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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日本的支柱产业。本文通过文献调查与

统计分析相结合，从信息产业规模、信息产业结构、信息产业劳动力三方面对日本信息产业的发展现

状进行分析，讨论推进日本信息产业发展的因素，从而为我国信息产业未来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Japanese government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develop its information industry, which has been 

become a pillar industry in Japa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in 

Japan through literature surve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industrial sca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The factors tha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information 

industry was also discuss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form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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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信息化背景的驱动下，信息产业已

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信息产业是提

高人类信息处理能力，促进社会循环而形成的

由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商品化产业构成的产业

群，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及信息产品化 [1]，是知

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高渗透、高投入、

增值率高、效益率高的特点 [2]。日本作为世界

信息大国，其信息化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信息产业发展尤为突出。以 FinTech、分享

经济、可穿戴设备、机器人服务等为象征的物

联网时代新服务正为日本带来前所未有的价值

创造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升。目前，日本

将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广泛应用于医疗保健、

教育、交通、预防犯罪、防灾减灾等领域。分

析日本信息产业发展现状，探讨推进日本信息

产业发展的因素，其成功经验对我国信息产业

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了全面了解与借鉴日本信息产业发展的

先进经验，本文通过文献调查与统计分析相结

合，系统考察与分析了日本信息产业的发展情

况，以期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1  日本信息产业发展现状

本文主要基于日本信息通信白皮书、ICT

经济分析相关调查等报告中的相关数据，从信

息产业规模、信息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力三方面

分析了日本信息产业的发展现状。

1.1　信息产业规模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信息产业开始逐渐

成为日本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如图 1 所示，

1995 至 2014 年 期 间， 日 本 信 息 产 业 的 实 际

GDP 由 27.4 万亿日元增加到 51.1 万亿日元，

年平均增长率为 3.3%，整体呈现增长态势。

1995 至 2008 年期间，信息产业迅速增长，实

际 GDP 呈持续增长态势；受雷曼冲击的影响，

2009 年信息产业实际 GDP 降低；2010 年显著

回升，之后开始较为稳定并基本持平发展。相

比之下，日本其他产业部门呈现下降态势或发

展停滞状态。2014 年，日本信息产业的实际

GDP 占全产业的 10.8%，是日本产业规模最大

的部门 [3]。

图1　1995-2014年日本各产业实际GDP变化情况（按2005年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日本総務省.情報通信白書平成2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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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突出，纵

观 1995-1998 年、1998-2001 年、2001-2004 年、

2004-2007 年、2007-2010 年、2010-2014 年 六

个时段，日本信息产业对日本实际 GDP 增长的

贡献率始终保持在正值水平（如表 1 所示）。

即使在 2007-2010 年金融危机期间，日本实际

GDP 以 -1.40% 的增长率负增长，其他产业对其

贡献率低至 -1.48%，而信息产业也仍然保持了

0.08% 的贡献率。由此可见，信息产业成为日

本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表1　日本信息产业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率（按2005年价格计算）

年度 信息产业对实际 GDP 增长的贡献率 其他产业对实际 GDP 增长的贡献率 日本实际 GDP 增长率

1995-1998 0.39% 0.17% 0.56%

1998-2001 0.38% 0.15% 0.53%

2001-2004 0.24% 0.28% 0.52%

2004-2007 0.51% 0.79% 1.30%

2007-2010 0.08% -1.48% -1.40%

2010-2014 0.05% -0.01% 0.04%

数据来源：日本総務省 .ICT の経済分析に関する調査（平成 28 年）

1.2　信息产业结构

根据《日本信息通信白皮书》显示，日本

信息产业分为通讯业、广播电视业、信息服务

业、互联网相关服务业、音像、图文信息制作

业、信息通信设备制造业、信息通信先关服务

业、信息通信设施建设业、研究开发九大部门，

共 29 个子项 [3]。

在产业总量方面，2014 年，日本通信业实

际 GDP 为 11.2 万亿日元，信息服务业为 10.4

万亿日元，信息通信相关服务业为 9.8 万亿日元，

研究开发为 8.5 万亿日元，信息通信设备制造

业为 5.2 万亿日元，互联网相关服务业为 1.5 万

亿日元等 [3]。

在产业增长方面，由图 2 可以看出，近年

来信息产业各部门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日本信

息产业增加值中，通信业所占比例最大，信息

服务业、信息通信相关服务业次之，是日本信

息产业中最大的三个部门；研究开发所占比例

较大，2005 年后趋于稳定；信息通信设备制造

业的比例先增大后减小；互联网相关服务业的

比重较小，但发展势头良好；而音像、图文信

息制作业所占比例逐年减小，广播电视业的比

例基本保持不变，信息通信设施建设业所占比

例最小，这些产业发展缓慢或衰退。

1.3　信息产业劳动力

从 变 化 趋 势 上 看，1995-2004 年， 日 本

信息产业从业人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2005-2014 年，日本信息产业从业人数呈现增

长态势，由 2005 年的 362.3 万人增长到 2014

年的 412.4 万人，但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如图

3 所示）。从从业人数占信息产业各部门的比

重方面看，信息服务业从业人数所占比例最

大；信息通信设备制造业就业人员的比例逐

年下降，从业人数大幅度减少；而互联网相

关服务业从业人数的比例逐年增长，从业人

数增长幅度较大；其他部门从业人数的比例

大致保持不变。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inForM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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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5-2014年日本信息产业中各部门实际GDP占比

数据来源：日本総務省 . 情報通信白書平成 28 年版

图3　1995-2014年日本信息产业中各部门从业人数情况

数据来源：日本総務省 . 情報通信白書平成 2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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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近年来日本信息产业在产业规

模和劳动力方面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发展

态势良好，对日本经济的实际 GDP 增长率贡献

突出。在产业结构方面，通信业、信息服务业、

信息通信相关服务业、研究开发等发展能力较

强，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信息通信设备制造

业发展趋于稳定；互联网相关服务业具有一定

发展潜力；而广播电视业、音像、图文信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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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信息通信设备建设业发展均较为落后。

2　推进日本信息产业发展的因素

作为信息产业强国，日本的一些成熟经验

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政府战略举

措、信息化投资、创新驱动、人才培养等方面

讨论其对日本信息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2.1　政府战略举措

日本信息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起着重要作

用，政府主要从宏观上把握信息产业发展的趋

势，制定国家信息产业战略，颁布信息产业政

策，并直接运用到信息产业运行的全过程，包

括产业目标确立、产业组织协调、产业保护策

略实施和产业国际化等，为信息产业的发展提

供全方位保证 [4]。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相

继制定并实施了 “e-Japan 战略 ”（2002 年 8 月）、

“IT 新改革战略 ”（2006 年 1 月）、“u-Japan 战略 ”

（2008 年 9 月）、“ 面向数字新时代的新战略 ”

（2009 年 4 月）、“i-Japan 战 略 2015”（2009

年 7 月）、“Active Japan ITC 战略 ”（2012 年

10 月）、“ 新 IT 战 略 —— 创 建 最 尖 端 IT 国

家宣言 ”（2013 年 6 月）、“ 日本再兴战略 ”（2013

年 6 月 ）、“smart-Japan ICT 战 略 ”（2014 年

6 月）等信息产业战略 [5-9]。这些战略及相应政

策的实施为日本信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

政策环境，保持了日本信息产业在世界上的优

势地位。同时，日本政府也重视与外国政府合

作，提出国际合作研究战略。可以说，日本信

息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在日本政府主导下发展

起来的。

2.2　信息化投资

信息产业的知识型与技术密集型决定其需

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日本政府为实施 IT 立国战

略、建设世界最先进的信息社会，不仅利用税

收优惠、资金扶持等政策鼓励企业的信息化投

资，而且以电子政府为目标，努力扩大了政府

信息化投资 [10]。近年来，以电信设备、计算机

与周边设备、软件为主要内容的信息化投资规

模不断扩大，呈持续增加的趋势，信息化投资

占民间企业设备投资总额的比率也日趋提高。

2014 年，日本民间企业信息化投资为 16.6 万亿

日元，比 2013 年增长 1.6%，占民间企业设备

投资的比率为 23.4，其中软件投资最多，达 8.1

万亿日元 [11]。迅速增加的信息化投资大力促进

了日本信息化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日本信息产

业的发展。

2.3　技术创新

研究开发费用占 GDP 的比率，是从国家层面

上来衡量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12]。

日本始终积极推进研究开发工作，重视信息技

术的引进和开发。根据《2015 年科学技术研究

调查》显示，2014 年，日本科学技术研究开发

费用总额达 18.97 万亿日元（企业、非营利组

织与公共机构、大学等研究费用合计），占日

本实际 GDP 比率为 3.99%。其中，企业研发费

用总额最多，为 13.59 万亿日元，而信息产业

研发费用为 4.49 万亿日元，占企业研发费用总

额比率为 29.8%[13]。在日本政府重点推进的四

大科技领域（信息通信、生命科学、环境及纳

米技术与材料）的研究开发中，信息通信研究

开发投入仅次于生命科学，位列第二。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inForM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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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ICT 市场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根据国

际标准与全球需求进行研发的发展需求进一步

加大。日本为提高研发创新成果，实施国际合

作研发战略，越过基础研究，以先进技术引进

为主，可以说，日本大部分的信息技术都是引

进的，之后加以吸收、改良和创新，以此提高

日本的信息技术水平。2012 年 5 月，日本总务

省与欧盟委员会开展国际合作研究，联合日本

与欧洲的大学、企业等研究机构共同为信息技

术研发提案及提供资金支持。2013 年，日本与

欧盟联合提出了光通信、无线通信、信息安全

三项议题，2014 年又增加了大数据、光通信两

项议题，2015 年新增了 5G、ICT 机器人两项议

题。

2.4　信息人才

高素质的人才资源是发展信息产业不可缺

少的要素之一，日本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及国际

合作，培养和引进了大批信息人才，为信息产

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日本研究人员（企业、非营利组织与公共机构、

大学等研究人员合计）总数为 86.69 万人。其中，

企业研究人员为 50.46 万人，约占 60％，而信

息产业相关研究人员为 18.27 万人，占企业研

究人员的比率为 36.1%[3]。此外，日本促进科

研人员的国际交流。日本国家信息通信研究院

（NICT），其主要职责是研究先进的通信与广

播领域，分享最新技术和研究信息，开发、改

善现有人力资源。为了增强日本信息通信的研

发能力，NICT 实施国际交流计划，开展日本与

国际合作项目，如日本科研院所支持为海外通

信和广播技术研究人员开展相关科学启蒙活动，

促进了日本与世界各国研究人员的国际交流。

3　对中国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取得了很大成就，

实力不断增强，但与信息产业强国相比，我国

信息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借鉴日本信

息产业成功发展经验，有利于促进我国信息产

业的未来发展。

（1）加强政府对信息产业发展的整体规划

和引导。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基础

比较薄弱，市场经济体制及风险投资机制仍有

待完善，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信息产业内部

发展也不平衡 [4]。因此，我国应更加注重发挥

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强政府对信息产业的

引导和支持。为此，政府除制定信息产业战略

发展规划外，还应该建立完善的信息产业政策

体系，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建立健全信

息产业政策管理机构，着力营造支持信息产业

发展的政策环境，包括财政拨款、税收、法制

环境等，充分发挥政策扶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的作用。同时，还应该保证政策的贯彻实施与

调整修订，并完善信息产业监管体系。

（2）确定和培育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加

速促进产业结构软化。日本通过不断制定信息

产业国家战略、颁布信息产业政策法规、对日

本 IT 大力投入等一系列举措，已把信息产业确

定为本国的主导产业。日本信息产业关联性强、

发展潜力大，相比其他产业，其附加值诱发额

和雇佣诱发额均较高，对日本经济波及效应显

著。有鉴于此，我国可以选择电子信息产品制

造业、信息服务业、电子商务等优势产业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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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主导产业，加大对信息产业的投入力度，

通过税收优惠、资金扶持等政策扶持具有发展

潜力的企业。此外，重视信息产业的劳动力情

况。在我国，制造类信息产业从业人数多，而

技术密集型信息产业与服务型信息产业从业人

员增长速度快。为此，我国可以对信息产业现

有劳动力加强培训，引导其向技术型、知识型、

服务型发展，以不断满足信息产业劳动力需求，

提升我国信息产业劳动力的总体水平。

（3）重视技术引进开发与人才培养，提高

创新能力。借鉴日本经验，首先，我国也可以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与大学、

研究机构合作，官产学研一体的信息产业研发

机制，有效整合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

各自的优势，合理配置信息资源与创新资源。

其次，增加信息产业研发投入，平衡好技术引

进与自主研发。一方面，学习日本成功经验，

开展信息产业国际合作计划，大力引进世界先

进信息技术，加以消化、吸收和创新，以便在

短期内缩短我国与信息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另一方面，吸取日本教训，应该在重视先进技

术引进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基础研究，以此进

行自主研发、不断提高技术创新，支撑信息产

业的长期持续发展。再次，努力建设优秀的信

息人才队伍，政府应从战略高度重视信息人才

的培养，引导企业、教育、研究机构等开展多

层次的人才培训及教育工作，并完善奖惩制度、

推行信息产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制度等，促进

信息人才国际合作交流，鼓励创新，为信息产

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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