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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 11 月 6 日，汤森路透发布的“2014

全球创新企业 / 机构百强”名单 [1] 中，日本企业占

39 家，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日本的东芝、日立、

富士通、丰田、日产等一批国际知名企业，被评价

为最具创新性，并能把原始创新与专利保护、全球

化及商业经营发展结合起来的企业。这一评价，基

本能反映出日本企业组织开展基础研究、进行原始

创新的能力。

研究日本知名企业涉足基础研究的历程、现状

及动向，有助于我们探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

创新体系，更好地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1    日本大企业介入基础研究的过程

根据日本总务省《2014 年科学技术研究调查

结果概要》给出的统计调查定义，基础研究是指“在

自然科学研究中，为探索新的假设、理论，或从现

象（事实）观察获取新的知识，而开展的理论或试

验研究”[2]。

一般来讲，基础研究并不特别去预先设定研究

的用途。但是，一旦基础研究成果出来以后，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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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经过“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实证考核”

等后续研究，实现“量产销售”的话，就说明该基

础研究具有实用性和商业价值。这正是日本大企业

重视基础研究或注意获取世界基础研究成果的主要

驱动力。日本这些国际知名企业介入基础研究，大

致可以分为战前及战后追赶的“技术积累期”、泡

沫经济前后的“探索调整期”、世纪交替至今的 “务

实合作期”几个阶段。

1.1    战前及战后追赶的技术积累期

战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大财阀、大企业盘根错

节的，门类齐全且近乎于垄断的现代工业体系。并

在产品技术、系统集成能力，材料、化工等技术基

础等方面积蓄了一定的原始创新能力。

战后（追赶期），在特殊的国际形势下，日本

的政治特别是经济基础得以保留，旧的垄断企业（包

括军工企业）被拆分后，变身为新的企业，形成了

现代日本大企业阵营的主体。例如，日本现有 8 大

汽车企业，大都是战后初期即形成的，均有 50 年

以上历史。因此，正是战前形成的工业体系，及其

形成的原始创新能力和技术基础，对日本战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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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追赶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战后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段时间（追赶期），

日本大企业及上游配套小企业共同努力，在造船、

铁道、汽车、建筑机械、家电等重点行业迅速追赶，

完成了新干线、节能车、VTR、液晶、光纤通信等

一系列世界瞩目的技术创新成果，并实现了丰田精

益生产模式、小松 QC 质量闭环管理等生产方式的

重大创新 [3]。

1.2    泡沫经济前后的探索调整期

尽管在战后追赶期，日本大企业内部已经进行

了一些必要的基础研究，促进了其原始技术创新及

专利族的形成，但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无论是企业

自身还是社会评价，有相当程度的观点都认为“日

本企业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做的不错，但原始创

新不足（仍要依赖美欧）”。甚至有企业借着当时

泡沫经济的财大气粗，认为“‘追赶’已经结束了，

现在该轮到我们进行基础研究了”，并对大学的基

础研究不屑一顾 [4]。所以，在泡沫经济达到顶峰的

时期，大企业普遍建立“中央研究院”，购进大批

尖端设备，探讨加强基础研究。

而当 90 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时，由于基

础研究远离产品，在企业“再编”中，大企业又普

遍进行调整，缩小了中央研究院的规模，并又开始

效仿欧美，注重产学研结合，开展基础研究。

笔者认为，在这一探索调整期，虽然日本企业

的基础研究经历了较大波动，但这也为以后各大企

业以这些中央研究院（有些后来改名为“综合研究

院”或“超前技术研究所”等）为平台，持续介入

基础研究，进行超前探讨，奠定了基础。

1.3    世纪交替至今的务实合作期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

企业进入调整再编，日本政府和企业界意识到，综

合国力的竞争已集中到创新领域，在国家层面构建

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基础研究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1995 年，日本政府通过《科学技术基本法》，

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技术创新政策，

日本从技术追赶阶段进入技术领先阶段，从强调技

术转向了重视科学与技术，从企业单打独斗转向产

学研结合。

伴随着技术创新政策的调整，日本创新体系也

出现了一些变化，开始进入务实合作期。一方面，

政府通过 5 年一期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实

施，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家基础研究体系和能力的建

设，例如用较大资金持续支持，实施诸如“创新性

科学技术推进事业（ERATO）”、“战略性基础研究

推进事业（CREST）”、“最先端研究开发支持计划

（FIRST）”等基础研究计划，进一步加强大学、

研究院所基础研究与企业的结合；另一方面，大企

业则在自身强大的开发研究、应用研究能力的基础

上，开始更加注重参与国家组织的官产学研联合的

基础研究行动。

2    日本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情况

日本总体研发经费的量较多。根据日本科学技

术学术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 2014》

所载各国数据，日本 2011 年度总体研发经费为

17.38 万亿日元，相当于其 GDP 的 3.75%。这一比

例仅次于以色列、韩国、芬兰，在世界上排第四位

（美国列 12 位，中国列 23 位）。而在日本这些总

体研发经费中，来自民间的投入比例（以企业自身

投入为主）高达 81%[5]，企业自身投入比例也在世

界最高国家之列。 

2.1    日本企业研发投入呈不断加强趋势

近些年，受世界金融危机、东日本大地震等各

种因素影响，日本的产业经济一直处于下降波动和

徘徊之中，企业研究经费也随着企业销售额的起

伏有一定的变化，2009 年度销售额增长率为 -18%

左右、研发经费增长率为 -12% 左右。但是，为了

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抵御风险，日本企业特

别是一些国际知名的大企业，始终保持了对研究开

发的重视，其企业单位销售额中研发经费的占比却

没受影响，从 2007 年开始呈持续上升趋势，保持

在 3.0% 以上 [5]。企业研发投入在变化中仍然呈现

出了不断加强的趋势。见图 1。

2.2    日本企业研发经费来源及基础研究支出比例

根据日本总务省 2014 年 12 月发布的本国研

发经费的最新统计数据 [2]， 2013 年度日本企业本

身使用的研究开发经费总额为 12.69 万亿日元，这

些研发经费主要来自企业自筹，约为 11.512 万亿

日元（占 90.7%）。其他来源，一是从政府公共机

关，包括国家、地方财政，国立大学，国家及地方

的独立行政法人等划拨过来的产学研合作经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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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 358.2 亿日元（只占 1.07%）；二是从民间，包

括其他企业、私立大学、非盈利组织 NPO 等过来

的产学研横向合作经费，约为 9 667.3 亿日元（占

7.62%）；三是从国外，包括企业、大学等划拨过

来的产学研合作经费，约为 775.82 亿日元（只占

0.61%）。

企业自身 12.69 万亿日元研发经费的支出，主

要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

三个方向。其中，用于关注未来 10 ～ 30 年技术创

新的“基础”研究经费为 8 692 亿日元，占企业研

发经费总额的 6.9%；用于关注未来 5 ～ 10 年技术

创新的“应用”研究经费为 2.36 万亿日元，占企

业研发经费总额的 18.6%；用于关注未来近期技术

创新的“开发”研究经费为 9.44 万亿日元，占企

业研发经费总额的 74.5%。

2.3    日本大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更加积极

2013 年，日本资本金规模为 1 000 万日元以上

企业（可以理解为日本的‘规模以上’企业）共有

10 639 家，其中资本金为 100 亿日元以上的较大企

业有 603 家 [2]。虽然这些较大企业的数量，只占“规

模以上”企业总数的 5.67%，但其“基础研究”经

费达到 7 046 亿日元，“应用研究”经费达到 1.99

万亿日元，“开发研究”经费达到 6.72 万亿日元，

分别占到“规模以上”企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开 发 研 究 总 经 费 的 81%、84% 和 71% 以 上。 见

图 2。

图 1  日本企业销售总额年度增长率、研发经费年度增长率及研发经费单位销售额占比发展情况 [5]

图 2  日本不同规模企业三类研发投入对比

企业总销售额年度增长率（左侧坐标轴）

企业研发经费总额年度增长率（左侧坐标轴）

企业研发经费的单位销售额占比（右侧坐标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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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本政府对企业基础研究的间接投入

日本政府除去对企业的研发开发（以基础和应

用研究为主）给予少量财政支持外，还通过科技税

收减免等政策，对企业的研究开发给予间接投入。

根据日本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进行的对比，

日本企业所得到的这些国家财政间接研发支持对

图 3  各国对企业直接及间接研发投入对 GDP 的比率 [2]

GDP 的比率，远大于直接支持经费对 GDP 的比率

（见图 3）。与世界各国对比看，政府对企业研发

投入直接支持比例较高的有俄罗斯、斯洛文尼亚、

美国等国，而间接支持比例较高的除日本外还有法

国、加拿大、比利时等国 [2]。 

日本政府对企业基础研究进行间接投入的另一

个方面，就是对大学、研究机构的直接投入（2013

年度国家财政科技预算为 3.537 万亿日元，以基础

研究和平台建设为主）。这些对大学等基础研究的

直接投入，最终受益和作用的主体还是企业，特别

是那些能够舍得对基础研究成果进行产业化投入的

大企业。

3    日本日立集团开展基础研究的实例

2013 年，日本企业研发经费使用前六位的产

业是：交通运输装备产业 2.497 万亿日元（其中

汽车制造业占 2.414 万亿日元），信息通信装备产

业 1.67 万亿日元，医药产品产业 1.437 万亿日元，

机电产品产业 1.07 万亿日元，专业机械制造产业

1.049 万亿日元，化工产业 0.755 万亿日元。这六

大产业的企业研发投入总额 8.47 万亿日元，占日

本企业研发经费总额 12.69 万亿日元的 67%。研发

投入聚焦到其优势产业，进一步保持和加强了一批

国际知名企业的基础研究力量和技术创新能力，如

索尼、松下、丰田、本田、三菱、日产、日立、富

士通、NTT、住友、东芝、京瓷、信越化工、神户

制钢等。以下，重点研究分析日立集团的技术创新

体系及基础研究实例。

日立制作所（Hitachi, Ltd.）是日本有着 100 多

年历史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也是被列入“2014

全球创新企业 / 机构百强”名单 [1] 中的世界创新百

强企业之一（从 2011 年这项世界排名设立开始，

已经连续四年被列入该排名）。日立这样一个在日

本国内和海外拥有庞大的企业群的企业集团，这样

一个百年老店，为什么能够一直保持创新与活力，

重要原因就是企业树立了“开发一流的自主技术与

产品奉献社会”的企业理念，重视建设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完整的创新体系，具有明确的

研究开发战略，并能有效组织实施。

3.1    日立集团的研发领域及基础研究投入

以日立制作所为核心的日立集团，其业务范围

远超出大家熟悉的日立的家电产品领域，在核能、

可再生能源及电力装备，医疗器械、建筑建设机

械、水处理装备、信息技术装备、交通技术装备、

防御系统装备等众多领域，都具有世界一流的技术

水平和较大的市场份额。日立集团 2013 年度销售

额达到 9.616 万亿日元、销售利润 5 328 亿日元，

到 2014 年 3 月底的员工数 32 万人、总资产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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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日立集团研发体系结构

万亿日元 [6]。

日立集团 2013 年度研究开发费总额为 3 514

亿日元，其中研发经费前五位的领域分别是信息通

信系统、汽车（发动机控制、电驱动、自动驾驶、

车载信息）、电子产品、高性能材料及相关产品、

电力系统 [6]。从研究的性质来看，用于“开发研究”

的经费（由日立集团下属各公司出资）占 50%，

用于“应用研究”的经费（由日立集团下属各公司

出资）占 20%。这两块经费主要用于支撑日立集

团的现有主力产品事业的扩大、成长，并开发日立

集团 3 ～ 5 年内将要投产的下一代产品。

而在日立 2013 年度研发经费中，用于“基础

研究”的经费（由日立集团统筹）占 30%，主要

用于支撑日立集团的中长期事业，目标是在那些

10 ～ 20 年以后能形成日立公司新的产品事业的领

域，进行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在 2013 年日立基础

研究经费中，有 5% 是用于和“服务”相关的基础

研究，预计到 2015 年则会有 15% 用于和“服务”

相关的基础研究 [7]。从这里可以看出日立集团结合

信息技术、大数据等，进行“社会（服务）基础设

施”技术创新的动向。

3.2    日立集团的研发体系及基础研究核心单位

日立集团的研究开发体系由董事会、会长、社

长直接领导，并经由日立集团的“经营会议”、“集

团战略会议”，形成对整个研发体系的战略规划、

要求及任务分工。“研究开发集团”由日立制作所

的 CTO 兼任集团长，在“知识产权本部”的协助下，

直接管理研发集团下面的“技术战略室”、“中央研

究所”、“日立研究所”、“横滨研究所”、“设计本部”

及各“海外研究据点”。研发集团以基础研究和应

用研究为主；而日立集团下属各公司或事业部，均

设有“开发中心”、“开发、设计部”等研究机构，

以开发研究为主。在日立研发集团中，从事基础研

究的核心机构就是日立的“中央研究所”。见图 4。

日立是较早从事基础研究的企业之一。做电机

起家的日立公司成立于 1910 年，发展到 1939 年，

公司设立日立研究所，之后又在 1942 年设立了日

立中央研究所。按照日立创业社长小平浪平的理念

“在研究 10 年、20 年后技术的同时，兼顾现实课

题的解决”，日立公司将其中央研究所定位于基础

研究，并要求其与以产业化为目标的应用和开发研

究相结合。日立中央研究所目前的研究开发活动，

主要集中在“生命健康”、“信息技术”、“电力电

子”、“未来科学疆土拓展”等领域。

日立集团不仅在内部设立中央研究所，开展深

入的基础研究，同时还非常重视参加政府组织的各

类产学研合作项目，重视与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

的联合，开展以基础研究为主的民间务实合作。到

2013 年，日立集团与 80 多家海外大学研究机构、

250 多家日本国内的大学研究机构建立了产学研合

作关系 [8]。日立集团与大学研究机构合作研究的体

制见图 5。

设计本部

日立研究所

技术战略室

知识产权本部

经营会议

     董事长
会长、社长

集团战略会议

研究开发集团 下属公司（事业部）

中央研究所

横滨研究所 开发或设计部

开发中心

海外研究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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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5 年开始，日立一直在实施海外研究人

员招聘制度（HIVIPS(Hitachi Research Visit Programs），

进一步加深了日立集团在基础研究领域与国外的联

系和同步。下一步，日立集团还将进一步扩充海外

研究据点，推进现场紧密结合型的各类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

3.3    日立集团代表性基础研究成果

在 1942 年开始介入基础研究之后，日立中央

研究所先后于 1942 年、1952 年、1956 年，完成了“以

电子显微镜为起点的测量技术”、“以半导体研究为

起点的电子技术”、“以计算机为起点的信息技术”

这三大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并不断融合发展，为其

后日立在能源、半导体、计算机、通讯等行业大型

全新事业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到现在，日立中央研究所以已发展到近千人，

一方面在生命健康、信息、电力电子等科学技术领

域，开展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无缝衔接的研发活

动，不断创新，支撑日立集团现有事业的发展；另

一方面则在众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开展深

入的基础研究活动，努力实现革命性的创新，以领

导未来。

近年日立中央研究所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一是

在“脑科学应用”领域，独自开发了利用人脑近红

外线三维造型检测，安全观察人的行为活动的尖端

技术，并将其用于新的脑疾病诊断、保健、教育等

领域；二是在“机器人”领域，从 1972 年发布日

本第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以来，持续创新不断产生

新的技术，一直保持了国家机器人开发先锋的地位，

技术实用于日立的各类系统、装备和产品上；三是

在“信息安全”领域，以社会安全、便利为目标，

开发了大量事故处理、生物识别、信息加密技术，

公共服务系统、银行系统技术，智能设备基础技术

等；四是在“量子测量”领域，取得了“利用全息

显微技术观察高温超导体重磁束变动”、“利用大型

高能光源的 X 线显微技术”以及“利用相位 X 射

线成像技术观察癌等软细胞组织”等成果。

其中，日立中央研究所完成的“能观察原子结

构的 3D 全息显微镜”项目，就是日立公司依靠自

身在电子显微镜测量技术的基础，积极承担国家产

学研结合项目完成的。该项目由日本文部科学省，

通过其下属的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在“最先

端研究开发支持计划（FIRST）”中立项。项目国

拨款总经费 50 亿日元，从 2009 年开始实施，到

2013 年完成 [9]。该项目研究，通过 1.2MV 高压发

生装置发出的电子射线，对原子层级的微观结构实

现 3D 全息观察，取得了良好结果。项目组织结构

如图 6。

图 5  日立集团与大学研究机构开展共同研究的体制 [8]

4    总结与启示

（1） 基础研究是长期积累、偶发成功的原始创

新过程，是整个技术创新流程中最上游的必不可少

的阶段。重大技术创新往往有基础研究的成果在里

面。

（2） 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专利等知识产权

密切相关。世界创新百强企业，要么是其自身具有

较强基础研究能力，要么是其有良好机制，能够吸

纳外部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成果。

（3） 基础研究需要有雄厚的资金和良好的机

制，才能有所斩获。国家在通过政策、项目调配相

关资源，组织基础研究中能发挥关键作用；企业介

入基础研究要量力而行，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切入技

图 6  3D 全息显微镜项目组织结构

日立制作所

核心研究者：外村 彰

研究助理：长我部 信行

理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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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ST 冲绳
科学技术大
学院大学

共同事业机关 共同事业机关
共同事业机关

2009-2012 期间
预备应用实验

研究支持
( 项目管理 )

研究支持 ( 管理 )
单位

◆本体开发
◆关键零部件开发

日立中央研究所规化室
FIRST 支持项目

◆采取多样的合作机制；◆能够相互利用对方所有研发资源；
◆实现各自的合作目标。

大学（内设的产学全作推进机构） 日立集团

营业部门附设研究所
大型共同研究推

进（合作资金）；

研究交流项目；

人才培养项目等

研究中心

研究生院

院系学部

产品研究

教育 技术

事业部门

开发部门

研究部门

日立制作所研究开发集团
开放创新推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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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的不同阶段，如下游（开发研究）、中游（应

用研究）或上游（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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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in Japan’s Large Enterprises 

ZHEN  Zi-jian

（High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the R&D strategy of Japanese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period of post-war, 
and analyzes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situation in well-known Japanese enterprises. The basic conclusion is 
that Japanese big enterprises not onl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but through long-term 
exploration, has formed a unique system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llaboration between enterprise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he outside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lso summarizes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investment by Japanese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respectively,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projects carried out by Japanese large enterprises, 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s tendency of direct or 
indirect support for the enterprise fundamental research. 

Key words: Japan；enterprise；fundamental research；original innovation；central research insititut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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