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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由李毅著的《日本制造业演进的创新经济学分析——对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的一种新认识》在系
统、全面地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日本制造业演
进的历史观察与分析，对技术和组织创新的实质与作用进行分析，阐述了产业创新复杂系统的结构特
征和演进规律。
在日本制造业的演进、技术和组织创新以及产业创新系统的结构特征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立的
观点和见解，是近年来相关领域中少见的研究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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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毅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研究中心主任。
曾任世界经济史研究室、发达国家经济研究室主任。
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外国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主要专业领域为经济史和以日本为中心的发达国家产业经济问题。
参加和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院所级重点课题，在国内核心期刊及国外学术杂志上发表学
术论文数十篇。
主要学术代表作有：《组织创新为什么重要：对日本制造业组织结构演进的一种演化经济学解释》、
《日本工业发展模式及其经济转型》、《跨时代的企业竞争力：日本企业经营机制的微观探析》、《
日本裂造業の自主凳展遇程にぉけゐ技術ィノベ一ショソの研究：經濟史かぅの啓示》，以及译著《
中国农业的结构与ぉ变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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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连续性创新对日本制造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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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非均衡的开放的产业创新系统研究
  第十一章  制造业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创新系统
  第十三章  制造业的产业创新系统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生态系统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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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战后创新网络发展方面的重要影响因素　　战后日本工业创新网络的发展变化内容丰富，极具
经济史研究的价值。
因我们对日本现代网络发展状况的认识，是从对它的现代网络演进背景的了解开始的，如果将这种背
景视作现代网络运行和发展的大环境，那么，从演化经济理论的视角来看，战后现代网络的演进则是
这种环境选择的结果。
了解和把握这种历史环境，是认识战后工业创新网络发展与变化的重要环节。
战后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条件，对日本制造业创新网络的演进有两个方面的突出影响。
一个是战后初期进行的民主改革，对创新网络方向和功能调整产生的影响。
在三大民主改革酝酿和展开的同时，1946年，由外务省授权的一份“日本经济再建的基本问题”的报
告，明确地指出民主与科技进步两者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即“没有民主很难取得技术进步，同样，
没有科技进步也不会获得真正的经济上的民主”①。
当时广泛的民主化改革的浪潮，推动着日本的科技创新目标向提高大众生活质量方面转变，也推动着
战时所强力推行的承包制一类网络组织的建设向提高经济增长的竞争力方向转移。
同时，解散财阀中施行的改革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的网络运营力量的重新配置提供了有利条件
。
另一个突出的影响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目标模式对创新网络建设形成的潜在影响和制约
。
从战后日本经济恢复开始到其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的经济转型，日本先后经历了追赶型发展模式到协
调型发展模式的目标模式转变，相应的它的工业创新网络的建设和发展，也在形式和特征上被深深地
打上了目标模式的烙印。
后一点正是我们特别关心和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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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创新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重大议题。
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企业层面，而将产业创新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讨论的并不很多。
新的关注点，往往会带给人们新的认知。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　　　　演化
经济理论的内核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论、西蒙的人类组织行为理论和熊彼特
的创新理论。
作者用这一新兴的迷人的理论工具开启了一扇窗，导引人们饶有兴致地饱览了日本制造业演进的历史
画卷。
在经济史学界，这实在是一项令人耳目一新的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该著给人的启示是：经济系统的演化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从一国产业发展的长期来考察，创新不仅
是原动力，而且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和决定创新方向与速率的组织的演化是一种动态的选择；创
新主体与相关因素的互动，使产业创新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系统的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状态；而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不是无所作为的，它可以通过国家创新系统的辅助性构建，去实现一国的长期增
长。
　　——中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车维汉　　　　本书在系统
、全面地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日本制造业演进
的历史观察与分析，对技术和组织创新的实质与作用进行分析，阐述了产业创新复杂系统的结构特征
和演进规律。
在日本制造业的演进、技术和组织创新以及产业创新系统的结构特征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立的
观点和见解，是近年来相关领域中少见的研究力作。
　　——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辽宁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韩毅　　　　本书通过对近代以来日本制造
业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产业创新系统的历史文化研究，揭示了技术创新一定是带有民族特色，符合
本国经济发展实际，符合历史传统和国情特点的渐进式创新。
本书从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视角，深刻分析了日本制造业强大的原因，对研究日本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
由于同为儒家文化体系的东方国家，本书对推动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也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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