场 ， 而生产现场恰恰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基础 。

在民间企业的生产现场 ／ 大批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投身生产第一线 ， 与 富于
“

团队精神
”

的广大员工一起积极追求技术革新 ， 而企业经营者则善于通过管

理将技术革新变成集体的知识 ， 使技术革新成为
一

项有各种知识和能力相互

配合的集体的事业 。 成千上万家拥有
“
一技之长

”

和能工巧匠的优秀中小制

造企业构成
“

日本制造
”

金字塔的基础 ， 很多只有百余名 、 几十名乃至十几

名员工的中小企业为大企业提供高技术零部件、 原材料 、 中 间产品 、 机械装

① 中山茂 『科学技術ＣＯ戦後史 Ｊ 、 岩波書店 、 １９９５ 年 、 １ ４ 頁 。

② 例如液晶作为一种物理现象早就被科学家发现 ， 但由于得不到应用而被世间遗忘
，
直到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后期 日 本人研发袖珍计算器 ， 将液晶性能提髙到批量生产水平 。 此后 ，
从计算器到 电子表、

电视和手机 ，
液晶 日益成为大众化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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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
或提供试制新商品所需的复杂加工服务 ， 不少中小企业在某种 中间产品

的世界市场上占很大比例甚至首位 ， 更因为擅长制造独家产品而被称为
“

ｏｎｌｙ

ｏｎｅ
”

（仅此
一

家 ） 企业 。 长期以来 ，
在 日本工业品出 口 中

，
耐用消费品所占 比

重不到 ２０％
， 生产资料产品占比却高达 ８０％

，
日本当之无愧地成为高技术 、 高

附加值的机械 、 零部件 、 原材料 、 中间产品 、 机械装备的
“

世界供应基地＇

关于 日本民间企业员工与科技人员富于精诚的对内
“

团队精神
”

和强烈

的对外竞争意识 ， 钱学森曾说 ，

“
一个中国人往往比

一

个 日本人强 ， 但三个中

国人就往往比不上三个 日本人
”？

〇 日本企业非常重视提高产品质量 ， 例如美国

三大汽车制造企业使用的轧制模具就点名要用
“

日本制造
”

，
因为美国造的模具

轧制 ３ 万次就磨耗得不能再用了 ，
而 日本造的模具可以轧制 ６ 万 ￣

１０ 万次 。

从日本企业身上 ， 人们还可以看到 ， 作为
“

资源小国
”

和地震等天灾频发

的岛国 ， 日本总是抱有很强的危机感 ， 并具有化
“

危
”

（危机 ） 为
“

机
”

（机

遇 ） 、 变压力为动力的出色本领 。 笔者通过实地考察深深感到 ：

“

日本作为
‘

资

源小国
’

， 却拥有缺乏资源所带来的压力和由于这种压力而激发的活力 。 拿 日本

和某些
‘

资源大国
’

作个比较……这种缺乏资源而带来的压力和活力…… 比资

源本身更加重要 。

”② 比如 ， 近年来 ， 当 日本用于高技术的稀土资源进 口受到制

约之际 ， 日本企业迅速开发出替代品 ，
改变了依赖进口稀土的被动局面。

（ 四 ） 战后 日本基本上没有做 出过重大科技发明和创新

战后 日本的科技发展 ， 可以说是
“

小发明
”

不断 ，

“

中发明
”

贫乏
，

“

大

发明
”

趋零。 其中
“

小发明
”

和合理化建议层出不穷的事实 ， 既与 日 本工业

劳动者普遍具有
“

匠人精神
”

有关 ， 也与 日本企业的积极鼓励有关。 １ ９８４ 年

笔者曾考察过 日本一家中等规模 的工厂 ， 这家工厂的员工每人每年平均提出

合理化建议约 ５０ 件 ， 只要提出
一件 （ 不管被采用与否 ） 就可获 １５０ 日 元报

酬 ， 被采用的建议则按等级发给奖金 ， 从 ５００ 日元 、
１０００ 日元、 ２０００ 日 元直

至 ３０万 日元 （ 当时工人的工资约十几万 日元） 不等 ， 每年还选出一至两名优

秀的合理化建议者
，
由公司出钱安排去美国旅行 。

？

然而 ， 所谓
“

日本的先进技术
”

主要是通过引进 、 模仿源 自美欧的重大

① 转引 自 ： 《钱学森谈 日本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 本研究所 ： 《 日 本研究特刊 》 。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 本研究所课题组 ： 《 日本的新技术革命》 ， 长沙 ： 湖南科学技术 出版社 ，

１９ ８５ 年 ， 第 ２４７ 页 。

③ 另据介绍 ， 当时在 日本佳能公司 ， 每年获得 ３０ 万 日元奖金的职工达 １ ００ 人
，
提合理化建议最

多的工人
一年提出 ２００ 件之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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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 对之加以改良和商品化的结果 ，
日本基本上没有做出过重大科技

发明和创新 ， 只是美国科技革命的追随者和从属 国 。 整个 ２０ 世纪 ， 许多科技

发明出 自欧美 ， 然而推动这些新发明或试制品最终实现批量生产的工作 ， 大

多是由 日本人完成的 ， 表 １ 列出 了
２０ 世纪技术发明数 、 新产品数 、 商品化数

的国际比较 ， 与美 、 欧的技术发明数分别达 ２９ 项和 １ １ 项相 比
，

日本的技术

发明数居然为零 ；
将技术发明转化为新产品的数 目 ，

美 、 欧分别是 ３ ０ 项和 ６

项 ， 日本只有 ２ 项 ； 使新产品转化为商品的数 目 ， 美 、 欧分别只有 ６ 项和 ２

项 ，
日 本则遥遥领先 ， 达 ２４ 项 。

表 １２０ 世纪发明数 、 新产品数 、 商 品化数的国际比较

美 国欧 洲日 本

发明数２９１ １０

新产品化数３０６２

商品化数６２２４

资料来源 ： 美国商务部 ： 《研究技术管理》 １９９５ 年 ３ ￣ ４ 月
，
转引 自冯昭奎 ： 《２ １ 世纪 的 日本一

战略的贫困》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１ ３ 年 ， 第 １３９
－

１４０ 页 。

曰 本人能够做到小发明 、 小改进不断 ， 坚持不懈地提高产品 、 服务的质

量和可靠性 （ 比如每年运行约 １２ 万趟的东海道新干线列车 ， 包栝灾害时的运

行在内
，
其平均误点时间只有 ３６ 秒 ）

Ｄ
？ 然而 ， 即便是

“

中发明
”

， 日本与欧

美相比也贫乏得多 ，
比如光纤 （美国 ） 、 录像机 （ 美国 ） 、 无缝钢管 （德国 ） 、

工程塑料 （美国 ） 、 精细陶瓷 （美国 ） 等战后科技革命中 的
“

中发明
”

，
其最

初发明者都不是 日本 ，
然而在这些

“

中发明
”

的产业化和商品化方面做得最

出色的却往往是 日本企业 。 例如 ， 正是 日 本的钢铁公司制造出可用计算机控

制 、 能适应地下几千米深处采油需要的材质和精度的无缝钢管 ，
成为国际市

场上的抢手货 。

（ 五 ） 出 口 武器技术的
“

民生技术大 国
”

由于存在
“

武器出 口三原则
”

的限制 ， 长期来 日 本的武器制造主要用于

满足 自卫队需要 ， 出 口 数量很少 ，
导致 日 本生产的武器装备价格昂贵 ， 其原

因就在于产量太少 ， 无法发挥
“

规模效应
”

，
而且导致 日 本在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盟国之间 日 益兴起的
“

国际武器共同开发
”

潮流中陷于
“

孤立化
”

境地。

① 「世 界 全 驚 力
、 甘 々 日 本Ｏ技 術 」 、

ｈｔｔ
ｐ ：／／ｓａｎｋｅ ｉ

．

 ｊｐ
．ｍｓｎ ＞ｃｏｍ／ｅ ｃｏｎｏｍ

ｙ／
ｎｅｗｓ／ １ ３０ １０５／

ｂｉｚ ｌ３０１０ ５０７０ １００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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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７〇 年 日本科技发展的轨迹与特点 ＣＤ

制造业是产生技术创新最多的产业领域 ，
日 本的民 间制造企业所开发的

很多民用技术成为可望发掘众多具有军用价值的尖端技术的
“

宝库
”

，
特别是

在半导体 、 新材料 、 精密机械等尖端技术领域中 ， 军用技术与 民用技术之间

并不存在截然分界 ， 而是既具个性 ， 又有共性
，
既互相区别 ，

又可互相利用

和转化 。 例如美国开发隐形轰炸机等隐形武器使用 的涂料 ，
就是从 日本一家

中小企业提供的用于家用微波炉的电波吸收材料样品 中吸取到技术营养 。 有

专家称 ，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爆发的海湾战争 中 ， 美军武器装备上必不可少

的半导体芯片中 ， 有 ８０％ 是 日本生产的 ，
日本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甚至狂言 ，

“

在计算机处于包括军事力在内的 国家力量的中枢位置的今天……假如 日本将

半导体芯片卖给苏联而不卖给美国 ， 就凭这一点将迅速改变美苏军事力量的

均衡
” ①

。 这番话虽然狂妄 ， 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
一

个事实？ ， 这就是 由于

“

日本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 ，
使 日本的科技力量成为冷战及冷战后国 际安全战

略格局中 的重要破码 ， 日 美在军事技术领域的相互支持和利用加强了美国 的

技术霸权乃至军事霸权
” ？

。 在美国推行
‘‘

重返亚洲
”

战略的今天 ， 这个事实

依然需要人们高度关注 。

（
六

） 战后 日 本科技发展是
一

个追赶、 被追赶、 再追赶过程

战后 日本科技发展是一个追赶过程 ， 因此在明确追赶 目标时期 ， 其发展

速度很快 ， 然而一旦追赶上、 失去了追赶 目标
，
并陷人

“

被追赶
”

境地的时

候 ， 就开始彷徨迷茫 ， 陷入了
“

战略的贫困
”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
日本在信息化方面被美国落下 、 出现严重战略失误

的根本原因 ， 主要不在于技术 ， 而在于制度改革和创新方面的滞后 ， 因为 日

本战后 ４０ 年的发展模式是
“

规格化大量生产模式
”

， 是
“

现代工业社会模

式
”

，

“

从教育 、 地区结构到金融 、 工业生产 ， 都是集中于一个问题 ， 就是如

何适应规格化大量生产
”

。 然而到了８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 ， 人类文 明 出现了
“

从规格化大量生产的社会结构向适应多样化智慧时代的结构转变 ， 即进入了

知识经济发展阶段
”

，
日本的适应

“

规格化大量生产
”

的陈旧经验不再管用 ，

① 北村隆司
「
日本 奁危険 石原氏 ｔ

『 次世代《 党』 Ｗ 国粋主義 ｊ 、 ｈｔ ｔ

ｐ ：／／ａ
ｇ
ｏ ｒａ

－

ｗｅｂ．

ｊｐ／
ａｒｃｈ

ｉ
ｖｅｓ／ １６２４ １４ ８ ．ｈｔｍｌ

Ｇ

② 事实上 ， 美国军方
一

方面依赖 日本的半导体技术 ，
另一方面又对 日本的半导体器件 日益深入

到美国武器装备的中枢部位感到不安 。 参见 ：

『 朝 日新聞 』 経済部 『軍事技術力 』 、 朝 日新聞社 、 １９的

年 、 ５ ８ 頁 。 从克林顿执政时期开始 ， 随着美国 的信息 、 电子技术迅速发展并反趄 日 本 ， 美国对 曰 本
“

防卫用的电子 、 半导体产品
”

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
，
但这种依赖至今依然存在 。

③ 转引 自冯昭奎 ： 《战后科技革命及其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 ， 《国际安全研究 》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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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日 本落后了 。
① 这说明 已经追赶上美欧的 日本似乎依然需要一个滞后于他

国 的
“

时间差
”

，
以便进行新一轮

“

再追赶
”

， 踏着先行国家的脚印跟进 ， 而

不能开时代之先河 ， 创科技之新风 。

另
一方面 ，

日本又面临着新兴工业国家的猛烈追赶 。 显然 ， 日本的唯一

出路就是毅然放弃在
“

比较劣势产业
”

领域同发展中 国家进行低水平竞争 ，

向着高技术 、 高附加值的新兴技术产业进军 ，
形成一种技术的

“

再生产循

环
”

。 然而
，
由于迟迟未能对各种束缚市场活力 的政府管制 、 税制 、 金融领域

过时制度以及缺乏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 （ 包括吸收移民 以应对少子老龄化问

题 ） 进行大刀 阔斧的改革 ， 严重地束缚了 日 本企业向新型产业领域的发展 。

目前 日本制造业企业的 ８０％ 以上面临着后继无人问题 ， 许多中小制造企业陷

入可能倒闭的困境 ， 如果不克服这些问题
，

日 本以 中 小制造企业为基石 的
“

技术金字塔
”

将可能面临倒塌的危险 。

六 结 语

自 ２０ １０ 年中国 ＧＤＰ 超过 日本 、
２０ １ １ 年 日 本发生东 日 本大地震以来 ， 日

本经济和 日本企业的艰难处境很受关注
，
中 国国 内 也出现

“

日本技术不行

了
”

、

“

中 国技术已全面超 日
”

等看法 。 对此 ， 笔者认为 ， 对 日 本的民生技术 、

武器技术 、 军民两用技术的真正实力应进行实事求是 的评估 ， 既不应夸大 ，

也不宜低估 ， 更应掌握准确 的统计数据 ， 指出 日 本在民生 、 武器 、 军民两用

技术方面的具体强项和弱项 。
② 如果中国不能培育出若干个能有长心 、 有毅力 、

不
“

见异思迁＇ 坚持不懈地磨炼
一

技之长的千万家中小制造企业组成的产业集

群
，
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可能无法赶上 日本 。 总之 ，

科技力是综合国力的核心 ，

企业进步是国家进步的基石 ， 技能劳动者和科技人员 的良好素质是科技发展的

源泉 ，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是实现
“

中国梦
”

的必由之路。
？

① 冯昭奎 ： 《 日本正处在
“

知 识价值革命
”

时代
一

访 日 本经济企划厅长官 》
，

《世界知识 》

２０００ 年第 ７ 期 。

② 例如可望用于电池驱动潜艇 的锂电池技术 、 用于 Ｘ － 波段相控阵雷达的砷化镓器件技术、 用

作导弹
“

眼睛
”

的电子稱合器件技术等等
，
都是 日本的技术强项。

③ 在 ２〇１４ 年
，
习近平主席不止

一次地指 出
：

“

当今时代
，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 的新

一

轮科技革命

正在孕育兴起
”

，
参见 ： 《习近平致首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贺词全文》 ， 新华 网

，

２０１４ 年 １ １ 月 １９ 日
，

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 ，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ｚ

ｇｊ
ｘ／２０ 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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戦後 ７０ 年日本０科学技術発展 ６０軌跡 馮 昭奎

戦後、 日本妒果亡 ＬＡ科学呤技術刃進歩 匕 以 、 本質的 ｔ ；
：言之 Ｉｆ 、 技術革命発祥《地７

态 易米国 奁後６盾 ｔ ＬＴ 、 二 ３Ｌ亡革命 奁着実 成果 民生 奁 主

Ｓ技術的進歩 奁続 二 ３Ｌ亡成果 （
二〇 旮力 戦後、 他 ｃｏ国 々 奁上回 §

形Ｔ
”

技術Ｏ導入 旮進Ａ 、 高度経済成長 奁 中 、 民間企業力 主力

奁務Ａ 、

「 乇 精神」 ＃成長〇源泉 日本Ｗ技術刃発展

特徴ｔ ＬＴ 、

「小 発明 」 舻多 〈 、 中規模 発明叫５ 匕 儿 Ｓ見

軍事 ？ 民生ｗ両面Ｔ
＊

技術的仁進步 匕亡二 ｔ 力
、 ｆｅ 、 冷戦及

■

扛以降们国際的＾安全体系

Ｏ形成 ｉ
ｃ重要＾役割 奁果亡 Ｌｔ 。

「武器輸出三原則 」 ０見直 Ｌ ｉ
二 上 ０ 、 長期仁 ；＾亡 ＾ 成

長妒緩々力处 亡 日本们防衛産業刃巨大旮潜在力妒掘 ９ 起二 §扛 ±３ＬＴ Ｖ４ 。

（ 责任编辑 ： 叶 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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