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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府和企业对自主技术的高度重视，是日本技术创新机制的特点。
自主技术，在国家这个政治形式依然存在的世界上，就意味着获得了技术领域的主权和自由。
尽管技术的主权，与土地、海洋和天空的主权有很大的区别，但在不受任何外力制约、自由使用这个
意义上，它们有着共同之处。
同时，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覆盖面越来越广的今天，自主技术也是企业在公正竞争中获胜的必要手段
。

　　本书从政府和企业层面对日本技术创新机制进行了介绍和评析，内容包括日本从技术引进向技术
输出演变的历史进程、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技术战略图的内容与使用、国家研究开发经
费的分配与管理、国家项目的评价机制、企业研究开发的现状与危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管
理技术创新、技术人才培养政策、构建合作创新的集群政策。
《日本的技术创新机制》阐述的自主创新政策方法、企业实践经验，可供政府及企业人士、研究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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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湘丽，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技能形成、人力资源管理及政策、中日创新政策比较方面的研究。
著有《企业的诚信危机》、《日本技术战略图的分析与启示》、《日本的知识集群与产业集群政策》
等专著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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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进程设想材料领域的“进程设想”由图和文字说明构成。
图3-1中概括了材料的技术开发目标、民营企业、研究开发项目的实施、相关措施的实施等内容。
对国外材料领域的现状，用文字进行了说明。
1.材料领域的目标材料领域的目标，一是促进能为信息通信、生命科学、环境、能源等领域做出贡献
的高性能材料的开发和实际应用，增大占据世界市场份额首位的高性能材料的产出，进一步增强日本
工业竞争力。
二是要在打破稀有金属的资源制约、解决实现超高水平节省能源等社会课题方面有所贡献。
　　《制造白皮书》指出，日本材料产业有着高水平的竞争力，向全世界的终端产品企业提供着高附
加价值的材料。
今后，为了构筑能在世界上获胜的尖端产业集群，要求进一步强化成为信息通信、汽车、燃料电池等
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基石性的、关键装置用的创新型材料的研究开发。
　　“进程设想”还指出，未来很多产品都需要依靠创新型材料。
例如：搭载在汽车、电脑、携带式电话上的燃料电池所需要的材料。
高性能燃料电池的制造，要依靠电解质膜、触媒、电极、隔板等材料。
蓄电池自行车、各种电动汽车的充电电池、驱动材料。
以锂离子电池为代表的高密度、高充放电性、安全的充电电池，需要电极用无机材料、电解质、隔板
等材料的开发。
同时，为了使驱动用马达实现高输出化、小型化、轻量化，需要开发高性能的磁性材料。
发电厂的超电导送电电缆。
要制造高温超电导体的线材，需要临界电流密度大、超电导形成的临界温度高、容易加工的材料。
柔性显示器、着装型电子装置。
这些产品需要柔软、具有良好的光学特性以及半导体特性、发光性能的显示用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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