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推动经济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已经成为中
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20世纪七八十年
代，日本在两次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实现了较为良好的
经济发展绿色转型，其经验值得参考。目前，已有一些
学者对日本经济的绿色转型问题展开了探讨，但是对
于日本节能降耗的具体产业政策措施的探讨仍然不
足。本文在分析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相关经济理论的基
础上，以“节能法”为重点，详细探讨日本在两次石油危
机背景下所实施的相关产业政策措施，并分析其效果。

一、日本的节能降耗政策

20世纪 70年代日本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给日
本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由于日本对外石油依赖严
重，国内出现了通货膨胀、经济增速下降等问题。日本
政府随即推出一系列节能降耗政策，推动能源使用合
理化、加强节能技术开发、增强新能源开发等，使得日
本在面临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时的经济表现要好于第
一次石油危机。
（一）20世纪 70年代日本面临的两次石油危机
1973 年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产油国家使

用石油武器，采用提价、禁运等措施，限制石油供应。石
油价格从 1973 年 1月的每桶 2.6美元，上升到 10月的
3 美元，并在 1974 年 1 月达到 11 美元，同比上涨了
3.23倍[1]。1979年由于伊朗发生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
命，停止了石油出口，导致国际原油市场供给失衡，石

油价格再度上升，从 1979年的每桶 15美元上升到1981
年的 39美元，上涨了 1.6倍。两次石油危机的发生对日
本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导致其经济增速下滑，从高速增
长时期进入了稳定增长时期。

此外，日本对于国外石油的依赖程度也非常严重，
日本能源对外依赖程度高。在日本的能源供给结构中，
石油占有重要地位。在高速增长时期，随着重化学工业
的快速发展，日本对石油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石油在
日本一次能源供给结构中所占比率从 1960 年的
37.6%，上升到 1975年的 73.4%，日本的石油依存度也
从 1966年的 61.8%提升到 1976年的 74.2%[2]。中东地
区国家在日本石油进口中占据重要地位。在 1970年日
本进口的石油中，伊朗占 43.%、沙特阿拉伯占 14.5%、
科威特占 8.5%。来自中东地区产油国的进口减少，对
于严重依赖石油的日本经济而言造成严重影响。

两次石油危机均对日本经济发展造成了冲击，但
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更为明显，由于
调整了产业结构，日本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所受到的
冲击较小。首先，第一次石油危机造成日本出现严重的
通货膨胀，而第二次石油危机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则较
小。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随着石油价格的快速上涨，日
用消费品的生产成本持续提升，导致剧烈的通货膨胀
发生。在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后，日本居民消费
者物价指数出现迅速增高，从 1972年的 4.9%，迅速增
加至 1974年的 23.2%，到 1976年时仍高达 9.4%。但是

日本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经验分析
田 正 1，王尔诺 2

（1.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 100007；2.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京 210023）

摘 要：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蔓延，严重冲击了日本经济，导致日本出现通货膨胀、经济增速下降。日本在20世
纪七八十年代实施以“节能法”为代表的节能降耗政策，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推动节能技术开发，明确节能减排义务、推动企业
制订计划、给予融资支持等。从效果上看，有力提升了能源生产率，促进了产业节能发展，推动企业“减量经营”。日本经济绿色
低碳转型的经验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日本；绿色低碳转型；节能法；节能降耗；节能减排
中图分类号：F4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4）17-0088-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战后日本经济内外循环关系的历史、理论与政策研究”（21BGJ057）；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
启动项目“日本产业再生政策研究”（2021YQNQD0067）

作者简介：田正（1988-），男，北京人，副研究员，秘书长，从事日本产业研究；王尔诺（1997-），女，安徽芜湖人，研究助理，从事国际
关系研究。

经济研究导刊
ECONOMIC RESEARCH GUIDE总第 571期

2024年第 17期
Serial No．571
No．17，2024

88- -



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后，虽然日本居民消费者物价指
数再度出现增长，但是通货膨胀的程度要小于第一次
石油危机。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后，日本居民消费者物
价指数在 1980年达到 7.8%，并很快在 1981年恢复至
4.9%。其次，两次石油危机对日本增速的影响也不相同。
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后，由于石油等原材料价格飞涨，
在高速增长时期迅速发展的钢铁、石油化学等重工业
受到严重打击，导致日本经济增速出现下滑。日本的实
际GDP增速从 1973年的 5.1%，下降至 1974年的 -0.5%。
而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后，对日本经济增速的影响较小，
日本实际 GDP增速从 1979年的 5.1%，下降到 1980年
的 2.6%，而后在 1981年很快恢复至 3%[3]。

两次石油危机日本经济绩效表现出现差异的原因
在于，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之后，日本政府采取了积
极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并推
动节能减排，降低企业能耗，从而使得以钢铁、化学和
石油为代表的高能耗产业退出市场，并实现了以汽车、
电子机械等为代表的加工组装业在日本经济中的占比
持续提升，促使日本经济实现了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日
本钢铁产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从 1973 年的 6.7%下降
到 1978年的 6.2%，装备制造业在制造业中所占比重则
从 37.4%增加到 39.1%。但是与此同时，两次石油危机
的发生，标志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结束，日本经
济的实际 GDP平均增速出现下降，从 20世纪 60年代
的 10.4%，下降至 20世纪 70年代的 4.9%。日本经济面
临的主要课题也从总供给不足调整为总需求不足。
（二）日本节能降耗的主要措施
首先，促进能源使用合理化，推动节能设备投资，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197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能源使用
合理化法”（简称“节能法”），其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促
进节能合理化措施，通过给予补助金的方式，推动企业
开展节能降耗领域的设备投资，推动企业在工厂、运
输、建筑、机械等领域开展节能降耗措施，同时给予税
收、融资支持措施，用于推动节能工作的开展。节能降
耗的主要措施包括：排除机器空转时间，控制生产程序
中石油和煤气的使用量，制订节能计划等。为促进节能
设备引进，日本开发银行在 1975年针对开展热转换器、
排热锅炉等设备的企业给予融资支持。
其次，推动节能技术开发。除推动能源使用合理化

措施、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外，还需推动节能技术的研究
开发。1978年，日本工业技术院为推动节能技术研发，

设立“节能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简称“月光计划”），以
促进能源、运输、消费等各领域的节能技术开发、激发
民间企业的节能技术研发活动。“月光计划”设立了 4项
“节能技术长期研发计划”，包括：高效率燃气轮机技术
（1978—1987）、新型电池电力贮藏技术（1980—1991）、
燃料电池发电技术（1981—1994）以及斯特林发动机技术
（1982—1987）等，用于提升发电效率、提高电力供应稳
定性、建立环保的发电方式、降低废气排放。在实施方
法上，采用“官民合作”的方式，由日本政府的研究机构
提供基础节能技术，民间企业则负责节能技术的应用
和开发，政府同时推动国际合作、节能技术标准化等工
作，并给予节能研究计划相应资金支持，以促进节能
技术开发的顺利开展。1978年，“月光计划”的预算金额
达到了 19.8亿日元，并在此后逐年增加。

再次，推动替代能源发展。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
下，日本认识到克服能源危机的重要性，除了推动节能
措施外，还需研发新能源技术，探寻石油替代能源。1973
年，日本工业技术院提出“新清洁能源开发计划”（简称
“日光计划”），以推动日本清洁能源技术研究开发活动，
加强太阳能、地热能、合成天然气、氢能等领域的技术
研发工作，从而开发出新的清洁能源技术，以满足能源
需求。在实施方法上，推动政府、民间企业、大学之间的
合作，设立“阳光计划推进本部”，制订各个领域的研究
开发计划，通过设立国家研究项目的方式，强有力推动
“日光计划”的开展。在 1974—1980年间，日本总共投
入了 657亿日元，用于开展“日光计划”。通过“日光计
划”的实施，日本在太阳能发电、地热热水发电、煤炭气
化、水电分解法氢制造等领域取得了技术突破[4]。
（三）“节能法”的具体措施
第一，明确企业的节能减排义务。“节能法”为企业

业务主体明确了其“节能”义务。作为工厂从业者，必须
促进燃料使用合理化、加强余热回收、实现热动力转化
合理化等；建筑业从业者则应着力降低建筑物热能损
失、提升空调设备的能源利用率等；机械设备制造者则
应提升所生产设备的性能，提高其能源使用效率。
第二，推动企业制定计划，引导企业改善节能减排。

主管大臣必须从综合推动能源使用合理化的角度出
发，对工厂、建筑、机械设备等领域制定关于能源使用
合理化的明确标准，推动能源使用者采取节能措施。以
工厂节能领域为例，日本政府将石油使用量超过 3 000
升的企业认定为“特定能源管理指定工厂”，着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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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降耗措施，并履行记录燃料使用情况的义务。“特
定能源管理指定工厂”还需要设立能源管理人，负责导
入节能降耗相关措施以及节能设备的维护。主管大臣
依据其节能情况，可要求该厂制订“能源使用合理化计
划”，提升其能源使用效率，并根据相关标准，对经营者
实施行政指导或提出建议。在机械设备节能方面，主管
大臣对于汽车等其他特定机械设备，制定明确的性能
提升标准。依据机械设备节能改善情况，主管大臣可以
对特定机械设备生产者实施“劝告”措施，以促进其改
善设备的能源消耗效率[5]。
第三，给予融资支持。日本政府对于开展节能活动

的企业，给予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支持措施。在金融领
域，政策性金融机构“日本开发银行”新设立“资源能源
贷款”项目，致力于增加节能环保、原子能、能源多样
化、石油燃料转换、替代能源研发等领域的融资。在两
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日本开发银行“资源能源贷款”
项目的贷款数额出现快速增长。日本开发银行“资源能
源贷款”数量从 1971年的 389亿日元，增加到了 1981
年的 4 009亿日元，增长了 9.3倍。与此同时，日本开发
银行“资源能源贷款”累积量也从 1972—1974年间的 1
845 亿日元迅速增加到 1980—1984 年间的 23 320 亿
日元，增加 11.6倍。

二、日本节能减排政策效果

在两次石油危机的背景下，日本政府积极推动节能
降耗政策，实施“节能法”，加快经济绿色转型步伐，提
升了出口结构和能源生产率，改善了日本钢铁产业的能
源消耗状况，促进了日本电子产业发展，助推日本企业
实现“减量经营”，日本的汽车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日本出口结构与能源生产率的变化
首先，在两次石油危机背景下，日本政府着力推动

节能环保措施，有效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善了
出口结构。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之下，石油、化学、钢
铁等高耗能的重化学工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钢铁、制
铝、造船、纤维等产业由于生产成本的不断提升，企业
收益率不断恶化，产能过剩问题凸显，成为需要日本实
施产业调整政策的“特定萧条产业”[6]。与此同时，电子
机械、汽车等加工组装工业迅速崛起，成为日本的主导
产业。日本产业结构从以钢铁、化学等重化学工业为中
心向以电子、汽车等机械工业为中心的转变。日本的出
口商品朝深加工、高附加值的方向持续发展，实现了出

口产品从钢铁、纤维为主向电子机械、汽车为主的更替
调整，极大改善了日本的出口产品结构。日本的出口商
品结构，在石油危机后发生了巨大调整。机械产品的占
比从 1970年的 46.3%提升到了 1985年的 71.8%，而金
属产品则从 1975年的 22.4%下降到 1985年的 10.5%，
化学产品也相应从 7.0%下降到 4.4%[7]。
其次，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下，日本政府积极实

施节能降耗措施，加快推动企业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由
此日本的能源生产率得到大幅改善，能源的使用效率
也得到相应提高。一方面，日本的能源利用效率在提
升，导致其国内最终能源使用数量的下降。日本国内最
终能源需求量，从 1979 年的 3 903 万亿千卡，下降到
1980 年的 3 729 万亿千卡，下降 4.4%，能源部门下降
9.1%，工矿业部门下降 3.5%，节能政策取得显著效果。
另一方面，日本的能源生产率在提升，也就是说单位能
源投入所产生的产出量在提高。在两次石油危机之后，
随着节能措施的实施，日本的能源生产率持续提升。日
本的能源消费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从 1973 年的 218.6
下降至 1982年的 152.2，下降幅度达到 30.3%。
（二）日本钢铁产业节能发展
在日本政府节能降耗政策的推行之下，钢铁产业

取得了长足进展。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后，日本新日
铁公司迅速制订“第一次节能计划”，计划到 1980年时
将能源使用成本与 1973 年相比下降 10%。在第二次石
油危机发生后，日本钢铁产业认识到节能减排不是短
期的工作任务，而是长期的重要战略目标，为此进一步
开展了积极的节能减排措施。具体表现为，积极开展节
能降耗领域的设备投资。日本钢铁产业的节能投资数
额从 1979年的 394亿日元，迅速上升至 1982年的 1 056
亿日元，增加了 1.7倍，节能设备投资占日本钢铁产业
总设备投资的比率，也从 1979 年的 10.3%上升到了
1982年的 23.1%。日本钢铁产业节能设备的导入，反映
在钢铁生产的各个环节，如炼铁、炼钢、轧钢等。例如，
日本在炼钢环节，导入高炉炉顶压力发电设备，提高余
热回收利用效率，在轧钢环节则导入连续铸造设备，与
原来的压延方式相比，降低了 1/3的能耗，进而有效降
低了每单位钢材生产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此外，日本开
发银行还给予融资支持。在钢铁产业领域，日本开发银
行“节能融资”项目主要支持了改良型连续铸造设备、
焦煤干式阻火装置、转炉煤气回收设备等节能设施的
融资支持力度。在上述措施的推动下，日本钢铁业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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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降耗取得了一定成效，有效降低了钢铁产业的能源
使用成本。日本高炉钢铁厂商的能源成本占生产额之
比从 1975年的 36%，下降到 1980年的 28%[8]。
（三）日本企业实现“减量经营”
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之下，日本企业的经营方式

和行为发生了变化，转变为“减量经营”，开始优化设备
投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削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
的投入成本，减少企业雇佣，以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率。
日本的汽车产业在推动“减量经营”方面，取得了良好
效果。在石油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认
识到节能降耗的重要性，积极开展节能降耗活动。在节
能降耗领域，将“节能降耗”作为公司的重要课题，推动
公司在技术、生产、原料采购等方面的全方位节能降耗
工作，开展了降低工厂能耗损失，削减零部件数量，增
加通用性零部件使用，推动车辆轻量化领域技术研发，
提升汽车引擎燃烧效率，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等节能

降耗活动。丰田公司还注重推动公司经营状况改善，实
施“提升管理能力计划”，改善经营管理效率。丰田公司
致力于推动汽车燃油经济性技术开发。1978年设立了
“燃油经济性技术研究开发计划”，集中技术力量确定
中长期研究计划目标，推动开展全方位的技术研发项
目，研发树脂、高张力钢板等新材料，培育引擎电子化
控制技术，探索汽车小型轻量化相关技术等。为了提升
生产效率，丰田公司还创造了“丰田生产方式”，加强与
供应商和客户的合作，合理安排生产与物流工序，降低
生产过程中的浪费，消除不必要的库存，降低生产成本，
缩短交货周期，实现“精益化生产”。在石油危机发生的
背景下，日本汽车产业克服了石油危机所带来的原材料
成本升高等挑战，汽车产业取得迅速发展。日本汽车产
业的产量在 1980年突破了 1000万台，超过了同年度的美
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到 1985 年日
本汽车年产量达到 1 227万台，同比增长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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