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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也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日本凭借迅速的工业化实现了经济腾飞，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显著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显著上升。此后，迈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日本其经济服务化特征持续加强。推动现代

制造业发展始终是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同时日本也注重推动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发

展，从而有效发挥了现代农业的根基作用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撑作用。通过对产业发展方向进行持续改进

和动态优化，日本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了一系列关键突破，包括建成小规模特色农业强

国、高端制造业保持优势、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深度融合。此外，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也存在

不少堵点卡点，如粮食供应链韧性弱化、产业空心化带来风险、错失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对其经济持续

健康运行造成了不利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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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典型特征及动态优化

序言

日本向非洲派遣自卫队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初，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

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将其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任务。同为亚洲后发经济体的日本是

二战后迅速崛起的代表，曾两次经历经济增速换

挡，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及成效值得深

入探究。现有关于日本产业发展的研究较为丰富，

但针对日本如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系统性研

究不多，且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缺少长周期

视角，已有文献或侧重分析日本战后经济腾飞时期

的产业发展，或侧重讨论日本“经济低迷三十年”

时期的产业发展，容易因顾此失彼而难以作出全面

客观的评价；二是缺少全局思维，已有文献往往将

现代制造业发展与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割裂

开来，对日本现代制造业的兴衰沉浮给予重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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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典型特征及动态优化

注，容易忽略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现代农业的根基作

用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撑作用。本文将系统剖析日

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及成效，梳理其推

动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典

型事实，明晰其中的关键突破和堵点卡点，以期

充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国别研究。

一、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典型事实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日本凭借迅速的

工业化实现了经济腾飞，此后随着经济服务化趋

势的加深，迈入后工业化阶段。
[1]

推动现代制造业

发展是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也

是其提升产业体系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同时，日

本还通过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夯实了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根基，并通过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为现代化

产业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1. 历史阶段

二战结束后，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和小

农户家庭经营占主导的农业生产形态，推动现代

农业发展成为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

从农业就业人口、城乡收入差距等维度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已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2]

在工

业化进程中，日本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和

农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同时下降，这

并非意味着农业本身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只是因

为农业部门的扩张速度低于其他生产部门。
[3]

随

着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价格升至高于农机等现代

要素的价格，农业领域内现代要素的比重明显上

升。然而，不能片面追求现代要素投入数量的增

长，还需时刻关注要素组合的动态变化，以避免

成本上涨对农业经营报酬造成负面冲击。由于要

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动，日本农业领域劳动力、土

地等传统要素投入占比逐渐降低，化肥、农机、

服务等现代要素投入占比明显提高。在此过程

中，要素组合不断优化升级，农业生产率和农业

经营报酬得以大幅提升。
[4]

如图 1 所示，1955 年

至 2020 年， 日 本 农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的 比 重 由

19.2% 下降到 1.1%，农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

数的比重也由 41.3% 下降到 3.8%，且两项指标

之间的差距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1955

年日本农户收入与非农户收入之比为 77%，但

1970 年该指标已上升到 94%，1980 年其更是达

到 116%，反映出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功消除，这一

优势得以长期延续。
[5]

2. 演进脉络

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初期，日本农户与非农

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推动土地规模经营

 图 1  1955 年—2020 年日本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变化

资料来源：深尾京司 , 中村尚史 , 中林真幸 . 岩波講座 日本経済の歴史（第 5巻）[M]. 東京 : 岩波書

店 , 2018:288；経済産業研究所 .JIPdatabase2015[EB/OL].[2015-12-08](2024-12-05).https://www.rieti.go.jp/

jp/database/JIP2015/index.html；経済産業研究所 .JIPdatabase2023[EB/OL].[2024-06-13](2024-12-05).https://

www.rieti.go.jp/jp/database/JIP202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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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1961 年，日

本颁布《农业基本法》，提出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的目标，鼓励农户之间流转土地。1962 年，日

本修订《农地法》，放宽农户占地上限，允许农

业生产法人取得农地。1970 年，日本再次修订

《农地法》，彻底取消了农户占地上限和地租上

限，对缔结和解除土地租赁合同的约束也有所松

动。1980 年，日本颁布《农地利用增进法》，该

法规定农户可基于市町村公示的农地利用促进计

划，自由缔结和解除土地租赁合同，合同到期即

代表土地租赁关系的终结，承租方需及时归还农

地，由此有效推动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进一

步分离。1975 年至 1995 年，日本土地流转面积

由 5.3 万公顷增加到 9.5 万公顷，其中以租赁形

式流转的面积占比由 11.3% 大幅提升到 71.6%。
[6]

近年来，日本一方面加大对农业骨干经营主体的

补贴力度，鼓励农业经营法人化；另一方面依托

农地中间管理机构提供土地流转中介服务，引导

土地向农业骨干经营主体集中。2010 年至 2023

年，骨干农业经营主体集中的耕地面积占日本

耕地总面积的比例由 48.1% 上升到 60.4%。
[7]

此

外，日本十分重视通过土地改良项目建设高标准

农田，这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了重要保障。土地

改良项目的实施者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和土地改良区，其中土地改良区由 15 名以上的

受益农户自发成立，要求征得地区内 2/3 以上受

益农户的同意，以充分尊重本地居民意愿和地区

发展理念开展建设。项目建设费用的 1/2 至 2/3

由国家补贴，其余费用由地方政府和农户共同承

担。
[8]

1969 年至 2018 年，日本改良后的水田中

达到规模经营标准的比例由 2.4% 上升到 65.9%，

且据农林水产省调查，土地改良促使土地利用率

平均上升 22 个百分点，高收益作物种植面积增加

18.9%。
[9]

规模化和机械化都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

但机械化更为关键，因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最根本

的是要将农民从传统农业耕种方式中解放出来。
[10]

在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时期，日本重视引导小农

户购置小型农机和合作利用大中型农机，由此顺

利成为亚洲首个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国家。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日本开始普及的主要是耕耘机、动

力喷雾器、小型拖拉机等移动作业的农业机械。

这些小型农机操作便利，不需要经过大量的专业

培训即可上手使用，因此颇受农户青睐。政府不

仅为农户自行购置和联合购置农机提供高比例的

补贴，还为其提供低息及无息贷款。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日本乘坐式拖拉机、水稻插秧机和联

合收割机等主要大中型农机保有量实现了快速增

长，农业机械化进入以大中型农机为主导的新阶

段。在这一阶段，以农协为主导的农机租赁服务

市场发展壮大。农协出资购入农机后，需要租赁

农机的农户以先到先得的方式与农协商定租赁日

期，由农协负责统一调度管理。农户根据租赁时

间的长短缴纳数额不等的租金，进而获取农机的

使用权。与此同时，农协不以营利为活动目的，

其所获得的盈余会根据业务规模和利用情况按比

例返还给农机使用者，或是直接采取降低租金的

形式。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日本水稻生产主

要环节基本实现机械化，对人力的依赖程度明显

下降。1960 年至 1980 年，日本水稻生产单位面

积直接劳动时间减少了 63.0%。
[11] 

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以后，日本主要大中型农机保有量逐渐下

滑，反映出其需求增长空间趋于饱和，农业机械

化再次面临转型。由于大中型农机的作业潜能还

未得到充分释放，在降低农业机械化成本的动力

驱使下，日本农业机械化政策的重心转向鼓励农

户采用农机服务，农机合作利用和作业服务外包

的情况越发普遍。换言之，其农业机械化进程由

农机数量型增长转向了更加注重机械化的质量和

效率。

（二）推动现代制造业发展

1. 历史阶段

推动现代制造业发展是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核心。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日本

坚持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重

视做强最优制造业。从生产材料、技术和规模

维度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已基本实现工业

化。
[12]

此后，日本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发展高端

化转型，旨在提升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提高

技术水平。泡沫经济崩溃后，尽管经济陷入长

期低迷，日本依然努力发掘制造业新的增长点，

积极引导制造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以此维

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典型特征及动态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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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如图

2 所示，1955 年至 1970 年，日本制造业增加值

占 GDP 的比重由 27.5% 上升到 34.9%，制造业

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也由 18.4% 上升

到 26.7%，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明显上升。从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来看，食品、纺织、造纸

等行业扩张速度放缓，化学、钢铁、石油制品、

金属制品等行业扩张速度加快，即出现了由轻

工 业 占 主 导 向 重 化 学 工 业 占 主 导 转 型 的 趋 势。

1970 年至 1990 年，制造业在日本国民经济中的

占比基本保持稳定，但重化学工业扩张速度有

所放缓，以电子机械业为代表的加工组装业加

速发展。泡沫经济崩溃后，随着现代服务业的

发展壮大，制造业在日本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逐

渐下降。1995 年至 2020 年，日本制造业增加值

占 GDP 的比重由 23.9% 下降到 20.2%，制造业

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也由 21.8% 下降

到 14.8%。

 图 2  1955 年—2020 年日本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变化

注：不包含第二产业中的矿业和建筑业。

资料来源：深尾京司 , 中村尚史 , 中林真幸 . 岩波講座 日本経済の歴史（第 5巻）[M]. 東京 : 岩波書

店 . 2018: 288；経済産業研究所 . JIPdatabase2015[EB/OL].[2015-12-08](2024-12-05).https://www.rieti.go.jp/

jp/database/JIP2015/index.html；経済産業研究所 . JIPdatabase2023[EB/OL].[2024-06-13](2024-12-05).https://

www.rieti.go.jp/jp/database/JIP2023/index.html.

2. 演进脉络

二战结束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政府重

视从微观层面对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细节实施干预，

力求推动技术水平提高和机械设备现代化，提升

基础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1956 年，日本颁布《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

意图通过制定“合理化基本计划”、提供融资支持

和推动实施共同行为政策等手段，有效振兴基础

机械和基础零部件生产，加速实现机械工业设备

的现代化，构建合理的机械工业生产体系。1957

年，日本又颁布《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意

图通过发放补助金和提供融资支持等手段，鼓励

电子工业领域企业研发新技术。1960 年，池田内

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产业发展重心由

轻工业转向包括钢铁、石油化工、电子等领域在

内的重化学工业。

20 世纪 70 年代初，日本出现了国内需求减

少和产能过剩的趋势，过于强调重化工业发展的

政策导向还引发了环境污染、区域发展差距扩大

等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日本对结构

性萧条产业进行重点调整，旨在加快处置过剩设

备，加大技术自主研发力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在这一时期，补助金在日

本一般会计预算中所占的比重已经高达三分之一

左右。
[13] 

1971 年，通商产业省发布的《70 年代通

商产业政策构想》提出，日本需要实现由重化学

工业为主导向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转型，其

中后者包括研发密集型产业、高端组装产业、时

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典型特征及动态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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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产业和知识产业。
[14] 

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80 年

代中期，日本通过开发高性能、低价格和节能型

的通信设备、半导体、家电、汽车等产品，实现

了对美贸易顺差的大幅扩大。以家电为例，1966

年至 1988 年 , 日本多达 75% 的电视机、90% 的彩

色电视机出口到美国。
[15] 

1975 年至 1985 年，日

本对美出口金额由 111.5 亿美元上升到 652.8 亿美

元，对美贸易收支由 4.6 亿美元逆差转变为 394.9

亿美元顺差。
[16]

与此同时，日本半导体产品的国际

竞争力迅速提升，20 世纪 80 年代占据的全球市场

份额已超过 75%，达到美国的约 4 倍。
[17] 

1980 年，

日本在超级计算机产业领域还几乎是空白，但到

1989 年全球市场占有率已达到 35.7%，同年国内市

场占有率更是一度高达 88.2%。
[18]

进入 21 世纪，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

日本制造业发展面临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产业链

供应链不稳定性增强等挑战。日本政府对市场的直

接干预明显减少，更加注重引导企业调整经营业务

和形成创新体系，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解

决各类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课题。
[19] 

2001 年，日本

在《IT 基本法》的基础上出台了国家信息化建设

战略（“e-Japan”战略），其中一大重要政策考量

是充分利用 IT 技术，创造新的业务和提高现有产

业的生产率，促进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和国际竞争

力强化，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雇佣扩大。
[20] 

2016

年，日本在《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规划》中提出了

“社会 5.0”（日本版“工业 4.0”）的概念，强调制

造业可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消费者需求、商

品库存和配送信息进行分析，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节省人力成本，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生产。
[21]

日本政

府还将数字产业发展与半导体产业振兴紧密联系起

来，于 2021 年发布《半导体和数字产业战略》。该

战略要求依托数字投资加速的趋势开展尖端半导体

国际研发合作，加快建设以数据基地为代表的数字

基础设施，在产业领域普及优质云服务。
[22]

绿 色 化 转 型 方 面， 日 本 2020 年 专 门 发 布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绿色增长战略》，列出 14 个

重点产业领域的绿色转型计划，明确了各产业领域

的转型目标和进度表，与制造业相关的领域包括

汽车、半导体、船舶、航空飞行器等。在汽车领

域，日本计划到 2035 年乘用车新车完全实现由燃

油车到电动车的过渡，到 2050 年使合成液体燃料

的市场价格低于汽油，2030 年前尽快降低车载用

蓄电池生产成本至不超过 1 万日元 / 千瓦时；在半

导体领域，日本意图加大功率半导体研发和普及

力度，目标是 2030 年功率半导体市场规模达到 1.7

万亿日元；在船舶领域，日本将推动渔船采用清洁

能源，引入零碳新型船舶，目标是 2025 年、2028

年和 2030 年分别实现零碳船舶的实证检验、商业

运营和普及，预计 2050 年船舶全面使用氢燃料和

氨燃料等替代燃料；在航空飞行器领域，日本将促

进飞机装备和动力系统电力化，推动氢燃料飞机研

发，促进机身和发动机轻便化、高效化，开发生物

质燃料和合成燃料。
[23]

（三）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

1. 历史阶段

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是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重要支撑。在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日

本服务业实现初步发展，特别是批发零售业、金融

业等为制造业现代化提供基础条件的服务业扩张

较为明显。如下页图 3 所示，1955 年至 1970 年，

日本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 47.0% 上升到

51.0%，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由

33.8% 上升到 44.9%。其中，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由 10.3% 上升到 13.9%，就业人数占就

业总人数比重由 12.2% 上升到 16.0%。进入 20 世

纪 70 年代，随着制造业朝高端化转型，日本现代

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呈现融合发展的崭新态势，助

推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1975 年至 1990

年，日本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 55.6% 上

升到 60.4%，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

由 48.6% 上升到 56.4%。其中，租赁业、汽车维

修业、速记业、商品检查业等对企业服务业得到

迅速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服务化

特征更为明显。1995 年至 2020 年，日本服务业增

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 66.4% 上升到 72.8%，服务

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由 60.8% 上升到

74.1%。一方面，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趋势加深和

零售业交易方式变化的背景下，信息服务业、信

用卡业实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

程度明显上升的背景下，医疗卫生业、社会保障

业、介护业等对个人服务业迅速扩张。

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典型特征及动态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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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演进脉络

20 世纪 50 年 代 初 至 70 年 代 初， 由 于 技 术

进步和家庭收入提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

成为日本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居民倾向于追求

“量的富裕”。在此背景下，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批

发零售业发展壮大。批发业方面，1953 年《禁

止垄断法》的修订促使日本形成了以综合商社

为主干的运作模式，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

商事等头部综合商社规模庞大，涉足各类商品经

营，业务范围遍及全球。零售业方面，管制放松

和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使百货店实现迅

速扩张，超市则作为一种新兴零售业态崛起。
[24]

面对零售业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为维护中小零

售商的正当利益，规范流通秩序，日本相继制定

了《百货店法（新版）》《大店法》《中小零售商业

振兴法》等一系列法律。此外，由于重工业发展

资金需求量大，该时期日本金融业实现初步发展，

企业与特定银行开展长期合作、银行成为企业股

东的主银行制度得到确立。日本分别于 1950 年

和 1951 年设立了日本出口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

向重点发展产业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以有效解

决企业在提高技术水平和更新设备时面临的融资

难题。同时，商业银行也积极通过合并实现规模

扩张，如 1965 年住友银行与河内银行合并，进

而跃居为日本国内资金规模第二大的银行。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日本逐渐将经济服务

化纳入产业政策制定。《70 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

想》倡导发展知识产业，涵盖信息处理和提供服

务、教育、咨询、软件开发等行业，并要求提

高服务业生产率，大力发展需求增长的休闲服务

业和对企业服务业。
[25] 

1978 年，日本颁布《特

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明确将软件

开发业列为重点扶持产业。从各类对企业服务业

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租赁业发展较为瞩目，仅

1971 年至 1979 年，交易额就由 0.3 万亿日元增

加到 1.5 万亿日元，信息通信机械、医疗器械、

商业用机械租赁比重明显增加。
[26]

此外，受经济

增速换挡和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该

时期日本批发零售业和金融业转型步伐加快。批

发业方面，轻工业产品所占份额明显下降，重化

学工业产品和加工组装工业产品所占份额明显上

升，且综合商社与大型制造业企业的关系更加紧

密，其经营的家电、汽车、电子机械等产品席卷

欧美市场；零售业方面，超市业务扩张加速，销

售额超过百货店，便利店这一新兴零售业态发展

壮大；金融业方面，储蓄过剩和国际货币体系转

型促使日本卷入金融自由化浪潮，日本政府实施

了撤销利率管制、放宽金融机构主营业务和市场

 图3   1955年—2020年日本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变化

资料来源：深尾京司 , 中村尚史 , 中林真幸 . 岩波講座 日本経済の歴史（第 5巻）[M]. 東京 : 岩波書

店 . 2018:288；経済産業研究所 . JIPdatabase2015[EB/OL].[2015-12-08](2024-12-05).https://www.rieti.go.jp/

jp/database/JIP2015/index.html；経済産業研究所 . JIPdatabase2023[EB/OL].[2024-06-13](2024-12-05).https://

www.rieti.go.jp/jp/database/JIP202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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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限制、放宽公司债发行限制等一系列措施。

进 入 20 世 纪 90 年 代， 面 对 制 造 业 生 产 率

下降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迅速提升的局

面，日本进一步强调推动服务业变革和提升服

务业生产率，同时并未降低对制造业发展的重

视程度。在 2006 年发布的《新经济成长战略》

中，日本提出以制造业和服务业双引擎带动经

济增长，力争走出一条与美国将产业重心由制

造业转向服务业的不同的道路。
[27]

尽管日本数

字经济整体发展较为滞后，但随着数字化转型

成 为 制 造 业 企 业 塑 造 核 心 竞 争 力 的 必 由 之 路，

其信息服务业还是呈加速发展态势。1990 年至

2024 年，日本信息服务业年销售额由 3.1 万亿

日元增加到 18.0 万亿日元。
[28]

同时，在百货店、

超市和各类零售店销售信用业务大幅增长的背

景下，日本信用卡业实现快速发展。1994 年至

2024 年，日本信用卡业年交易额由 13.7 万亿日

元增加到 101.8 万亿日元。又由于人口老龄化加

剧催生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日本 1997 年制定

了《介护保险法》，2000 年开始实施长期护理保

险制度，并依据人口形势和护理需求变化情况，

对该制度不断进行调整，进而促使大批企业进

入 老 年 护 理 服 务 市 场。
[29] 

2000 年 至 2021 年，

日本介护业实际增加值由 1.8 万亿日元提高到

8.6 万亿日元。
[30]

此外，考虑到泡沫经济崩溃后

企业为节省用工成本增加了非正规雇佣的比例，

日本对《劳动派遣法》进行多次修订，扩大了

可派遣的行业范围，加强了对派遣人员的权益

保护，由此助推劳动派遣业快速发展。2000 年

至 2022 年，日本劳动派遣业市场规模由 1.7 万

亿日元扩大到 8.8 万亿日元。
[31]

二、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突破

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的积极成效不

仅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体现在经济中高

速增长时期乃至低速增长时期。通过对产业发展

方向进行持续改进和动态优化，日本得以在一些

重点产业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长期占据

优势地位，即使经济增速两次换挡，也难以湮没

其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突破性亮点。

（一）建成小规模特色农业强国

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快速崛起，并对全球

经济具有了更加显著的影响力和塑造力，但与制

造业和服务业相比，农业依然是其发展的一大

短板。如何基于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的农业

生产格局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日本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破解的一大难题。从土地

生产率来看，1961 年至 2022 年，日本谷物单产

由 4173.5 千克 / 公顷增加到 6273.0 千克 / 公顷，

增 幅 达 50.3%。2022 年， 美 国、 英 国、 法 国 这

些农业强国谷物单产分别为 8071.7 千克 / 公顷、

7720.1 千 克 / 公 顷、6654.9 千 克 / 公 顷， 日 本

与其差距并不大。
[32]

从农业贸易来看，2012 年

至 2023 年，日本农业出口额由 0.4 万亿日元增

加到 1.4 万亿日元，增幅达 302.0%。
[33]

同时期，

美国农业出口额由 1459.2 亿美元增加到 1748.7

亿美元，增幅为 19.8%，小于日本，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日本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明显上升。
[34]

那么，日本是否扭转了小农生产格局，更加趋近

于欧美发达国家？通过简单计算可发现，1960

年至 2020 年，日本农户户均土地经营面积仅由

0.88 公顷上升到 1.57 公顷，绝大多数农户仍属

于世界银行所界定的小农户的范畴，即土地经营

不超过 2 公顷。
[35]

换言之，其补齐农业发展短

板的方式并非一味推进土地集中。

促进农业区域生产专业化和农村产业融合

是 日 本 建 成 小 规 模 特 色 农 业 强 国 的 关 键 路 径。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农业区域生产专业化为核

心的“一村一品”（One Village One Product）运

动在日本大分县率先打响。地方政府重在将农

民对本地特色资源的运用智慧和创意转化为商

业价值，不仅专门设立技能培训学校和研发指

导机构，还以承办异地展销会和先进研发团体

表彰会的方式打响品牌知名度，助推形成“麦

烧酒”“丰后牛”“柚子胡椒”等一批高附加值本

土 品 牌。
[36]

1979 年 至 1984 年， 大 分 县“一 村

一品”有关活动次数由 26 次增加到 34 次，持

续天数由 145 天增加到 229 天，销售额由不足

1 亿日元大幅上升到 3.5 亿日元。大分县的成功

实践成为日本其他地区学习和借鉴的典范，截

至 1988 年，日本约有七成地方行政区开展了类

似的农业区域生产专业化运动。
[37]

“一村一品”

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典型特征及动态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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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可谓日本农业农村发展由内生式向外生式

转变的重要节点，本地农户在现代农业发展中

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调动，带动农业要素组合

持续升级，为农业产业链增值和就业岗位增加

开辟了新空间。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日本农业经济学家今

村奈良臣从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角度，提出六次

产业化理论，该理论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推广和

应用。其主旨是推动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

交叉融合（“1+2+3”“1×2×3”），通过活用地

域资源延伸出更高的附加值。2010 年，日本出

台《六次产业化·地产地消法》，提倡当地生产

的农产品在当地消费利用，为支持农业经营者开

展产业融合创新业务提供了法律保障。农业经

营者及其组成的团体可向农林水产大臣提交综

合化事业计划，从而获取补贴和融资支持。截

至 2025 年 1 月，综合化事业计划累计认定数量

已达 2642 件。
[38]

日本六次产业化政策重视发掘

农村独有的资源优势与功能价值，鼓励农工商联

合开展长期持续经营，带来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

益。2010 年至 2022 年，日本农业生产关联行业

年销售额由 1.7 万亿日元增加到 2.2 万亿日元，

就业者数量在农业经营者老龄化背景下仍由 39.9

万人增加到 40.3 万人。
[39]

（二）高端制造业保持优势

日本在高端制造领域拥有全面且深入的布

局，工业机器人、半导体材料、数控机床、精密

加工、显示技术、航空航天等行业处于全球领先

地位。20 世纪 80 年代，在汽车行业和电气设备

行业对工业机器人需求量猛增的背景下，日本工

业机器人供应量一度占全球市场的 88%。尽管

近年来自其他大国的竞争日趋激烈，日本仍占

据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近一半的份额。
[40]

同时，

日本在多种半导体关键材料上处于垄断地位。为

强化半导体产业发展基础，巩固半导体领域技

术优势，日本经济产业省于 2023 年 6 月发布修

订后的《半导体和数字产业战略》。该战略提出

加大与海外半导体代工厂的合作，在国内建设高

端半导体生产基地，通过产学研合作促进半导体

技术研发，并努力推动数据基地建设。
[41]

根据

日本经济新闻社 2023 年实施的“主要商品和服

务市场份额调查”，日本半导体材料有三个品类

位居全球首位，分别是光刻胶、硅晶圆、光掩膜

基板，排名前三的日企合计份额分别达 75.9%、

44.6% 和 100%。
[42]

此外，日本加工组装工业在

成本和质量方面拥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关键原

因是模具供应商具备高技术水平，其拥有能够满

足组件制造商对零部件质量和精度要求的机械加

工技术和组装加工技术，这构成了组件制造商实

现柔性生产的基础。
[43]

从宏观层面来看，日本政府能够根据经济发

展阶段变化灵活调整产业政策，致力于为制造业

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二战后至今，日

本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福利国家建

设”阶段、“新自由主义”阶段和“新资本主义”

阶段，产业政策也出现了由强调政府作用到强调

市场作用，再到兼顾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转变，政

府与市场之间逐渐呈现良性互动趋势。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便重视为制造业现代化立法，

并采取了租税特别措施、外汇配额制度、融资支

持等多种配套政策措施。泡沫经济崩溃后，日

本相继出台了《事业革新法》《产业活力再生特

别措施法》《产业竞争力强化法》等一系列法律，

建立起齐备的产业再生政策体系，政府对市场的

直接干预明显减少，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权、

激发企业创新动能成为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近

年来，面对气候变化、经济安全保障重要性提

升、收入差距扩大等中长期课题，日本产业政策

的内涵和范围明显扩大，演化为广义的产业政

策，更加重视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调需求

侧和供给侧协同发力。
[44]

从微观层面来看，日本政府注重扶持深耕行

业细分市场、专注于生产差异化产品的制造业

企业，强调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和发掘品牌长期

价值。2013 年和 2020 年，经济产业省两次开展

“国际利基领军企业”（Global Niche Top）评选，

分别选出 100 家和 113 家隐形冠军日本企业。如

下页表 1 所示，绝大部分获评企业为优势制造业

企业以及中坚和中小企业，平均占据约一半的国

际市场份额，且有着较高的营业收益率。针对

中坚和中小企业通过“出海”塑造国际竞争新

优势，日本形成了贯穿业务全流程的支持体系：

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典型特征及动态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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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了解和调查阶段，贸易振兴机构、国际协

力机构、商工会议所等协助企业收集海外市场、

在地企业、法律法规等基本信息，并举办知识讲

座；（2）在业务筹备阶段，贸易振兴机构、东

京共同会计事务所等为企业提供业务咨询，国

际协力机构、经济产业省等帮助企业调查业务

开展可行性，特许厅、发明推进协会为企业申

请海外专利减免手续费和提供补贴；（3）在业

务开展阶段，经济产业省针对企业利用示范性

商业模式出口和与“全球南方”企业合作提供

补贴，国际协力银行直接向企业提供贷款或协

调民间金融机构贷款，商工中金银行设立专项

资金向隐形冠军企业提供长期贷款，政策金融

公库为企业海外发展和业务重组提供贷款；（4）

在业务持稳阶段，贸易保险公司为企业管理风

险提供出口信用贷款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海

外产业育成协会为企业招聘外国人才和开展培

训提供支持，贸易振兴机构协助企业处理海外

知识产权纠纷。
[45]

得益于全方位的海外业务支

持，中坚和中小企业品牌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

大大降低，使其能够安心耕耘自身熟悉和具备

比较优势的赛道，加大对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

力度，加强品牌建设和精细化经营，不断积累经

验、谋求突破。
[46]

资料来源：経済産業省製造産業局 .グローバルニッチトップ企業１００選 表彰企業の分析 [EB/OL].[2014-

08-22](2024-12-20).https://www.meti.go.jp/shingikai/sankoshin/seizo_sangyo/pdf/002_s02_00.pdf；経済産業省 . 2020年版グ

ローバルニッチトップ企業100選 [EB/OL].[2022-06-30](2024-12-20).https://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

mono/gnt100/index.html.

                                                                  表 1   日本“国际利基领军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家，%）

（三）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深度融合

随着日本工业化向纵深发展，特别是一般

机械业、电子机械业、运输机械业等加工组装

业做大做强，服务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制造业

的联系愈发紧密，服务产品作为中间产品的现

象更加普遍。服务业企业依托其技术优势，将

产业链布局向上游延伸至研发设计环节，制造

业企业则向下游扩展至销售环节。
[47]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本服务业内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批发零售业、对个人服务业等相对传统的服务

业增长几近停滞，信息服务业、对企业服务业

等新兴服务业发展壮大，反映出现代服务业与

现代制造业融合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由于日本

注重以相对较低的价格提供尽可能高品质的服

务，其服务业在国际社会上颇受好评，进而现

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的融合能为经济创造新

的增长点。根据日本公益机构“生产性本部”针

对出租车、汽车维修、快递等 28 项服务开展的

“日美服务品质调查”，日美两国受访者均认可

日本在其中 25 项服务中拥有更高的品质，平均

得分比美国高 10% 至 20%。
[48]

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日

本制造业企业发展面临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产

业链不稳定性增加等机遇和挑战，现代服务业与

现代制造业的融合越发体现在“制造业服务化”。

过往，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售卖有形的产品，向顾

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典型特征及动态优化



10 日本研究·2025 年第 2 期

客提供价值。如今，制造业企业由产品导向和销

售导向转向顾客导向，更加重视满足顾客的实际

需求，有形的产品和无形的服务融合程度不断提

升，企业单向的“价值提供”模式也升级为企业

和顾客的“价格共创”模式。
[49] 

2017 年，日本

专门提出“互联工业”的概念，其包括三大支

柱：（1）实现人、机械和系统相协调的新型数字

社会；（2）通过合作与共同努力解决工业发展面

临的课题；（3）积极推进培养适应数字技术的人

才。
[50]

“互联工业”要求创造新的附加价值，其

来源包括物与物的连接、人与机械及系统之间的

协调、人在与技术相连的过程中激发出的智慧和

创意、不同国家企业之间的连接、不同年龄段的

人在相连的过程中传承的技能和智慧等。在现代

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融合过程中，日本重视发挥

其高技术力和高现场力的优势，努力构筑以解决

课题为导向、以人为本的新型产业社会。
[51]

从企

业的典型事例来看，日本大金空调的产品搭载了

物联网技术，能够对世界各地空调设备的运转情

况和室温等信息进行集中管理，通过自动控制提

供舒适的空调环境，并提供故障检查和远程检查

服务。日本轮胎制造商普利司通依托传感器开发

了轮胎安全监测系统，能够实时收集和监测轮胎

压力、磨损和温度等信息，当出现异常时将向运

行管理者发送警报，从而有助于降低轮胎维护成

本和因故障而产生的机会成本。
[52]

三、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堵点卡点

二战结束后，日本通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成功在短期内跃升为全球排名靠前的发达经

济体，但其产业发展仍遗留了诸多问题，对其经

济持续健康运行造成了负面影响。为此，需要找

准制约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从而更加

全面地把握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成效。

（一）粮食供应链韧性弱化

日本是小规模特色农业强国的典型代表，但

与多数大规模和中等规模农业强国不同，其粮食

自给率明显偏低。如下页图 4 所示，2023 年，日

本按热量计算和按生产额计算的粮食自给率分别

仅为 38% 和 61%。尽管日本能够保证大米这一

主食基本自给，但小麦、大豆等重要粮食品种仍

严重依赖于进口，一旦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导致国际粮食市场秩序紊乱，便可能给粮食安全

保障带来较大冲击。受公共卫生事件、地缘政治

冲突、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近年日本农产品价

格持续攀升。2020 年至 2024 年，日本平均农产

品价格指数由 100.0 上升到 115.9。
[53]

在此背景

下，日本家庭消费呈现“降级”趋势，社会弱势

群体获取优质粮食更是愈发困难。面对偶发性的

粮食供应减少和需求增加，2024 年第三季度，日

本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米荒”，从而再次印证了

粮食供应链韧性弱化的事实。

日本粮食供应链韧性弱化本质上是对农业过

度保护导致的结果。为争取农村选票，日本政府

顺应农协的要求，采取控制大米产量的方式维持

高米价，并对进口大米征收高额关税，避免“谷

贱伤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实施“减反”政策，引导稻农减耕

减产，该政策直到 2018 年才被全面废除，给耕

地集约利用和粮食稳定供应带来了长期的负面

影响。同时，日本政府还向小规模兼业农户发

放多种类型的普惠式补贴，致使其长期滞留在

农业部门，进而骨干农业经营主体难以进一步

扩大粮食种植规模。安倍第二次内阁时期，日

本对农协实施大幅度改革，旨在削弱其行政力

量，破除其在农业经营中的垄断，但遭遇了强

大阻力，改革推进较为缓慢。至今，农协在大

米流通中的垄断地位尚未被打破，“米荒”得到

一定缓解后大米价格依然持续走高，农协是背

后的重要推手。整体而言，可以认为日本粮食

供应陷入了高成本、高补贴、高关税、高价格

的困局。
[54]

另外，日本在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

时期未形成严格的农地“非农化”“非粮化”管

控机制，直到 2009 年才修改《农地法》相关条

文，大幅强化对弃耕地和农地非农转用的约束，

加大违规转用的处罚力度，但为时已晚。1970 年

至 2020 年，日本耕地播种面积由 631.1 万公顷下

降到 399.1 万公顷，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由 386.8

万公顷下降到 202.0 万公顷，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占比由 61.3% 下降到 50.6%。
[55]

如果上述势头难

以得到有效遏制，日本既无法确保“谷物基本自

给”，也难以宣称“口粮绝对安全”。

日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典型特征及动态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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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空心化带来风险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对企业海外

发展的支持力度持续提升，“贸易立国”“投资立

国”相继成为日本国策，但制造业的大规模迅速

外迁也带来了产业空心化隐忧。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至 90 年代末，日本政府实施“黑字还流”

计划，从国际贸易盈余中拿出部分资金，依托

政府开发援助、商业贷款等渠道，支持发展中

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帮助日本企业

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形成跨国产业链。
[56]

“黑字

还流”计划促使日本企业加速将制造业产品转

移到海外生产加工，起到了缓和国际经贸摩擦、

促 进 日 元 国 际 化 和 助 推 企 业“出 海 ” 等 作 用，

同时也引发了本土投资增速不及海外投资增速、

企业“脱实向虚”趋势加深等问题。21 世纪初，

日本社会各界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明显加剧。产

业空心化给日本经济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体

现在就业和生产率两方面。
[57]

第一，产业空心化引发了就业机会减少风

险。据日本《劳动经济白皮书》推算，20 世纪

90 年代，产业转移使日本制造业国内就业下降

约 60 万人。
[58]

其原因在于，海外子公司大规模

生产本应在国内生产的商品，且母公司大规模

购买海外子公司生产的商品，出口替代效应和

逆进口效应之和大于出口促进效应和进口转移

效 应 之 和， 导 致 国 内 生 产 减 少。20 世 纪 90 年

代 和 21 世 纪 前 十 年， 日 本 平 均 失 业 率 分 别 达

3.2% 和 4.7%， 相 比 20 世 纪 80 年 代 的 2.5% 上

升显著。
[59]

从行业看，电力机械等出口导向性

产业的就业人数下降最为明显。从企业规模看，

就业人数下降的主要是该阶段“出海”步伐加

速的中小企业，大企业就业人数无显著变化。

第二，产业空心化引发了生产率停滞风险。

制造业是创新最集中、最活跃的领域，长期以

来，日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高于服

务业。然而，伴随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日本制

造业科技进步趋缓，从而导致生产率停滞、国

际 竞 争 力 下 降， 拖 累 经 济 增 长。20 世 纪 90 年

代，日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由前一个十

年 的 3.3% 下 降 到 1.0%，GDP 增 速 也 由 前 一 个

十年的 4.4% 下降到 0.9%。
[60]

从国际竞争力来

看，如图 5 所示，1990 年至 2022 年，日本制造

业竞争力指数（CIP）不断下降，排名由全球第

2 位跌落到第 8 位，中国该指数排名则由全球第

35 位攀升到第 2 位，在 2014 年超过日本。

（三）错失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乃至部分新兴市场国家

相比，日本数字经济发展明显滞后，赋能现代化

 图 4    2023 年日本与其他全球代表性农业强国的粮食自给率比较

资料来源：農林水産省 .諸外国 ·地域の食料自給率等について [EB/OL].[2024-11-11](2024-12-20).https://

www.maff.go.jp/j/zyukyu/zikyu_ritu/0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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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体系建设效果不佳，极大地限制了产业组织

形态和商业模式的转型升级。如图 5 所示，根据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的世界

数字竞争力排名，2024 年，日本综合数字竞争力

位列全球第 31 位，美国、韩国和中国分别位列

第 4 位、第 6 位和第 14 位。
[61]

分指标来看，日

本“为将来作准备”“知识”两项分别位列全球

第 38 位和第 31 位，反映出在商业敏锐性和数字

人才培养方面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62]

随着数字

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同时推进，各行各业对数

字人才的需求均急剧增加。然而，日本数字人才

多集中于数字产业，仅有 27.7% 的数字人才分布

在非数字产业，这一比例明显低于美国的 64.5%

和德国的 61.4%。
[63]

日本错失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是多重因素共

同作用下的结果。第一，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影

响了数字人才的供给和数字技术的推广。日本

老龄化率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陆续超过其他主

要 发 达 国 家， 如 今 位 列 全 球 首 位。
[64]

一 方 面，

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高技能人才多为学习能力

强和对新鲜事物接受度高的年轻人，日本老龄

化的人口结构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给数字

人 才 供 给 数 量 和 质 量 均 带 来 冲 击； 另 一 方 面，

老年人数字素养通常不足，对数字产品和服务

的需求相对较弱，日本老龄化的人口结构阻碍

了数字技术的大范围普及和应用，进而难以有

效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

第二，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给数据互通

共享带来不便。2021 年，日本在内阁官房信息通

信技术（IT）综合战略室的基础上新设数字厅，

负责统筹行政管理和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此外，

日本地方行政部门和地方社会的数字化建设由

总务省负责，产业界的数字化转型由经济产业

省负责。由于各部门仅在其所辖范围内开展工

作，彼此之间的信息互认共享和协同配合十分

薄弱，不利于数据要素的高效配置。
[65]

第三，日本企业独特的“调整文化”和对

数字化转型的片面认知延缓了创新进程。“调整

文化”的特征是相比作出正确的决策更加重视

维护组织秩序和稳定，受其影响，日本企业应

对市场变化的敏锐度和反应能力尤为不足。对

于投资数字化设备和应用数字技术，具备相关

经 验 的 员 工 通 常 优 先 考 虑 决 策 层 本 身 的 偏 好，

在推进决策的过程中往往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

间。同时，许多日本企业仅将数字化转型视作

企业内部业务体制的调整，看重其是否能发挥

提高业务效率、降低人力成本等作用，却忽略

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模式的重塑，进而在

加快数字化转型上表现得不够积极，呈现“防

守型投资”的姿态。
[66]

四、结语

从日本战后以来的实践不难看出，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也是一个动态演

 图 5   1990 年—2022 年日本和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排名的变化

资料来源：UNIDO Statistics Portal. 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CIP)[EB/OL].[2024-06-28](2024-12-20).https://stat.

unido.org/analytical-tools/cip?country=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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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过程。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日本凭借

迅速的工业化实现了经济腾飞，农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占比显著下降，但其基础性地位未有改变，

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显著上升，

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后，日本迈入后工

业化阶段，农业和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均

逐渐下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经济服务化特征明显加强。推动现代制造业发展

是日本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同时日本也注重推动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

从而有效发挥了现代农业的根基作用和现代服务

业的支撑作用。在评判日本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成效时，需要坚持长周期视角，树立辩证思维。

既要看到日本探索出一条小规模特色农业强国之

路，又要看到对农业过度保护致使其粮食供应链

韧性弱化；既要看到产业政策的灵活调整巩固了

日本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实力，又要看到错失数字

经济发展机遇致使其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处

于不利地位；既要看到日本通过支持企业“出海”

培育和壮大了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又要看到大规

模的产业转移引发的产业空心化问题给其经济社

会带来了负面冲击。

中日两国经济发展阶段、市场规模、产业布

局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不能照搬也没有必

要照搬日本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做法。应从产

业发展实际出发，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加快

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此外，日本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得失为中

国提供了有益启示。一是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

举，在统筹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平衡产业发展需求

的基础上，加强产业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完善

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助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

可靠、竞争力强的产业链供应链。二是要推动新

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双轮驱动”，破解产业升级转型的瓶颈制约，培

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三是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引导民营企业特别是各类中小企业走创新驱动发

展道路，健全企业科技创新投入机制，集聚半官

方机构、非官方机构和业界力量，支持企业融入

全球创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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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content of constructing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 Japan. At the same time, Japan also pays attention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thus effectively leveraging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the supporting role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Through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dynamic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Japan has achieved a series of key breakthrough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cluding becoming a small-scale but distinctive agricultural power, maintaining 

the advantages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deeply integrating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with moder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addition, there are many bottlenecks and obstacles in Japan's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such as weakened 

resilience in the food supply chain, risks brought by industrial hollowing-out,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digital 

economy, which have adversely affected its sustained and healthy economic operation.

Key Words：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 Servitization; Digital Economy

日本の現代化産業体系の構築における代表的な特徴と動的最適化

閆　坤　周旭海

要旨： 現代化産業体系の構築は系統的な工程であり、同時に動的に発展する過程でもある。1950 年代から 1970 年代

にかけて、日本は急速な工業化によって経済の躍進を実現し、農業の国民経済に占める割合が大幅に低下し、製造業と

サービス業の国民経済に占める割合が著しく上昇した。その後、ポスト工業化社会に入った日本では、経済のサービス

化という特徴が引き続き強まっていった。現代製造業の発展を推進することは常に日本が現代化産業体系を構築する上

での核心となる。一方で、日本は現代農業と現代サービス業の発展を推進することにも力を入れ、それによって現代農

業の基盤的役割と現代サービス業の支える役割を効果的に果たせてきた。産業の発展方向に対する継続的な改善と動的

な最適化を通じて、日本は現代化産業体系を構築する中で一連のカギとなる突破を実現しており、具体的には小規模で

特色ある農業強国の構築、ハイレベル製造業の優位性の維持、現代サービス業と現代製造業の深い融合が挙げられる。

さらに、日本の現代化産業体系の構築に多くの課題も直面しており、例えば食糧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の強靭性の弱化、産

業空洞化によるリスク、デジタル経済の発展機会損失などがあり、これらが日本経済の持続的かつ健全な発展に不利な

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 現代化産業体系，産業チェーン・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サービス化，デジタル経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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