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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汽车产业关联分析及 

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启示 
— — 在 日本大地震的背景下 

马 明 林秀梅 

[摘 要]汽车产业是日本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部门，对上、下游产业部门具有很强的拉动、推动作用。同时，日 

本汽车产业通过国际间产业关联影响着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日本大地震严重影响了受灾企业的生产恢复，这 

必将给中国企业带来机遇。中国企业要大胆“走出去”，走国际化道路，锤炼民族品牌，提高民族品牌的国际知名 

度；同时，政府也要对自主品牌给予税收支持、相关补贴和优惠政策，建立全球采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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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对日本国民经济相关产业部门具有很强的带动性，无论是钢铁、石油化工、塑料制品、橡 

胶制品等上游原材料产业部门，还是商业服务、金融保险、产品广告策划、法律咨询等下游服务产业部 

门，都与汽车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汽车产业一直是日本国内的核心产业部门之一。此外，日本 

汽车产业在世界汽车产业链条中处于支配地位，不仅汽车产量世界排名第二，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汽 

车出口国，且汽车零部件的出口掌握着世界汽车产业的命脉，美国、欧盟等汽车工业强国对 日本配套零 

部件的依赖性很强，可见，日本汽车产业通过国际间的产业关联影响着其他国家产业和经济的发展。 

2011年3月 11日，日本东北部宫城县以东太平洋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日本大部分汽 

车企业受地震灾害影响严重，丰田全部工厂停产；日产两个工厂停产；本田全国5个工厂停产。除了汽 

车整车厂外，日本最主要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都集中在这里，包括 日本著名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RIK- 

EN的 11家关联企业全部停产，而类似 RIKEN这样受损严重的企业，在此次灾难中数不胜数。这场灾 

难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汽车产业及日本经济，也如同“蝴蝶振翅”，让全球相关的产业蒙上了一层阴 

影。特别对于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市场的中国来说，影响程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选取日本投 

入产出表和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作为分析的数据来源，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从国内、国际两个角度 

对日本汽车产业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并在日本大地震的背景下，对中国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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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除了汽车产业，其他主要出口产业也都受到同样的影响，使得以出口为推动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 

日本经济遭遇了“寒冬”。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创伤”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地震海啸使El本汽车产 

业雪上加霜，国内的汽车生产完全瘫痪，零部件供应基本中断。这不仅是日本汽车产业的灾难，同时殃 

及了与汽车产业紧密联系的上下游产业部门，从而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扩散开来。 

二、日本汽车产业国内产业关联分析 

研究产业关联的主要方法是投入产出法。投入产出法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 ·列昂惕夫创立 

的。他于1936年发表了投入产出的第一篇论文《美国经济制度中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并于1941年 

发表了《美国经济结构，1919～1929)一书，详细地介绍了“投入产出分析”的基本内容。到1953年又 

出版了《美国经济结构研究》一书，进一步阐述了“投入产出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发展。投入产出法的 

主要内容包括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模型。通过编制投入产出表和模型，能够清晰地揭示国民经济各 

部门、产业结构之问的内在联系；特别是能够反映国民经济中各部门、各产业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 

与间接联系，以及各部门、各产业生产与分配使用、生产与消耗之间的平衡(均衡)关系。时至今 日，投 

入产出法依然是衡量经济体中不同部门之间相互关联的主要方法。 

本文选取最新的2005年①日本国内108个部门投入产出表作为数据来源，从产业关联性、波及性 

两个方面来分析日本汽车产业关联特征。 

(一)产业关联性 

直接消耗系数表明某产业单位产出对其他产业产品直接消耗的数量，体现产业部门之间的直接关 

联。日本汽车产业②直接消耗系数表明，与汽车产业发展直接关联最为密切的10个部门依次为汽车产 

业、商业、研究、塑料制品、钢材、公用电气设备、有色金属加工产品、橡胶产品、铸件和锻件、其他商业服 

务。其中大部分为制造业部门，但服务业部门的直接关联程度较高。 

除了直接关联外，间接关联关系更为普遍的存在于产业部门之间，体现为部门之间的问接消耗。 

例如，汽车的生产需要直接消耗电力，同时也需要直接消耗塑料制品、钢材等产品，而这些产品的生产 

也需要消耗电力。因此，通过塑料制品、钢材等对电力的直接消耗，形成了汽车产业对重工业(电力) 

的间接消耗。全部的间接消耗与直接消耗的和构成了完全消耗，这种完全消耗关系在国民经济各部门 

之间以及成千上万种产品之间都存在。完全消耗系数是这种直接、问接联系的全面反映，是指某部门 

产品i生产单位最终产品对另一部门产品i的完全消耗量。汽车产业完全消耗系数排在前十位的部门 

是汽车产业、商业、研究、钢材、塑料制品、其他商业服务、金融保险、钢铁、工业电气设备、电力。 

综上，除了与汽车产业 自身以及相关制造业部门关联程度较高外，日本汽车产业显示出与服务业 

部门关联数量的增加、程度增强的趋势，体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服务化水平高的特点。’ 

(二)产业波及性 

产业部门按照不同的产业关联方式存在于国民经济产业体系中 ，某一产业部门发生变化，引起与 

其直接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变化，导致与后者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其他产业部门的变化，依次传递，把局部 

的最初变动传送到经济体系的各个角落，这也就是产业的波及性。通常使用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 

来描述产业波及性。 

① 2005年日本投入产出表为最新。在短时期内，产业间的相对供应价格以及技术投入系数变化不大，因此对基于此表的分析仍 

能体现产业关联的诸多特征。 

② 对 108个部门投入产出表进行调整，把乘用车(057)、其他汽车产品(058)、汽车配件(059)三个部门合并为汽车产业，之后重 

新计算投入系数。此后部门分类做相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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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部门，要更加依赖日本产业为其提供中间投入。 

综上所述，H本产业的发展对中国中间需求拉力更大，而中国产业的发展对H本更具有依赖性。 

四、结论及 启 示 

(一)主要结论 

1．国内产业关联分析表明，日本汽车产业不仅与相关制造业部门关联程度较高，还体现了与商业 

服务、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部门高关联性的特点。此外，日本汽车产业对各产业部门的需求拉动力是部 

门平均水平的3．05倍，需求感应能力是部门平均水平的2．97倍。 

2．国际产业关联分析表明，中国产业整体发展并不是拉动H本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中国汽 

车产业是H本汽车产业在华的主要直接关联部门，是受到 日本汽车产业影响最大的中国产业。此外， 

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将会成为带动中国产业整体发展的重要力量。 

3．中间需求拉力分析表明，中国产业整体发展对日本汽车产业等部门的依赖程度，要大于H本产 

业整体发展对中国这些产业的依赖程度，体现了El本的相对优势。综合系数0．77表明，H本对中国产 

业的中间需求拉力更大，这些产业主要是农业、原材料、能源等初级产品供给部门。 

4．中间供给推力分析表明，H本对中国各产业的供给推动力显著大于中国对 日本的供给推力，说 

明以汽车产业为代表的大部分中国产业部门，要更加依赖H本产业为其提供中间投入。 

(二)灾难中的日本汽车产业给中国的启示 

基于以上结论，并在H本大地震的背景下，对我国产业发展，特别是汽车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思考， 

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坚决贯彻“自主研发，技术创新”方针，掌握核心技术环节。此次受灾最重的是 日本中部地区， 

除了汽车整车厂外，Et本最主要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都集中在这里，零部件供应的中断，就如同“蝴 

蝶振翅”一样，几乎使全球汽车制造链条瘫痪。中国汽车产业对 日本汽车零部件依赖程度极高，据统 

计，2010年中国汽车零部件总进口额为273．66亿美元，从 日本进口汽车零部件 109亿美元，占我国汽 

车零部件进口总额的39．9％，而且都是汽车发动机、传动系统等汽车制造核心零部件。此次地震再次 

“震醒”我们，自主创新、摆脱依赖才是“硬道理”。为此，汽车企业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首要目 

标，形成产品研发和科技创新机制，进行企业内部流程再造，使业务流程都以研发创新为主线。同时， 

充分发挥国内大学、科研机构的资源优势，逐渐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组织形式。此外，打破整车与 

零部件企业之问金字塔式的垂直一体化的组织结构，建立水平一体化的新型组织结构，冲破整车与零 

部件企业之问的信息壁垒，使整车企业的技术改进水平传递，不仅一级零部件供应商能够看到，二级、 

三级零部件供应商都可以第一时间做出生产调整，并且还有助于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共同研发，发挥分 

工协作优势。此外，要加大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投资力度，通过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 

再创新，l4j真正摆脱技术依赖，实现核心技术的“独立自主”。 

2．抓住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实现我国汽车产业的良l生循环。日本汽车产业海外生产开始于上个 

世纪 90年代，当时受到国内汽车产品需求下降的影响以及贸易摩擦制约了产品出口，L5 J各汽车企业 

纷纷在国外建立生产基地，从而开始了H本汽车产业的全球布局及产业转移。此外，由于H本国内自 

然资源的匮乏以及高端人才的短缺，同样促使 日本汽车企业向更具优势国家的产业转移。但由于汽车 

整车生产海外转移速度快于零部件的转移速度，因此海外整车生产所需零部件大部分均来自日本国内 

零部件制造商。这次地震必将加快 日本国内零部件制造商产业转移的步伐，我国整车及零部件企业一 

定要做好承接 日本汽车产业转移的准备，打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供优惠的条件，放松对生产要素的各 

项行政管理制度，为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同时，加强跨国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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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政府应采取各种手段鼓励 日本汽车企业向我国转移关键技术，促使投资设厂转变为在华设立研发 

机构，我国汽车企业要增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加大对技术消化吸收的投入，_oj尽早实现“消 

化一吸收一创新”的良性循环。 

3．提高汽车产业的集中度，增强汽车产业的产业配套能力。 j受到地震影响严重的宫城、岩手、枥 

木等日本东北部城市集聚了多家汽车厂家和零部件供应商，地震发生后，八大汽车厂商——丰田、日 

产、本田、铃木、马自达、三菱、大发、富土重工等，皆因断电或零部件供应不上而停工。 J不难看出，日 

本汽车产业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而我国汽车企业的集中度到目前为止仍然不是很高，小而 

散的现状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变。要提高我国汽车产业的竞争力，就需要形成一个或几个国际级规模的 

大型汽车集团。正如《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指出：积极推动产业组织结构调整，通过兼并重组， 

形成 2～3家产销规模超过200万辆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形成规模优势。对于零部件企业，应该引导 

其不断扩大产业的整体规模，以满足整车产能提升的要求。同时，借鉴Et本一级、二级、三级的零部件 

供应体系，来提高与整车的配套水平。鼓励国内大型的零部件企业抓住机遇吸纳全球范围内的优质资 

本，形成国际型的零部件企业集团；对于中小型零部件企业，引导其形成产业集群，不仅仅是地域上的 

集聚，更要在资金、技术、人才等软环境上形成资源共享的平台，鼓励集群内的竞争与合作，通过兼并重 

组、优胜劣汰等机制，打造一批具有良好发展潜质的中小型配套企业。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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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ociation Analysis of Japan s Auto Industry and 

the Enlightenments to China s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Background of Japan s Earthquake 

MA Ming LIN Xiu—mei 

Abstract：Auto industry，being the core of Japan~national economy，has strong pull and push effects on different industrial sectors．Meanwhile， 

Japan~auto industry also affect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ther countries throuIg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association．This paper applies input 

and output theory，analyzes the association of Japan~auto industry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and discusses China~industrial de— 

velopment in the background of Japan~earthquake． 

Key W ords：auto industry；industry association；input and output analysis；Japan~earthqua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