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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城市建设
———东京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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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 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上海　２０００２０）

　　摘要：新的全球化环境下创新已成为城市的主要 职 能 或 功 能，以 往 的 世 界 城 市 纽 约、伦 敦、东 京、新 加 坡、首 尔

等纷纷在城市２０３０年、２０５０年长远发展战略中提出建设具有高度创新能力的世界创新城市，显示了世界城市未来

发展趋势。以东京为例考察东京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建设及其战略支撑，为国内创新城市建设及创新城市全球创新

网络节点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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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城市是近年来伴随研发全球

化而出现的新话题，是创新城市建设基础上的进一

步发展。进入２１世纪在创新成为新的生产力形势

下东京重新定位其城市发展，明确了东京国际商务

创新基地的发展目标。对此为加快创新要素集聚，
增强创新活力，东京从国家到地方制定了一系列促

进其成为全球创新网络节点的政策与措施。这些政

策与措施相互配合，在东京创新城市建设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１　东京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建设的顶层设计

１．１　国家层面

在东京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建设中国家层面从法

律、制度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保障与支持。
其中明确了以国际商务创新基地为目标的东京全球

创新网络节点建设，制定了《亚洲基地特别促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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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专属设立建设了国家战略特区等。
１．１．１　制度建设　２０１２年８月日本中央政府颁布

《亚洲基地特别促进法》。该法是上世纪９０年代泡

沫经济之后，以及日本进入２０００年后经济社会发展

方针的重大调整，是应对国际方面经济全球化和环

境问题，以及国内方面高龄少子化和城市安全等问

题的重点举措，因此该法被视为是日本新的成长战

略。图１是《亚洲基地特别措施法》的愿景结构，《亚
洲基地特别措施法》的核心是希望通过国家层面支

持国际跨国公司在日本国内开展创新活动，促进形

成日本研发创新新局面，进而带动日本国内市场，带
动产业发展。

图１　《亚洲基地特别措施法》愿景结构〔１〕

《亚洲基地特别促进法》明确了鼓励创新促进国

际跨国公司开展研发业务和总部业务的优惠政策措

施（见表１），以 及 相 关 项 目 的 认 定 标 准 和 申 请 程 序

等（见表２）。根据《亚洲基地特别促进法》凡符合该

法律认定标 准 的 申 请 项 目 均 可 以 享 受 法 人 税 收 优

惠、专利费用减免、资金补助、特设专项费用减免，以
及投资手续 和 在 留 资 格 认 证 便 利 化 等 政 府 的 政 策

优惠〔２〕。
表１　《亚洲基地特别促进法》援助政策

①所得税政策：对外资企业母公司给与新股发行权可以享受股票

证券相关的特殊税收政策。

②投资手续：将外汇兑换以及国际贸易法中规定的外项目申请与

实际投资许可的相关法规的３０天，缩短为２周。

③资金调配援助：通过中 小 企 业 投 资 培 育 株 式 会 社，开 展 针 对 中

小企业资本金在３亿日元以上中小企业的资金调配援助。

④专利费减免：对中小企业认定的研发项目成果相关发明的专利

费用予以特殊政策。

⑤专利申请审查（特许法的改进）：认定项目研发成果特许申请实

行早期申请制度，以往申请为２２．２个月，推行的早期申请时间为

１．９个月。

⑥在留资格签证审查快速化（入国法的改进）：批准项目的企业海

外人员就职入国手续（再 留 资 格 证 书），的 快 速 审 查 制，以 往 一 个

月时间改为１０个工作日。

资料来源：特定多国籍企業による研究開発事業等の促進に

関する特別措置法

表２　《亚洲基地特别促进法》项目认定条例

跨国公司 （１）企业或子公司在所在国之外设立有分支结构（２）具有国际规模的业务活动（３）在日本以外国家有较强的技术支撑

国内
相关企业

日本国内企业没有特定跨国公司子公司从事相关的研究业务和总部业务

支持项目

（１）为开展创新业务和实施总部业务而设立的公司项目
（２）法律发布后企业确定的相关研究项目和总部业务项目
（３）通过收买国内企业形成的项目不在认定之内
（４）执行相关研究项目以及相关总部项目的企业

认定
分类

研发项目计划认定内容 总部业务认定内容

内容
认定

（１）新立项的，确定有助于国家产业高度化提升的研发项目
（２）试验费用和研发费用合计，年度项目经费超出一亿日元的项目

（１）设立资本金在一亿日元以上的企业，
（２）跨国企业或其母公司向日本国内企业追加项目经费５
亿日元（计划 实 施 期３年 不 足４年 的 经 费 为３亿 日 元，
４－５年的为４亿日元）。

从业
者数
量认

定

（３）相关项目的日常从业人员１０人以上，项目执行期的最后阶段人
数要求达到２５人，（实施期在３年以上４年以下人员要求１５人，超
过４年不满５年的人员要求达到２０人）

（３）长期 员 工 人 数 要 求 在１０人，执 行 期 最 后 阶 段 为１８
人，（３－４年期间人员为１４人，４－５年期，人员为１６人）

从业
者相
关认

定

（４）雇佣外国人，外国人再留资格完备
（５）雇佣的外籍人士全员是具备能够创造附加价值的人才

（６）从跨国公司或其子公司有一人半年驻在的代表
（６）项目人员年 工 资 总 计 预 算 为７０００万 日 元，执 行 期 最
终年度壹亿叁仟万元（执行在３－４年 一 亿 日 元，４－５年
的为１亿１０００万日元）

其他
认定

（７）股票期权发行方为特定多国企业的外籍法人（８）从业者为日本在住人员
（９）计划期为３－５年（享受特别税收制度的为６年）

　资料来源：经济产业省《アジア拠点化推進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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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组织保障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在《亚 洲 基

地特别促进法》基础上日本中央政府进一步提出设

立国家战略特区〔３〕。国家 战 略 特 区 是 为 落 实《亚 洲

基地特别措施法》在指定的区域内通过实行较为宽

松的政策鼓励外资跨国企业开展全球化创新业务的

组织措施。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８日日本中央政府发布了

“国家战略特区”名单，东京都市圈、关西都市圈、福

冈县福冈市，冲 绳 县 分 别 被 指 定 为 国 家 战 略 特 区。

其中东京都市圈国家战略特区的目标定位是世界领

先的“国际商务创新基地”，其任务是通过世界一流

的东京国际商务环境建设，形成东京的国际资本、国
际人才、国际企业的聚集，促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

产业发展。根据国家战略特区规划东京国际商务创

新基地包括东京都的８个区，即千代田区、中央区、
港区、文京区、江东区、品川区、大田区，以及涩谷区，
以及神奈川县，千叶县的成田市〔４〕。

图２　国家战略特区的４个指定地区

与以往自下而上的特区建设不同，国家战略特

区是日本国家新成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

家新成长战略的国家战略特区改变了以往地方向国

家提出申请，国家从宏观角度进行审核通过的特区

建设管理模式，采取了新的相对独立和注重效率的

特区建设管理方式。主要内容包括在国家战略特区

中建制国家战略特区推进总部，采取国家、地方、企

业三位一体协调的国家战略特区会议管理方式，凡

特区的规划建设均由国家战略特区总部提出，经特

区会议讨 论，由 内 阁 总 理 大 臣 认 可 生 效（见 图３）。
其中特区大臣代表国家、知事或市长代表地方，代表

民间社会利益的是企业的社长。新的国家战略特区

管理机制为东京国际创新基地建设的高效率化提供

了保障。

图３　国家战略特区新决策机制〔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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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功能建设　根据国家战略特区规划东京国

际商务创新基地建设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东京国

际商务中心建设、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东京生命

科学商务中心及相关产业建设。具体建设内容包括

城市基础设施再建及城市管理制度特许、金融领域

发展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医疗领域相关制度改革，
如外国医师相关特例等。

１．１．３．１　东京商务中心建设。东京商务中 心 建 设

主要包含２２项特批城市基础设施再建和城市特许

管理制度。２２项 特 许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再 建 项 目 包 括

大规模的城市公交枢纽建设，新车站的修缮及与交

通枢纽功能配套的国际商务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还

包 括 外 国 企 业 招 商 设 施 和 满 足 商 务 交 流 的 ＭＩＣＥ
功能建设，以及国际金融街等方面建设。

图４　东京商务中心建设项目分布

商务中心建设城市特许管理制度主要是城市空

间利用的制度特许和外国人创业管理制度特许。空

间利用制度特许是为促进东京商务中心建设，针对

现行城市规划法的相关规定放宽街道空间利用管理

限制，允许利用道路空间开展各种有利于增进繁荣

的宣传活动，包括实施体现街道特色的基础建设等。
空间利用制 度 特 许 的 适 用 区 域 主 要 集 中 在 中 心 城

区，如丸之内地区、新宿副都心、大崎站蒲田站周边

等地区。外国人员创业管理的特许制度主要是针对

外籍创业人员的入国管理局审查，根据特许制度凡

属于《亚洲基地特别推进法》认定的项目，东京都均

可作为特殊给予外籍人员６个月的在留资格，便于

外籍创业人员利用这６个月在日本国内进行相关准

备工作（１）。为此特许制度 还 通 过“东 京 商 务 咨 询 服

务”（２）对外籍人员进行一对一支援，使半年之后有条

件的外国人能顺利获得在留资格的更新，为外籍人

员在东京的创业活动提供便利。
１．１．３．２　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东京国 际 金 融

中心建设主要集中在东京的中心商务区。这是日本

各大银行总部、金融机构、证券交易所集中的区域，
是东京金融功能最重要轴线区。东京金融中心建设

一是加强金融轴线区域的城市基础设施再建，完善

该区域金融功能。二是完善服务功能建设。如鼓励

金融机构搭建聚集国际金融人才的商务交流平台，
支持知识资产运作类企业创业，形成有利于投资家

与企业对话交流的城市环境等。

图５　东京金融中心业务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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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３　东京生命科学商务中心建设及产业发展。
根据国家特区规划东京生命科学商务中心建设一是

推进先进医疗与生命科学的结合，促进新产业发展。
二是通过特殊政策改进外国医师管理以及医疗实验

制度。改进的外国医师管理规定包括在东京国际商

务创新基地的所属区域，医师资格执行双边协定，即
特区内医疗机构里的外国人医师可以不受国籍限制

给患者进行治疗，以满足日益増多的外国人患者的

需求（既往的双边协定是日本与各海外国家间签署

的外国医师只限于给本国患者治疗的制度）。根据

这一规定庆应义塾大学医院、顺天堂大学医学部附

属顺天堂医院、圣路加国际大学圣路加国际医院、圣
路加 ＭｅｄｉＬｏｃｕｓ均计划招收外国医师。

医疗实验制度特许是为促进先进医疗生命科学

产业发展，在国家战略特区域内特许庆应义塾大学

学院等６所医疗机构实行新规医疗政策。内容包括

通过特殊的保险外疗养制度和试验病床制度（３）提升

医疗机构先进医疗技术的临床应用，并且通过病例

积累的各种数据进行基础研究，发掘有发展前景的

资源，提高医疗技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此外，为与

制药公司和投资公司业务匹配，特区内还特许建立

生命科学商务基地促进医药技术成品化，增强生命

科学产业的活力。
１．２　东京地方层面

配合国家战略，东京及东京都市圈国家特区所

属地区积极制定条例细则鼓励和吸引国际企业拓展

业务设立研发机构（４）。东京地方层面的主要措施是

制定《东京都长期愿景》，提出设立东京亚洲总部特

区以“世界一流城市·东京”为发展目标建设东京国

际商务中心、国际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和国际金融中

心。同时提出进一步发挥既往特区－东京结构特区

作用，加速东京各地区的生产制造基地逐步向研发

创新基地转型。
１．２．１　东京亚洲总部特区（アジアヘッドクォータ

ー特区）　东京亚洲总部特区是东京在国家特区基

础上为进一步巩固东京亚洲总部基地和研发中心地

位提出的一项具体战略措施，其目的是通过“亚洲总

部特区”制定各种措施为国际跨国企业拓展业务设

立研发中心提供专项补助、提供外资企业研发机构

活动场所，以及在生活方面为研发企业发展提供便

利，吸引外国企业在东京进行全球创新网络布局。
负责东京亚洲总部特区建设的政府职能机构是

东京都政策规划局协调部（该机构同时也是承担推

进国家战略特区建设的行政机构）。根据《东京都长

期愿景》东京 亚 洲 总 部 特 区 在 东 京 中 心 城 区 分 设５
个分 区，分 别 是 东 京 中 心 城 和 临 海 区 域，面 积 约

１　９９１公顷，新宿站周边和涩谷站的周边地区，面积

约１３９公 顷，品 川 站 和 田 街 站 的 周 边 地 区，面 积 约

２２０公顷，羽田国际机场天空桥站附近地区，面积约

５３公顷。东京 亚 洲 总 部 特 区 的 任 务 是 进 一 步 促 进

东京跨国公司亚洲总部和研发业务的集聚以及提升

东京的全球 城 市 竞 争 力。具 体 任 务 指 标 是 到２０１６
年吸引国际企业５００家（其中包括亚洲地区总部基

地和研发基地的５０家企业），吸引的企业类型包括：
信息通讯、医疗、化学、电子、精密器械、飞机相关、金
融与证券以及创意产业等各方面产业。

根据东京都政策规划局协调部的“外国企业招

商优待措施”东京亚洲总部特区的服务内容包括，①
为外资企业研发中心设立等事项提供免费咨询，②
对符合政策的地区总部或创新机构企业提供资金援

助，③向有需要的企业介绍低价的办公场所，④开展
“东京商务受理”项目的援助，⑤制定优惠的税收制

度，⑥组建一站式服务中心为创新研发机构进行集

中的行政手续等业务的办理服务。
表３　东京亚洲总部特区主要对外制度措施

提供免费咨询 资金援助 办公场所介绍 “东京商务受理”项目援助 税收制度 一站式服务

对
象

意 向 在 特 区 设
立 地 区 总 部 或
创 新 研 发 中 心
的外资企业

特 区 内 设 置 地
区总部、创 新 研
发 中 心 的 外 国
或外资企 业（除
法 人 代 表 外 有
３名 以 上 正 式
员工）

意 向 在 特 区 设
立 机 构 的 企 业
及“东京 商 务 受
理”介绍的企业

经“东京商 务 受 理”介 绍 的 外 国 企
业、外资企业、外国人创业者

在特区内 设 立 地 区 总 部 和 创 新 研
发中心，且满足一定条件的企业

服
务
内
容

·配 合 企 业 进
行战略 策 划，·
给 予 市 场 调 查
分 析 方 面 的 支
持·配 合 寻 找
合 作 伙 伴 等。
·企 业 在 机 构
设 立 计 划 确 定
前的咨询

·在 留 資 格 申
请费
·机构设置费
·各 项 材 料 申
请费
·人才录用费

介绍在 大 手 町、
涩谷、六 本 木 等
区 域 的 办 公 设
施，最高 年 租 金
能 够 降 到 半 价
的办公设施

（１）商务 援 助：·为 咨 询 企 业 提 供
相关商务 信 息，介 绍 专 家（如 专 业
的注册会計师、行政书士等）；·进
行 与 业 务 相 匹 配 的 商 务 活 动 支
持等
（２）生活 援 助：·提 供 与 生 活 相 关
的各类信息，如医疗·教育·社区
信息等）；
（３）为计划进驻特区设立机构的企
业给予进一步的服务，·各种业务
申请 的 支 援 服 务；·補 助 金 申 请、
税收待遇优惠的申请等；·提供业
务交流机会；·为计划开展国际化
的企业介绍专家团队

（１）投资税收抵免
设备：购置价格１５％
建筑：收购的价格８％
（２）特殊折旧
设备：收购价款摊销５０％
建筑：摊 销 的 价 格 收 购２５％＋ 资
本税 免 征：房 地 产 取 得 税、固 定 资
产税（房屋）和城市规划税
（３）减少 了 有 效 的 公 司 税 率（免 税
所得扣除额和资本税）
（总公 司 有 效 税 率３３．１％）（法 人
税的所得扣除 额 的２０％）（免 征 企
业营业税２４．７％）

办理行政手续
在 注 册 及 业 务 开
始 前 建 立 支 持 关
系 和 接 受 与 公 司
设立相关的登记
·国税，地税
·在 留 资 格 认 证
证明“经 营 管 理”，
“企业内部调动”
·雇用保险
·劳动保险
·医 疗 保 险 和 养
老保险等

资料来源：由东京都政策规划局协调部“外国企業誘致に向けた東京都の取組”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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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东京结构特区　东京结构改革特区启动于

２００２年，为充分发挥市区各区自然、经济、社会等方

面优势，促进 都 市 圈 以 点 带 面 发 展，２００２年 东 京 根

据国家政策提出了规划建设“结构改革特区”（简称

结构特区），并在都内的６各区设立了７个指定的结

构特区。结构特区的特点：①通过对相关国家政策

条例和地方限制政策的调整，促进企业和社会团体

开展经济活动，增强地区活力促进地区发展；②因地

制宜制定特区发展目标，如千代田区特区的建设目

标是“教育促进特区”，八王子市的特区建设目标是

“信息产业人才育成特区”，立川市的特区建设目标

是利用网络学习建设“商务城市规划特区”，大田区

是利用资源建设“羽田机场机器人试验特区”；③东

京结构特区与企业联合，结合实际开办专科教育机

构，在进行多样性教育的同时推进地区整体水平提

升，促进专业性人才培育。促进结构特区发展的目

的是有效及时地为东 京 亚 洲 总 部 特 区 建 设 提 供ＩＴ
产业和地区跨国公司需要的人才。

２　东京自有企业全球创新网络布局

自有企业海外研发布局是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京自有企业全球创新网络布

局起步 较 早，自１９４９年 起 大 致 可 以 划 分 为４个 阶

段：第一阶段是１９４７～１９７４年，战后至高速增长期

结束的海 外 布 局 的 起 步 阶 段，第 二 阶 段 是１９７５～
１９８５年，这一时 期 的７０年 代 后 半 期 日 美 签 订 日 美

广场协议，日元上涨加快了东京自有企业的海外投

资速度。第 三 阶 段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 代，１９８０后 半 期

日本出现泡沫经济并影响经济崩溃，海外投资出现

转型研发布局明显。第四阶段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后，这
一时期是日本经济逐步从泡沫衰退中走出争取经济

复苏的过程，企 业 研 发 布 局 逐 步 成 为 主 流。在 这４
个时期中，东京自有企业海外布局的高峰期是１９８５
年日美广场协议后日元快速升值时期。但企业研发

中心的全球布局是从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并逐步

形成全球创新网络格局。其中布局的最初阶段是以

欧美为主，之后投资分布逐步转向亚洲（见表４）。
从网络节点看先进技术的所在地或有市场条件

的地区是东京自有企业全球创新网络布局的主要地

区。如其医药化学产业的节点布局主要以日、美、欧
为核心的，倾向选择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爱丁堡、
伦敦、新泽西等智力密集地区。电气电子机械及汽

车与零部件企业的海外节点选择是以生产基地和销

售基地的海外活动为基础，以进一步加强市场影响

为目标的研发网络布局。特别是汽车与零部件生产

企业，由于作为汽车产品的设计等和当地的习惯和

消费趋向有很多直接关系，为掌握和迎合当地需求，
成为促进研发节点布局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方面亚

洲主要战略中心城市是其节点选择的集中地区。近

来随着国际化的深入企业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建设的

目的也在发生变化，如汽车与零部件厂商的海外研

发布局已不仅仅是开始时的以改良为目标，长期性

的研究课题 也 成 为 国 际 化 研 发 中 心 的 活 动 项 目 之

一，节点建设目标也更加多元。其中产业类别的不

同对节点及 节 点 结 构 和 规 模 的 选 择 都 有 一 定 影 响

作用。
表４　日本企业海外研发布局变化

１９４７～１９７４年 １９７５～１９８５年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

亚洲 ３０．８０％ １８．２０％ ３０．６０％ ５４．１０％

欧洲 １５．４０％ ２２．７０％ ２３．９０％ １４．１０％

北美 ４６．２０％ ４３．９０％ ３８．１０％ ２５．９０％

中南美 ４．９０％ ０．７０％ ２．７０％

海外研发布局
企业数 ２６（５．２％） ６６（１０％） １３４（１１．１％） ７４９（１３．２％）

设立海外
机构的企业 ４９５　 ６６０　 １２０５　 ５６５９

＊括号数据为布局研发中心企业与海外投资企业比例

资料来源：参考文部省 科 学 技 术 研 究 所：日 本 企 业 海 外 研 发

现状与发展变迁整理〔６〕

从节点结构来看，东京自有企业全球创新网络

布局由原来 的 经 本 国 向 海 外 研 发 中 心 进 行 技 术 转

移，已逐步发 展 成 为 相 互 间 的 知 识 与 技 术 转 移，即

“双向学习”。在“双向学习”关系中国内研发中心和

海外研发中心之间有平行的决策权，且各研发中心

的作用、定位是不固定的，随着项目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总部与海外研究中心信息共享。同时，总部和

海外研发中 心 各 以 自 主 经 营 责 任 制 为 相 互 关 系 基

础，总部的中央研发中心和各节点的研发中心为并

列组织形式，开展各自的研发活动。因此尽管节点

研发中心设置之初采用总部委托研究的形式进行业

务活动，但随着业务的开展各海外节点最终目标是

逐步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法人公司。

３　东京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建设优势分析

大量高素质技术人力资本、与研发相关的科研

基础设施、国内市场规模、高端的客户群体，以及政

府在知识产权和关税方面的政策支持、低成本优质

的生活 环 境 等 是 形 成 全 球 创 新 中 心 的 重 要 条 件。

２００４年，日本贸 易 振 兴 机 构 发 布 研 究 报 告，该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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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企业海外研究中心选址，以及本国吸引外

资研发投资的环境，分析了建设全球创新网络节点

必须的基本 要 素，以 及 东 京 的 优 势：有 影 响 力 的 市

场、技术资源（高科技企业），以及能够为研发机构提

供与国际市场联通的机会等。

３．１　具有示范作用的和有影响力的市场

市场拥有示范作用代表该市场已不局限于城市

本身，而是超越城市的更加巨大的国内市场或国际

市场。以医疗保健领域为例，欧美企业在日本设立

医疗保健研发中心，从市场示范角度看是由于日本

是全世界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伴随着老龄

化的进一步加速，日本将成为全世界高龄者医疗、医
药品、看护等方面的示范国家（国家特点），其研发产

品以及服务等方面的成果将在亚洲国家，在世界范

围产生影响。具有全球影响的Ｒｏｙａｌ　ＤＳＭ　Ｎ．Ｖ企

业，以及ＧＥ医疗日本都是基于这一目的，提出通过

日 本 问 题 研 究 实 施 “Ｓｉｌｖｅｒ　ｔｏ　Ｇｏｌｄ”医 疗 创 新

战略（５，６）。

３．２　技术资源利用

相关产业技术资源主要是指集中在东京及周边

的电子机械等行业的产业技术。跨国企业基于对日

本技术能力的利用在东京及都市圈布局电子机械及

信息等方面的创新研发中心。在这方面亚洲企业作

了较多工作，如台湾企业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大陆的海尔集团等。
台湾 鸿 海 精 密 工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Ｈｏｎ　Ｈａｉ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Ｌｔｄ．）（简称鸿海公司）。台

湾鸿海公司在东京都市圈设立研发中心，研究骨干

主要聘用了当地原有技术人员，通过发挥原有技术

人员的科研 能 力 成 为 国 际 技 术 集 成 领 域 的 领 先 企

业。鸿海公司东京研发中心计划投入１０亿美元，研
发除显示器、触摸屏、光学技术外，鸿海公司研发中

心还计划承接生产美国苹果公司新一代电视，构建

从设计到生产配置到制造，以及商品化的生产全过

程，中心的研究成果与台湾、中国内陆的研发中心共

享，其基础就在于企业把握的液晶相关的高端基础

技术〔７〕。
中国海尔 集 团。２０１４年 中 国 海 尔 集 团 在 东 京

都市圈崎玉县熊谷市开设海尔东京研发中心，该研

发中心在设立之前的２０１１年收购了松下公司旗下

的三洋电机冷藏库和洗衣机等家电业务。在此基础

上，海尔东京研发中心以当地机电产业退休人员为

研究中心主 力，以 冷 藏 技 术 研 究 为 核 心 开 展 研 发。
现在企业研发规模从１８０人发展到３００人，成为以

日本技术为核心的白色家电重要的全球研发基地。
美国Ｎｅｏ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公 司（７）。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 美 国 Ｎｅｏ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公 司 日 本

子公司（新日本光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在东京八王子

市设立研发中心。该中心以促进新一代光输送器主

要部件驱动程序的低耗能化为目标开展研发，力求

实现通信系统的小型化、低电化、高速大容量化，以

及追求市场低价格。这其中主要的核心业务高速光

通信设备研发（光通信用高速器）就是吸收了日本在

电子方面的先进技术及优秀人才。
这些企业在收购和并购日本企业基础上，大量

招收和利用已退休的研发技术人员，开展进一步的

研发活动。

３．３　高科技企业的收购与并购

由于生产的全球化分布，东京一些高科技生产

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缩小，随之出现包括外资企业

在内的企业重组。特别是一些高科技生产企业，在

这一过程中在日本扩展研发中心，对东京企业部分

业务进行并购重组，日资企业较多的退休研究者和

技术人员资源，特别是中老年技术人员，成为吸引外

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如德州

仪器、米其林轮胎等跨国公司通过收购和保留停产

企业的研究开发功能，重新布局形成企业的全球创

新网络。
德州仪 器（Ｔｅｘａ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是 全 球 半 导 体

行业领先的跨国企业，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达

拉斯。作为全球半导体公司德州仪器的ＴＩ设计及

其在销售、制 造、运 营 等 领 域 的 创 新 活 动 遍 布 全 球

３０多个国家。２０１３年４月德州仪器日本机构组建

半导体组装（后期工程）亚洲研发基地，其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就是成功并购了当地停产企业的部分功能

开展材料基础研究和半导体电路组装。对高科技企

业的并购为德州仪器亚洲地区的工厂生产提供了重

要的技术支撑，包括为菲律宾和台湾的工厂提供技

术指导。德州仪器选择转移并购停产企业部分功能

设立研发中心的原因：一是确保优秀的技术者，二是

建立了与亚洲生产基地加强交流联系的重要渠道。
比利 时 太 阳 能 发 电 系 统 的 设 计 和 建 筑 公 司

（ＩｋａｒｏｓＳｏｌａｒ　ｎｖ）。该公司是入住“东京亚洲总部特

区”的第一家高科技企业，该公司是在与太阳能制造

生产商瑞星公司（总部设在大阪）合并后在特区设立

的技术研发公司。公司以开发适合日本环境抵御强

风，地震等方面产品为目标，通过数据分析，进行发

电设施设计、施工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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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东京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建设特点与启示

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４年（８）东京国家战略特区在

国家地方的共同作用下吸引了４１家（包括１０家意

向企业）国际跨国企业，其中业务涉及到医疗保健、

ＩＴ产业、电子精 密 器 械，以 及 与 环 境 等 当 今 世 界 瞩

目的高科技领域。此外还有旅游和创意等领域的企

业，这些资源成为东京新经济的增长的一份重要力

量。归纳东 京 全 球 创 新 网 络 节 点 建 设 在 国 家 与 地

方，政府与社会力量多方面协同推进实施的特点可

以概括以下方面。

４．１　从“实效”出发支持节点建设

东京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建设从国家政策到地方

的支持，关键是在于注重实效的制度设计。所谓重

视实效主要表现在以下３个方面：①扶持项目的评

价和认定标准。在东京特区建设中不论是国家战略

特区还是亚洲总部特区，企业申报项目的认定评价

不是以投资额和雇用人数为评价标准，而是以跨国

企业研发中心建设形成新业务和新的商务机会为优

惠政策扶持的先决标准。而对于投资额，《东京都长

期愿景》中指出过分强调投资额的最大化不利于保

证有创新能力和意愿的中小创新企业的发展机会。
因此特区评价与认定标准最大限度和范围地包容了

社会创新资源；②注重扶持形成新的产业。如以上

所述的以形成新业务和新的商务机会为前提的认定

标准，以及以研发中心与吸引形成高端（功能）制造

中心相结合的优惠政策等，自然决定了扶持项目在

形成市场和带动企业创新发展中的作用，在促进形

成新产业方面产生效果；③注重高端人才发展与就

业机会。特区的优惠政策将拥有高端技术能力和产

品开发能力的中坚及中小企业作为吸引外资研发及

政策扶持的重点，这条政策在评价企业的同时为高

端人才就业及发展创造了机会并提供了保障。

４．２　创造良好的低成本创新环境

东京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建设强调创新研发中心

建设和生产制造基地建设不同，高成本环境是创新

城市建设和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建设中最具危害影响

的要素，高成本会导致研发活动优先考虑效率和效

益，同时会限制中小企业的研发创新意向。因此不

论是东京国家战略特区还是东京亚洲总部特区均在

相关制度中表明创造优良的低成本创新环境。为建

设良好的低成本创新环境建设，东京不仅为简化各

种行政手续设立东京商务服务中心，还为创新企业

提供雇用劳动等一站式服务，同时尽力为研究者及

其家属方便生活的居住环境创造条件。此外东京都

还在市内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建立开放的共同研究机

制，企业及国际化人才可以通过相关系统调配找到

其需求的研发器械设备。

４．３　有的放矢的选择特区目标〔８〕

东京亚洲总部特区业务推进的政府职能机构是

东京都知事本部综合特区推进局。该机构的主要工

作之 一 是 通 过 全 球 咨 询 机 构 选 择 特 区 的 目 标 客

户（８），并在此基础上委托机构对选定的目标企业开

展招商。在东京都知事本部综合特区推进局的全球

咨询机构名单中有著名的埃森哲（Ａｃｃｅｎｔｕｒｅ）公司，
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活跃在东京民间经纪代理公司

（也称商务服务公司）。经纪代理公司的主要业务是

提供多样化服务支持跨国公司的海外业务，其中包

括为跨国企业的业务拓展选择节点城市。具体服务

包括为企业提供候选节点城市的市场环境、竞争对

手状况、劳动 环 境、进 驻 城 市 可 能 获 得 的 最 大 利 益

等（９）。经纪代理公司准确的把握着目标企业，其 咨

询中的候选城市排名和城市宏观指标对比及判断对

跨国企业的节点城市有着重要影响。

４．４　鼓励社会资源从事知识资本运作加强城市创

新环境建设

知识资本运作又称知识资本经营。它是指一般

社团法人机构利用市场法则，通过对知识资本的技

巧性运作，通过买卖企业实现知识资本价值，知识资

本效益增 长 的 经 营 方 式。东 京“亚 洲 总 部 基 地”将

“东京商务代办”业务委托公司运行用就是参与知识

资本运作中 一 例（１０）。根 据 机 构 设 立 的 相 关 章 程 规

定“东京商务代办”允许介入知识资本运营，在政府

的鼓励和支持下“东京商务代办”致力于产学联合成

为了支撑东京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建设的重要力量。
在东京活跃着许多知识资本运营机构，知识资本运

营业务不仅是致力于产学联合的商务活动，还包含

文化发布、国际交流、人才培育等，以及与社会公益

性组织协作共同推进知识资本发展。发挥社会资源

力量是东京各项战略中常采用的方式，其中社会资

源的知识资本运作在东京的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建设

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４．５　支持自有企业全球创新网络建设

根据全球创新网络拓展模式，海外研发中心的

发展由中心逐步拓展向整体，并且进一步向全球化

进化（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ａｎｄ　Ｇｈｏｓｈａｌ１９８９）。沿着这一发展模

式，东京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建设包含了内外网络建

设的两个方面，其中东京自有企业海外研发中心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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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不断拓展，在全球创新网络中承担更加重要的

作用，对 东 京 全 球 网 络 节 点 建 设 意 义 重 大（浅 川，

２００１年）。东京自有企业的海外业务扩展以及发展

升级到研发中心建设，虽然初期情况主要是作为总

部技术在海外的延伸发挥作用。但这些海外研发中

心不断的发展，通过与当地实际的融合，通过发挥自

主性利用独 立 性 知 识 和 技 术 开 发 当 地 市 场 新 的 功

能，并将成果回馈于跨国公司总部及总部城市东京，

形成和进一 步 加 强 了 东 京 全 球 创 新 网 络 的 影 响 能

力。自有企业海外研发中心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其

组织及战略的发展变化显示了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建

设运营方式，也体现了满足自有公司全球创新网络

建设对其城市网络节点建设的重要性（日本经济产

业研究所，２００８）。

４．６　政府主导协作分工明确的自有企业境外投资

支持系统

日本是率先以政府主导方式从政策、国际关系

协调、信息发布到海外投资资金支持、技术、人员培

训等方面对本国企业扩展海外业务给予支持的国家

之一。上世纪６０年代为满足本国资源供给和扩大

市场等需求，日本政府通过政府和非政府机构联合

对企业境外投资给予支持。这些机构包括日本贸易

振兴机构（ＪＥＴＲＯ）、日 本 国 际 协 力 银 行、境 外 投 融

资情报财团、监查法人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Ｔｏｕｃｈｅ　Ｔｏｈｍａｔｓｕ、

海外技术者研 修 中 心（ＡＯＴＳ）、日 本 信 用 保 证 协 会

和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等。日本支持企业海外活

动主要是以大企业为对象，同时对有发展潜力的中

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包括制定

中小企业境外投资政策和措施，帮助中小企业成为

国内海外投资的主流。日本海外支持的主要特点是

政府支持的高层次基础上统筹社会资源补充完善和

形成协作分工明确的企业境外投资支持系统。同时

完备税收 优 惠 制 度 为 企 业 境 外 投 资 提 供 服 务。此

外，最初的境外支持是结合国情以比较优势产业为

基础，鼓励比较劣势产业部门逐步外移，通过外移使

国内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企业获得新的竞争力。其后

扶持方向发生变化注重海外投资产业的有效布局，

注重与投资国经济发展与合作，形成与投资国之间

垂直分工，形成国内生产国外生产双向拉动发展模

式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与发展。长期不变的系统支持

和在不同时期采取的不同支持方式与策略有效支持

和促进了东京自有企业的境外投资，在东京全球创

新网络节点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５　结束语

以往学术界关于全球创新网络，以及全球创新

网络节点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以跨国公司为对象的企

业研究。关注作为全球研发主导力量的跨国公司研

发单元的区位选择、空间组织模式以及全球化扩张。
新的发展形势是创新与城市及区域发展相结合，东

京是被世界公认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城市，也

是当前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城市建设具有代表性的城

市之一。东京成为全球创新网络节点城市，一是东

京自有企业的全球创新网络遍布在欧美及亚洲各新

兴国家之中，同时以国际商务创新基地定位的东京

国际商务中心、国际金融中心，以及生命科学商务中

心建设在其全球网络节点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国家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多维尺度观察东京全

球创新网络节点建设和发展模式，包含了内部主体

和外部影响两方面因素。其中内在主体是政府和企

业为主，外部因素包含了社会资源和城市创新环境

等，内部主体和外部因素相互作用构成了东京全球

创新网络节点建设的基本动力。东京的经验中政府

支持节点城市建设的相关政策措施、策略，以及东跨

国公司研发创新国际化中节点城市选择，对研究国

内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

时在相关理论基础上通过东京案例分析归纳全球创

新网络节点城市特征、发展类型，路径选择等问题对

拓展全球创新网络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注释：

（１）根据这一现行制度在日本外国人创业时须取得“经营”或

“管理”的在留资格，要取得在留资格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即进入日本之前先开设办事处并雇用２名以上职员或在

日本投资５００万日元以上。为此具备上述条件需在进入

日本之前有确保的合 作 伙 伴 和 办 事 处 的 租 借 合 同 等，因

此外国 人 如 没 有 日 本 国 内 的 合 作 伙 伴 要 想 创 业 非 常

困难。

（２）配合国家特区配战略ＪＥＴＲＯ在 东 京 等 地 设 立 商 务 一 站

式服务中心和东京圈 雇 用 劳 动 咨 询 中 心，为 相 关 企 业 开

展业务提供支持。

（３）保险外并用疗养 特 例 是 指，缩 短 对 免 疫 性 疑 难 病 例 先 进

医疗的审查期间；病床 规 制 相 关 特 许 是 指 能 够 使 用 先 进

医疗的专用病床数量。

（４）横滨市为外资企业设立机构提供专门的外资企业居住场

所，以促使外 资 企 业 在 机 构 设 立 之 初 提 高 效 率、降 低 成

本，加速开拓和进入市 场，此 外，作 为 方 便 外 资 企 业 设 立

机构的基础设施，日本 贸 易 促 进 会 在 东 京、大 阪、横 滨 等

４６１ 科　学　管　理　研　究　　　　　　　　　　　　　第３７卷　



主要城市均设立了对 日 投 资 商 务 服 务 中 心，其 中 包 括 有

为投资企业提供的短期居住设施。川崎市以亚洲企业为

核 心，开 办 了 外 资 企 业，以 及 外 籍 创 业 者 援 助 的“亚 洲

村”，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 之 间 已 有６家 企 业 入 住“亚 洲 村”发

展，其业务主要是ＩＴ产业为核心的技术开发。

（５）①荷 兰 的 Ｒｏｙａｌ　ＤＳＭ　Ｎ．Ｖ公 司。２０１３年２月 荷 兰 的

Ｒｏｙａｌ　ＤＳＭ　Ｎ．Ｖ公司（３Ｍ医疗保健）在东京都市圈神奈

川县相模 原 设 立 卫 生 保 健 研 发 中 心。Ｒｏｙａｌ　ＤＳＭ　Ｎ．Ｖ
公司研发中心以日本 市 场 为 对 象，发 展 目 标 是 开 发 拓 展

包括亚洲在内的国际市场。该公司研发业务包括护理皮

肤创伤、预防感染、齿科治疗、齿科矫正，以及在食品卫生

管理等领域。Ｒｏｙａｌ　ＤＳＭ　Ｎ．Ｖ公 司 研 发 中 心 除 为 客 户

提供技术服务，对进口 日 本 的 医 疗 产 品 进 行 规 格 化 和 本

土化研发外，机构还针 对 日 本 市 场 的 多 样 化 医 疗 需 求 进

行研发，通过提升产品 的 高 附 加 价 值 以 增 强 企 业 产 品 的

竞争能力。②通 用 电 气（ＧＥ）医 疗 保 健 日 野（东 京）研 发

中心。通用电 气（ＧＥ）医 疗 保 健 日 野（东 京）研 发 中 心 是

兼备开发和生产功能的研发基地。该中心以研发先进医

疗设备为核心，同时承 担 着 美 国 国 内 的 专 项 设 施 的 研 究

开发任务，其研发出的 世 界 先 端 医 疗 技 术 产 品 小 型 而 节

能。通用电气（ＧＥ）医 疗 保 健 日 野（东 京）研 发 中 心 将 具

有世界高标准的体内图像高性能的磁共振成像（ＭＲＩ）设

备转移到日本临床，利 用 优 良 的 成 像 磁 共 振 技 术 与 医 疗

机构合作进一步研发多样化满足高龄者保健需求的设施

及产品。

（６）美国Ｎｅｏ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公司总部在硅谷，主要的

生产 制 造 基 地 有 美 国 硅 谷 和 中 国 深 圳。２０１１年 美 国

Ｎｅｏ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公司进入 日 本，主 要 业 务 是 研

发、销售，以及零部件采购等。

（７）自２０１２年东京“亚 洲 总 部 特 区”和“国 家 战 略 特 别 区”相

继设立。

（８）全球咨询机构如利用埃 森 哲（Ａｃｃｅｎｔｕｒｅ）公 司，发 掘 对 东

京发展有促进作用的 优 秀 外 国 企 业，列 出 吸 引 外 资 企 业

名 录。如２０１３年加拿大的Ｖｏｉｃｅ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ｃ公司，该公司拥 有 能 够 精 准 应 对１９种 语 言 的

声音识别技术，声音识 别 技 术 是 家 电、信 息 机 械、住 宅 设

备、运 输 机 械 等 带 来 重 大 革 新 的 关 键 技 术，Ｖｏｉｃｅ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ｃ公司看好日本的装备制

造企业，为实现技术产品化，寻找日本生产企业进行技术

合作。针对这一情况，东京都以埃森哲作为中介，帮助介

绍合作伙伴，并在特区内设立研发机构开展业务。

（９）内容包括①候选 节 点 城 市 所 属 区 域 宏 观 环 境 调 查、市 场

调查，包括节点候选 城 市 的 筛 选 研 究 等。②查 询 相 关 候

选节点城市信息，候选城市详细的商务环境信息，比较分

析缩小候选城市目标范围。③组织对候选城市相关负责

机构和人员的调研采访，了解把握实际的商务环境，缩小

候选目标。④就政府优 惠 政 策 进 行 进 一 步 了 解 交 涉，在

争取最大限度优惠政 策 基 础 上 确 定 可 选 定 的 节 点 目 标。

此外经纪代理公司业 务 还 包 括，跨 国 企 业 在 选 定 投 资 城

市后，通过的企业外部 的 中 立 机 构 对 于 大 规 模 投 资 计 划

进行可行性报 告 研 究，进 驻 后 的 税 金、会 计 等 业 务 的 处

理等。

（１０）为推进东京“亚洲总部特区”建设，东京都通过章程设立

了“东京商务代办”协 助 受 理 东 京 亚 洲 总 部 特 区 相 关 业

务。根据设立章程，“东 京 商 务 代 办”业 务 由 东 京 都 委

托，东京都知 事 本 部 综 合 特 区 推 进 局 负 责 执 行 管 理 监

督。“东京商务代办”的 主 要 业 务 包 括 对 各 类 计 划 入 驻

特区的外资企业需求提供免费的项目协助调查、援助业

务开展、办理项目手续支撑等。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期间，东

京亚洲总部特区吸引 外 资 企 业 设 立 总 部 业 务 以 及 研 发

中心的企业有３１家，“东 京 商 务 代 办”在 其 中 发 挥 了 重

要作用。现在该机构 已 是 东 京 都 东 京 亚 洲 总 部 特 区 吸

引跨国企业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机构的重要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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