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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

内容概要

本书揭示了日本制造业的四大教训：
面对十年一轮的新技术浪潮时，对市场机会缺乏敏感性，因循守旧，错失机会。
过于苛求对市场需求无益的性能与指标，投入不必要的成本，致使市场出现变化的时候在研发上不能
及时调整产品。
过度依赖匠人精神与手工艺者的技艺，而忽视了产品的标准化与通用化，严重影响了产品量产化。
对先进技术缺乏以往专长的模仿创新精神，反应迟钝，因此落后于同行业。
本书还呼吁日本企业重新重视模仿创业元素，以及发扬自身的技术整合优势，以在工业互联网时代实
现制造业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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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之上隆 1961年生于日本静冈县。毕业于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硕士课程为原子核工学专业），后就职
于日立制作所。此后16年中，先后在中央研究所、半导体事业部、设备研发中心、尔必达（因工作调
动）、半导体前沿技术公司研发协会（即Selete，因工作调动）从事精密加工技术研发工作。2000年，
被京都大学授予工学博士学位。
目前，担任半导体产业和电力机械产业顾问及撰稿人，精密加工研究所所长，京都大学原子核工学专
业及日本东北大学工学院的特邀讲师。
著有《日本“半导体”的战败》《“电器、半导体”产业大崩溃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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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

精彩短评

1、从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衰落管窥日本制造业的现状。
2、被书名骗了，正确的应该是《我的老东家都是傻逼》，当然也有些启发。
3、还是能学到些什么
4、幸亏有最后一章
5、看完这本是书终于明白了晶圆是什么，但还是不记得DRAM的全称 -_-|||
6、日本制造业的失落值得反思。不了解市场、缺乏富有活力的创新、产品质量过剩所导致的价格高
昂都是日本制造业败北的原因...其实最重要的是竞争者三星、台积电等的快速崛起和日本半导体企业
的蹒跚。作者指出日本半导体业的机会在于“模仿性创新。”
7、传媒研究媛表示你们电子行业真深奥。
8、最近在东京游学，借此机会希望更多了解日本经济，希望更多案例而不仅是理论，欢迎大家也推
荐类似的书。这本汤之隆上就以半导体的经验，剖析了日本半导体（主要是DRAM）如何从如日中天
变失败与韩国与台湾，非常沉痛，但是也很生动。日本技术至上主义导致了脱离市场需求，即使在高
端技术领域获得突破，其实其需求也偏离了消费者需求，甚至失去了广大中低端市场。
9、1.”创新是发明和市场的新结合“。2. 重视创新性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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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伴随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衰，穿插了作者个人职业生涯的起伏。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企业追求的
合理的成本和收益，而非精益求精，书中描述了能够低成本大规模进行量化生产的三星成功超越日本
半导体巨头的过程，还是让人深受启发。书中内容多处涉及描写作者本人的职业生涯及感悟，对部分
细节描述过多，多处论述更像是在证明当时作者的先见之明，降低了全文的客观性和高度。
2、说到日本的制造的东西，以我个人有限的使用感觉就是简单易用，性能好，质量顶级地可靠。一
方面心里会嘀咕：日本人怎么这么变态，做得这么精细，这么极致？另一方面是恨铁不成钢，国货差
得不是几个档次啊。要评论日本货的技术实力，我觉得以前提到的“Japan as number one”虽然听着不
舒服，但是不得不服。很多中国人就是一边说着“打日本我捐一条命”，一边屁颠屁颠地跑去日本买
电饭煲，买马桶。不过，市场瞬息变化，作为企业，一成不变即意味着死亡。一个越来越常见的现象
是：很多日本货很快被韩国货、台湾货、国产货代替。比如说，电视机、空调，在中国市场被国货杀
的很惨。智能手机行业日本也没赶上趟。反倒韩国棒子（如三星）顺风顺水，对市场适应能力超强。
很多工业产品，比如我所在行业的变频器，日本货很早就进入中国，掌握着价格主导权，那时富士卖
的变频器在现在看来简直就是天价。在国货的不懈努力下，在日本货的地方必谈进口替代，日本变频
器已经不再有那种绝对的滋润了。虽然有些应用如工业机器人，德国日本仍然掌控着技术壁垒，另外
如IGBT、cpu等关键器件基本只能进口。但是长远的趋势是国货会逐步赶上并替代。日本货的技术站
在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但是他们在这个高度没有突破性的创新（要突破性的创新也很难），如果市场
策略并没有比其他国家的厂家好（很多情况是更差），产品成本不是最低（进入高品质的死胡同），
其他国家的产品肯定会逐步蚕食。本书作者是日本半导体行业一位资深的技术人员，跟着作者的回忆
和分析，可以领略到很多日本企业不为人知的细节。我很赞同本书的一句话：创新是发明和市场的相
结合。创新型模仿者（如三星）现在为什么这么能顺应市场，甚至能超越原创（如Galaxy手机销量曾
经超过iphone）？技术型企业和员工需要深思。本书很适合技术型企业阅读。本书的最后提到了一个
问题作为例子，将对制造业的思考上升到了一个高度。为什么爱迪生没有发明出 温水冲洗式马桶？读
本书之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然后看看本书作者的观点，你会觉得很有人文气息。
3、每个城市家庭或多或少都拥有几件日本的家电或数码产品，无论我们同日本的关系怎样，乃至不
久前，我们觉得日本的半导体制造业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无论是我出生的地方还是大学所在城市
，日本的半导体制造业的工厂都曾是人们口中热门的工作地，但现在却一直处于衰败中。如作者汤之
上隆在前言中所言“很多曾屹立于世界之巅、尊享过荣誉的产业和企业也会在顷刻间衰败、陨落、倒
闭。作者汤之上隆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他有着15年的半导体研发工作经验，从研发岗位”提前退休“
后开始了与半导体行业有关的教学、研究和顾问工作。他和日本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衰
落一同度过了技术人生，而这之后他对“日本技术实力雄厚”的说法抱有巨大的疑问。他在技术研发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之后研究写出了3本与半导体行业衰落相关的书籍，每一本书里都有他见证日本
制造业由辉煌走向衰败历程后的反思与探索。本书中作者由于从业经验丰富，通过自己技术人生中工
作调动的亲身见闻，结合大量的报道研究，用了各种形式的图表分析了相关的情况，在呈现了日本制
造业败北的现状后，也总结了日本人具备的优点，探索了日本开辟新市场的一些关键，用创新来复苏
半导体产业。此书对中国相关行业来说也是警醒。技术创新之外，寻找新市场也是更大的突破，由于
我自己在软件行业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工信部对集成电路企业的支持也一直关注，在所有政策优惠补
助等项目中，规模和销售额都是重要的指标，本书所列举的一些占领新市场的例子，对中小公司的意
义应该是更为突出。
4、当我们谈论日本经济时，我们往往更愿意谈论这个资源贫乏国家过去在制造业上的优势。上世纪70
年代初，在全球石油危机爆发前期，日本以创新和技术领先的优势打开美国市场，继而超越欧盟成为
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学界对这位外来闯入者充满了担忧和好奇，进而对日本企业文
化、经营哲学的研究，提出了享誉全球的“精益生产方式”。不过好景不长，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
济进入平稳期，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甚至出现严重的负增长，用日本经济学家池田信夫的话说，日
本开始进入“失去的二十年”的时代，至今还没有从中走出来。昔日引以为豪的制造业面临劳动生产
率下降，在形势上也没有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失去了在IT行业的主导地位。日本面临危机重
重的局面，导致日本民众的悲观情绪普遍泛滥，进而对当局的失信！从制造业的发展趋势围观日本经
济的衰退是一个合适的观察角度。今天，一味模仿美国管理模式的索尼，生于技术，死于技术（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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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泰则《死于技术：索尼衰亡启示》）；东芝陷入财务造假丑闻；夏普陷入“高技术低利润”的悖论
局面，如此种种不堪，说明日本制造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挑战。日本半导体产业观察者汤之上隆在
近期新书《失去的制造业》一书中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回顾日本制造业如何败北，以及提出了一些东
山再起的建议。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兴衰的晴雨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奥巴马政府开始提出
“制造业回归”计划。而安培在做什么？在该书中，作者严重批评安培政府的错误意识，日本并不是
安培所说的“现在正是日本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时机”，即使是提出应该向美国学习“振兴制造业”
，但是却没有谈论如何振兴的措施和路径，相反，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做法正在引领美国制造业的回归
。在本书中，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回顾自己在半导体从业近30年的经验，分析日本半导体产业是如何从
兴旺到衰退。以DRAM为例，在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占据80%的市场，到1992年，日本因三星电子
的崛起而失去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继而在2000年被美国镁光科技有限公司超越，除此之外，以日
立和NEC的DRAM部门组建的尔必达，由于两者之间的技术文化差异，以及处于劣势的低成本制造技
术，导致尔必达最终在2012年破产。同样，以日立、三菱、NEC三者SOC部门合并的瑞莎电子，由于
种种不当的措施导致被收购的地步。处于同样困境的还有半导体领先企业英特尔，这家在半导体行业
的领先者在移动互联网浪潮中失去了智能机处理器的领先机会，而PC处理器市场也难以维持独霸天下
的局面。为何出现这种悲观的局面？作者认为，一个共同的根源在于30多年前形成的技术文化。日本
的思想深处存在着“日本的工艺水平是世界第一”的自负心理。日本企业重视技术至上的原则而忽略
市场调研能力、系统设计能力。同样的悲剧发生在日本电视产业，索尼、夏普、松下等知名企业，一
味追求高画质的电视技术而忽视了市场消费者的响应。作者指出，错误之处在于日本技术人员认为技
术革新就是创新，其实不然，以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市场和发明的新结合。实际上，日本制造业陷
入哈佛商学院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教授所提出的“创新的窘境”。作者认为，“日本半导体要想东山再
起，必须充分适应产业模式的更新换代，研发出革命性的新技术，以此来生产制造新产品”。而要实
现这些，必须从创新的错觉中醒过来。在本书的末尾，介绍了石家安的在《模仿就是力量》一书中提
出创新与模仿的融合是创新型模仿者，并指出模仿是一种力量，大多数企业都是模仿者，如IBM、网
景、苹果、任天堂等行业领袖都是模仿者。作者认为半导体属于典型的模仿产业，该产业应该重拾模
仿优势，并分析模仿的能力和步骤；对于如何开拓新市场，在三宅秀道的《新市场的开拓方法》一书
中指出开拓新市场需要分析文化、技术、经济、社会等四个限制条件，根源在于你想怎样改变世界的
信念。最后要想充分发挥创造性模仿能力，推动创新，推进问题的发明，日本经营者和技术者应该亲
力亲为、向海外市场调研，而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这是日本学者对该国制造业的反省之作，根源于
这个国家具有的反思精神。对于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如何在产业和技术上实
现迭代升级？如何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如何避免创新的窘境？怎样提高经营者的管理水平和领导力，
同时如何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未经允许，请勿非法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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