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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提升全球资源获取能力的背景、
手段与成效

田　 正

内容提要: 安全与发展是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核心议题。 伴随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大变革, 全球安全与发展问题愈发突出。 资源作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底层要素, 围绕资

源占有、 规则制定、 技术变革三个维度的大国竞争日益凸显。 日本长期处于资源占有的

劣势地位, 基于自身安全与发展需要, 战后日本致力于提升全球资源获取能力, 在持续

强化资源占有、 推动资源领域的规则制定、 促进资源领域技术水平提升方面取得一定成

果。 然而, 日本的资源自强之路常受制于美国。 强化与亚洲国家合作, 融入不断深化的

亚洲生产网络, 以确保资源供给的自主性与稳定性不失为应然选择。 日本的经验启示亦

可为中国提升全球资源获取能力, 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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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发展是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核心议题。 聚焦资源领域, 伴随全球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大变革, 以大数据、 云计算、 物联网、 机器人、 人工智能、 新

材料为代表的新技术蓄势待发, 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 带来算力需求的爆

炸式增长, 引发能源消耗的急剧增加, 加剧了世界主要国家对关键矿产等战略

资源的争夺。 美西方社会思潮沉沦于价值观叙事, 政治上推崇 “小安全” 逻辑,
片面强调阵营化、 经济问题安全化, 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的矿产、 能源、 粮食

等关键物资的安全焦虑和战略对抗。 作为 “资源匮乏国”, 日本的安全与发展严

重依赖海外资源的获取, 资源供给成为制约日本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确保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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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发展, 日本不得不积极获取全球资源。 战后日本基于技术立国的策略,
试图在全球范围内以超然的姿态建立稳定的资源供给网络, 但由于其自身在安

全战略层面与美国的全球政策深度绑定, 因此无法抵御美国全球战略转变对其

资源安全网络的冲击。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日本只有强化与亚洲国家的合作,
深度融入不断深化与变革的亚洲生产网络, 才能真正拥有资源供给的自主性与

稳定性。 本文将从日本在安全与发展方面面临的具体资源困境出发, 对日本提

升全球资源获取能力策略的三个维度及其效果进行梳理与分析。

一、 全球资源供给与日本的资源获取能力问题

近年来,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大国博弈的广度和烈度持续上升, 世界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全球安全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因此, 必须在全球层面

合理妥善统筹发展和安全,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切实保障

国家长治久安”。① 本文以日本的全球资源安排为例, 在全球安全与发展视角下

探讨日本提升全球资源获取能力的问题。
(一) 全球基础资源供给的共通性问题

资源是国家维系安全与发展最基本的投入要素。 缺乏资源要素, 发展就失

去了物质支撑, 安全的基础也会随之动摇。 特别是对于依赖大宗商品进口的国

家而言, 能源、 矿产、 粮食是资源问题中经常涉及的重点问题。 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指出,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 战略性问题, 对国家

繁荣发展、 人民生活改善、 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②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③ “国家粮食

安全这根弦什么时候都要绷紧, 一刻也不能放松。”④
 

在当前的资源问题研究中,
对于能源、 矿产、 粮食等的分析往往是逐一展开的, 较少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

概念进行分析。 如果将这三种资源总体视为关乎各国以及全球安全与发展的基

础资源, 便可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共通性问题:
一是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 能源、 矿产、 粮食等资源分布极不均衡, 生产

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 具有垄断的特点。 例如, 全球石油生产高度集中于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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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2023 年中东地区石油产量为 3036 万桶, 占世界石油生产总量的比重为

31. 5%。 钯、 镍等稀有金属的生产同样集中于少数国家, 南非、 印尼两国产量占

世界生产总量的比重为 40%和 37%。①

二是供需市场的不均衡性。 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与资源开采和供给的客观

条件进一步导致了全球资源市场的不均衡性。 从供给侧来看, 全球能源、 矿产

与粮食在短期内供给缺乏弹性, 其生产很难随着短期内价格的变化及时调整,
即便短期市场价格发生很大变化, 其供给数量也不会发生很大变动。 从需求侧

来看, 由于能源、 矿产与粮食均属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必需品, 短期内资源进口

国对于这些资源的需求并不会随着价格的变化而出现剧烈的变动, 从而导致明

显缺乏需求弹性。 例如, 有研究结果显示, 国际铁矿石的供给和需求的价格弹

性系数分别为 0. 45 和-0. 24, 这表明二者均缺乏弹性。②

三是国际社会对资源的需求持续提高。 随着地缘政治经济局势日趋复杂,
以及产业规模持续扩张, 世界各国对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 资源价格趋势总体

走高。 国际原油价格从 2021 年 2 月的每桶 60 美元左右上涨到 2022 年 3 月的每

桶 130 美元左右;③ 2022 年碳酸锂、 氢氧化锂价格同比涨幅 34. 5%、 39. 8%;④

2022 年 3 月小麦国际价格也达到每吨 523. 7 美元的历史最高值。⑤

(二) 日本提升全球资源获取能力的三个维度

作为 “资源匮乏国”, 日本格外重视全球安全与发展竞争中的资源获取问

题, 将确保资源的稳定供给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 2022 年日本 《经济安全保障

推进法》 将确保天然气、 重要矿产、 肥料等战略物资的稳定供应设置为一项重

要内容。 在大变局背景下, 为确保其在全球安全与发展中的竞争优势地位, 日

本试图在全球层面进一步提升资源获取能力, 以保证资源安全。 具体而言, 日

本从 “保证资源占有” “主导或影响资源相关规则制定和机制安排” “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变革引发的资源利用技术进步” 等三个维度入手, 提升获取全球资源

的能力, 确保资源安全与稳定供给。
一是着力推动资源占有活动。 日本资源匮乏, 容易受到资源危机的冲击。

日本推动资源占有活动的目的在于, 避免日本的政治经济决策自主性受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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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限制的影响。 小山坚认为, 日本需要以合理的价格获得稳定能源供给, 以

免日本国家战略决策的自主性受到其他国家影响。①

二是积极参与资源领域规则制定。 日本通过参与资源领域的规则制定, 包

括硬规则与软规则两个方面, 以构建对其自身安全发展有利的认知与行为逻辑,
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形成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 飞田雅则指出, 日本需要积极

参与资源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活动, 加快推进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相关规则制定,
以提升日本在资源规则制定方面的国际影响力。②

三是大力推动资源领域的技术进步。 日本通过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 推动

资源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创新、 促进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等措施, 持续提升资源领

域技术进步, 促使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形成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 并形成

资源影响力。 山下真一认为, 日本只有发挥自身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技术优势,
加快氢、 氨等技术开发, 才能提升日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影响力。③

二、 日本获取全球资源的背景

日本是化石能源、 关键矿产、 可耕地相对紧缺国家, 国内资源无法保证生

产生活自给自足, 资源安全深度嵌入全球体系。 由于全球战略资源储量有限、
分布极不均衡, 且大国围绕资源的博弈日趋激烈, 这使得日本的安全发展在资

源层面受制于人, 日本具有提升全球资源能力的内在动力。
(一) 战略资源的全球性依赖

中东、 澳大利亚、 东南亚、 俄罗斯是日本能源的主要来源地。 日本 2022 年

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为 92. 5%, 对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和煤炭的依赖度分别为

48. 8%和 55. 8%, 对东南亚液化天然气的依赖度为 23. 2%, 对俄罗斯石油和液

化天然气的依赖度分别为 1. 5%和 9. 5%。④ 南美、 非洲是日本关键矿产的重要来

源地。 2022 年, 日本进口铜的 47. 0%来自智利、 12. 0%来自秘鲁, 进口碳酸锂

的 60. 5%来自智利、 22. 2%来自阿根廷, 进口铂的 81. 9%、 锰的 77. 1%、 铬的

37. 8%来自非洲。⑤ 北美洲、 澳大利亚、 非洲是日本粮食的主要来源地。 2022 年,
日本进口小麦的 41. 5%、 大豆的 71. 4%、 玉米的 64. 4%来自美国, 进口猪肉的

22. 6%、 小麦的 36. 8%来自加拿大, 进口牛肉的 43. 8%、 小麦的 21. 6%、 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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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6%来自澳大利亚, 进口可可豆的 76. 0%和香草豆的 88. 0%来自非洲。①

(二) 海外资源项目易受国际局势变化冲击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原局长北村滋称, 日本的发展自明治维新伊始就面临

资源供给约束, 难以承受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风吹草动, 近现代史上有若干现

实案例。② 1973 年 10 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石油输出国组织 ( OPEC) 宣布

对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 使全球石油价格暴涨五倍, 导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黄金期戛然而止。 作为降低对中东石油依赖的措施之一, 日本于 20 世纪 90 年代

开始布局俄罗斯萨哈林 1 号与萨哈林 2 号石油开采项目, 分别拥有 30. 0%和

22. 5%的股权。 这两个项目的石油储量为 23 亿桶和 7. 5 亿桶, 2005 年开始商业

化生产并向日本出口, 使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从 2005 年的 89. 5%下降到

2015 年的 82. 5%。③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 受美国对俄罗斯制裁影响, 日本虽未仿效英国退出与

俄相关油气项目, 但仍要面对资金支付困难等问题, 萨哈林 1 号和 2 号项目开发

和运营陷入停滞。 2022 年, 日本自俄罗斯进口的石油仅为 6. 2 亿升, 同比下降

88. 5%, 对中东石油依赖度反转上升。 2023 年 11 月, 美国将俄罗斯北极液化天

然气 2 号项目纳入制裁范围。 该项目由日本金属和能源安全组织 (JOGMEC) 和

三井物产公司持有 10%的股权, 是 2019 年二十国集团 ( G20) 大阪峰会重要成

果之一, 计划每年向日本出口液化天然气 200 万吨。 美国的制裁使该项目生产

的液化天然气难以从专业破冰运输船转移至常规天然气运输船, 无法按计划交

付日本本土。
同时, 日本在全球资源权益获取上常受美国 “长臂管辖” 的挟制。 1995—

2004 年, 日本日挥公司与法国德西尼布集团等共同设立 TSKJ 公司, 委托日本丸

红公司为代理, 竞标尼日利亚邦尼岛天然气项目。 美国司法部认定日挥公司和

丸红公司存在贿赂行为, 继而根据美国 《反海外腐败法》 提起诉讼, 致使两家

公司分别向美方支付了 2. 18 亿美元和 5460 万美元罚金。④ 2014 年, 丸红公司与

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共同承建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塔拉罕火力发电站工程, 也因

贿赂行为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丸红公司为此支付了 8800 万美元罚金。⑤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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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推出 《通胀削减法》, 要求电池所需关键矿产需有 40%来自北美洲或与美国

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致使日本住友金属矿山公司拥有 90%股权的菲律宾

珊瑚湾镍矿项目、 丰田通商公司拥有 25%股权的阿根廷奥拉罗兹 (Olaroz) 锂盐

湖项目的矿产无法用于对美出口电池的生产。①

(三) 全球产业竞争亟须战略资源保障

后安倍时代的日本虽致力于经济数字化、 产业绿色化, 锚定半导体、 蓄电

池、 生物科技、 数据中心等重点新兴产业, 但其对传统战略资源的依赖不减反

增。 这种现象分别体现于日本传统制造业与新兴产业之中。
1. 传统优势制造业

传统制造业仍然是日本经济的重要支柱, 其对能源与金属资源的需求维持

高位。 日本优势产业———汽车及汽车零部件、 钢铁、 电子机械、 生产机械等传

统制造业, 2021 年能源消耗为 5347 拍焦耳 (1 拍焦耳等于 10 的 15 次方焦耳),
占日本能源消耗总量的 43. 6%, 高度依赖进口。② 2022 年, 矿物燃料进口额占

日本进口总额的 28. 4%, 石油、 液化天然气、 煤炭进口额分别为 13. 4 万亿日

元、 8. 5 万亿日元、 7. 8 万亿日元。③ 为此, 日本 2023 年依据 《经济安全保障推

进法》 制订了 “特定社会基础任务基本方针”, 将能源产业认定为维护国民经济

稳定运行的 “特定社会基础事业”。④ 此外, 传统制造业还需大量金属资源。 例

如, 日本生产一辆燃油车要用 1. 1 吨铁、 99 千克铝、 26 千克稀有金属。⑤ 2020
年, 日本汽车产业消耗了 4602. 8 亿日元钢铁、 1344. 0 亿日元金属制品、 2029. 6 亿

日元非铁金属, 生产机械产业消耗了 12683. 7 亿日元钢铁、 5389. 8 亿日元金属制

品、 3096. 5 亿日元非铁金属, 电子机械产业消耗了 729. 4 亿日元钢铁、 2645. 0 亿

日元金属制品、 7010. 6 亿日元非铁金属。⑥ 金属资源也依赖进口。 日本 2022 年钢

铁、 金属制品、 非铁金属的进口额分别为 1. 47 万亿、 1. 59 万亿、 3. 3 万亿日元。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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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为新兴战略产业的半导体产业

半导体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 2023 年, 日本重修 “半导体数字产业战

略”, 要推动国内生产基地建设, 着力发展 “后 2 纳米” 的先进逻辑半导体和记

忆半导体。① 半导体生产过程中的极紫外线光刻设备耗能巨大, 月产能 10 万片

晶圆的日本半导体工厂, 每月电费高达 420 亿日元。② 当前, 新设半导体公司

“急速 (Rapidus) ” 投资 5 万亿日元在北海道千岁市设立了第一家工厂, 2027
年量产 2 纳米芯片时的日均电能消耗达 60 万千瓦时, 接近目前北海道用电总量

的 20%。 为满足该工厂电力需求, 北海道电力公司不顾当地居民反对, 计划于

2026 年 12 月重启泊 (Tomari) 核电站 3 号机组。③ 同时, 台积电在九州地区熊

本县菊阳町的半导体工厂定于 2024 年 12 月正式投产运营, 九州电力公司为此安

排了 6500 亿日元预算用于送配电系统建设。④ 即便如此, 高电价仍是日本本土

生产半导体的制约因素。
半导体生产还离不开硅、 锗、 萤石等关键矿产, 日本对这些矿产的进口需

求持续扩大。 二氧化硅进口, 从 2020 年的 45. 4 亿日元增至 2022 年的 69. 6 亿日

元, 其中 40. 8%来自美国、 31. 7%来自中国、 7. 9%来自德国; 金属锗进口, 从

2020 年的 4. 8 亿日元增至 2022 年的 5. 9 亿日元, 其中 85. 0%来自中国; 二氧化

锗进口, 从 2020 年的 11. 2 亿日元增至 2022 年的 13. 6 亿日元, 其中 69. 6%来自

加拿大、 20. 8%来自中国; 萤石进口, 从 2020 年的 13. 5 亿日元增至 2022 年的

35. 2 亿日元, 其中 84. 5%来自中国、 15. 2%来自蒙古国。⑤

3. 作为传统与新兴技术结合的电动汽车产业

电动汽车是日本的新能源战略重点, 日本政府规划的电动汽车国内市场规

模将从 2022 年的 1402 万台增至 2035 年的 7600 万台。⑥ 其关键部件———功率半

导体、 蓄电池、 永磁电机离不开关键矿产。 氮化镓及氧化镓传输电子速度快,
适用于高频开关场景, 是制造功率半导体的重要材料。 日本是世界最大镓消费

国, 拥有全球近一半镓相关专利, 镓进口从 2020 年的 4. 8 亿日元增至 2022 年的

·99·

论日本提升全球资源获取能力的背景、 手段与成效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半導体·デジタル産業戦略」、 経済産業省 HP、 2023 年 6 月 1 日、 https: / / www. meti. go. jp / poli-
cy / mono_info_service / joho / conference / semiconductors_and_digital. pdf

 

[2024-12-05]。
「九州電力、 送配電に6500 億円　 半導体関連の需要増に備え」、 『日本経済新聞』 2023 年 10 月

19 日、 https: / / www. nikkei. com / article / DGXZQOJC16AMZ0W3A011C2000000 /
 

[2024-12-05]。

 

「建設中のラピダスの半導体工場、 利用電力は60 万キロワット」、 『財経新聞』 2023 年 10 月 7
日、

 

https: / / www. zaikei. co. jp / article / 20231007 / 740888. html
 

[2024-12-05]。

 

「九州電力、 送配電に6500 億円　 半導体関連の需要増に備え」、 『日本経済新聞』 2023 年 10 月

19 日、 https: / / www. nikkei. com / article / DGXZQOJC16AMZ0W3A011C2000000 /
 

[2024-12-05]。
「貿易統計」、 財務省 HP、 2024 年 5 月 30 日、 https: / / www. customs. go. jp / toukei / info /

 

[2024-12-05]。

 

「GX 実現に向けた分野別投資戦略について」、 経済産業省 HP、 2023 年 11 月 1 日、 https: / /
www. meti. go. jp / shingikai / sankoshin / seizo_sangyo / pdf / 015_02_00. pdf

 

[2024-12-05]。



5. 8 亿日元, 其中 85. 0%来自中国。①

锂、 钴、 镍是制造蓄电池的重要材料。 日本 2022 年进口了全球氢氧化锂总

产量的 37. 0%、 钴总产量的 2. 0%、 镍总产量的 4. 7%, 并计划于 2030 年实现蓄

电池产能翻三番至 150 亿瓦时, 对相关资源需求大增。② 碳酸锂进口, 从 2020
年的 204. 7 亿日元增至 2022 年的 1426. 7 亿日元, 其中 49. 7%来自智利、 30. 2%
来自中国、 17. 8%来自阿根廷; 氢氧化锂进口, 从 2020 年的 418. 3 亿日元增至

2022 年的 1526 亿日元, 其中 88. 5%来自中国、 9. 2%来自美国; 钴氧化物和钴

氢氧化物进口, 从 2020 年的 10. 1 亿日元增至 2022 年的 31. 2 亿日元, 其中

62. 7%来自中国台湾、 23. 3%来自芬兰、 13. 1%来自中国大陆; 镍进口, 从 2020
年的 1022. 5 亿日元增至 2022 年的 1919. 0 亿日元, 其中 83. 4%来自印度尼西亚、
8. 7%来自芬兰。③ 钕、 铽、 镝等稀土金属是制造永久磁铁的重要材料, 永久磁铁

直接决定了电动汽车行驶性能。 日本对稀土类金属的进口, 从 2020 年的 217. 3 亿

日元增至 2022 年的 770 亿日元, 其中 59. 1%来自中国、 33. 8%来自越南。④

三、 日本提升全球资源获取能力的具体方法

为降低日本在资源问题上的脆弱性, 确保资源的稳定供给, 日本积极推动资

源占有, 参与资源领域规则制定, 促进资源相关领域技术进步, 以获取全球资源。
(一) 资源的占有

2022 年, 日本能源自给率⑤仅为 12. 6%, 其 99. 7%的石油供给与 97. 8%的

液化天然气供给依赖进口。 日本产业生产所需要的铜、 镍、 钴、 锂、 稀土金属

等 100%依靠进口。⑥ 粮食 (按热量计) 自给率也仅为 38%, 其中 97. 0%的油

脂、 84. 0%的小麦、 75. 0%的大豆依赖进口。⑦ 日本政府认为, 日本国内资源极

其匮乏, 资源稳定供给的脆弱性非常突出, 时刻面临着资源供给波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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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 日本将 “S + 3E” 作为其能源政策的基本方针, 即安全性 ( Safety)
为核心, 同时实现能源的供给稳定 ( Energy

 

Security)、 经济效率性 ( Economic
 

Efficiency) 和环境适应性 (Enviroment)。① 在当前国际背景下, 日本更强调能源

供给需要以安全作为大前提。 此外, 不论是电动汽车、 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先

进领域, 还是太阳能、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 其发展均离不开锂、 钴、 镍等

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 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成为支撑日本国内产业发展的重要

前提。 此外, 在乌克兰危机、 日元贬值、 气候变化等冲击下, 日本粮食供需平

衡、 饮食多元化和均衡化亦受到挑战。
综上所述, 日本政府认为需要通过资源占有的方式, 确保石油、 天然气、

关键矿产、 粮食等的稳定供给。 如日本在 《第六次能源基本计划》 中提出到

2030 年时, 将能源自给率提升到 30%以上, 同时石油、 天然气的自主开发率②

需要从 2019 年的 34. 7%提升到 2030 年的 50%以上, 到 2040 年时进一步提高到

60%以上。③ 在粮食领域, 日本政府提出到 2030 年时将粮食自给率 (按热量计)
提升到 45%的目标。④ 在具体的资源占有政策层面, 日本政府一方面认为需要强

化资源储备量, 扩大日本国内资源生产; 另一方面认为须推动官民合作, 加大

日本政府对民间企业获取资源的扶植力度, 提升日本的资源占有能力。
在增加资源储备量方面, 日本政府决定提高石油储备量, 将石油储备天数

从 2019 年的 224 天, 增加到 2022 年的 236 天。⑤ 2023 年 1 月, 日本政府建立

“战略性剩余天然气” (SBL) 制度, 推动日本企业增加天然气库存, 提高天然

气供给能力。 日本还强化了稀有金属战略储备, 将锂、 钴、 稀土等稀有金属储

备天数从 60 天提升到 180 天。 此外, 日本还着力增加日本国内资源生产, 从

2022 年起实施为期两年的陆地钻探项目, 通过辅助钻井系统, 明确日本天然气

储量情况, 以为进一步的开发做准备。 2023 年日本 《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

方针》 指出, 预计到 2030 年时日本将把小麦、 大豆、 大米、 饲料作物的国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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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面积分别扩大 9%、 16%、 188%、 32%。①

在强化官民合作方面, 2022 年日本将国家油气和金属公司 ( JOGMEC) 更

名为日本金属和能源安全组织 (沿用原英文缩写名称 “JOGMEC” )
 

, 扩大该机

构的职能范围, 将氢能、 海上风电、 地热能等纳入其业务范畴, 积极推动日本

企业开展资源占有相关业务活动。② JOGMEC 积极推动日本企业开展海外资源勘

探业务, 设立 “海外地质结构调查” 制度, 与日本企业签订共同调查合同, 针对

铜、 铅、 锌、 稀有金属、 铀等矿产开展联合勘探调查, 对调查费用给予 1 / 2 至 2 / 3
的补助, 以推动日本企业获得海外金属资源权益。③ 此外, JOGMEC 还通过出资与

债务担保等方式, 降低日本企业在资源获取活动中的资金风险, 促进日本企业占

有海外资源。 截至 2022 年, JOGMEC 已出资建立 60 家项目公司, 累计出资金额达

9461 亿日元, 并对八家公司提供债务担保服务, 债务担保金额为 4777 亿日元。④

战后日本形成了以三菱商事、 三井物产、 伊藤忠商事、 住友商事、 丸红、
双日等综合性商社为代表的商业贸易体系。 这些综合性商社的业务范围涵盖能

源、 矿产、 粮食等进出口贸易工作, 并开展海外资源开发、 货物运输等业务。
田中彰认为, 综合性商社通过单纯进口、 融资买矿、 参与开发等方式, 积极参

与海外资源开发, 确保海外资源进口, 在日本资源占有行动中发挥着核心作

用。⑤ 在能源方面, 日本综合性商社积极获取美国、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等国

的天然气资源。 2023 年 4 月, 三井物产收购了银山能源伙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

南部霍克比尔 ( Hawkbill) 页岩气项目 92. 0% 的股权, 该项目天然气储量达

566. 3 万立方米。⑥ 2023 年 8 月, 住友商社子公司日本液化天然气 ( LNG
 

JA-
PAN) 收购了西澳大利亚斯卡伯勒天然气田开发项目 10%的股权, 预计 2026 年

投产, 每年向日本提供 80 万吨液化天然气。⑦ 在关键矿产方面, 日本综合性商

社着力获取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锂资源。 例如, 丰田通商 2012 年获得了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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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罗斯盐湖项目 25%的股权, 2014 年正式投产碳酸锂。 2018 年, 丰田通商收

购了澳大利亚奥若可博 (Orocobre) 公司 15%的股权, 以加强合作共同开发该项

目。 2023 年, 该项目年产量提升至 4. 25 万吨。① 2023 年 6 月, 出光公司收购了

澳大利亚德尔塔锂业 ( Delta
 

Lithium
 

Limited) 公司 15%的股权, 以推进其在西

澳大利亚州芒特艾达 ( Mt. Ida) 和尹尼萨拉 ( Yinnetharra) 两个锂矿项目的开

采。② 此外, 日本综合性商社积极获取东南亚镍矿以及刚果 (金) 钴矿权益。 例

如, 住友金属矿山拥有菲律宾珊瑚湾镍矿项目 90%的股权, 且正在进行环太平

洋地区镍资源调查。 住友金属矿山在当地建有采用高压酸浸技术的镍矿冶炼厂,
生产的镍、 镍硫化物足够满足日本国内需求。③ 2022 年 12 月, 日本与刚果

(金) 发表联合声明, 推动日企参与刚果 (金) 钴矿开发。④

(二) 制定法律和技术性规则以确保资源供给

日本认为在确保资源的稳定供给领域存在法律上的漏洞, 需要从法律制度

层面予以完善。 同时,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能否有效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将排放对全球气候的影响降至最低, 实现经济发展的绿色

转型, 成为大国竞争的新赛道。 当前, 世界各国均在推动塑造有利于自身产业

结构升级转型的国际标准, 日本在资源的规则制定领域面临激烈竞争。 由此,
日本不仅希望通过制定以及修改法律法规和制度措施, 以强化对能源、 矿产、
粮食等资源的占有, 为本国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生产要素保障, 而且还企盼通

过推动制定法律的方式, 发挥日本在氢能、 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技术优势, 加

快绿色产业发展速度, 引导碳中和发展潮流, 为本国产业发展创造新增长点。
日本通过积极推动资源领域的标准制定活动, 将日本具有优势的技术推广成为

国际推荐技术, 从而为日本企业创造更为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 提升产业实力,
提高其国际地位。 日本希望通过提出国际倡议的方式, 增强其在东南亚、 中东

等资源国的影响力, 以确保其资源的稳定供给。 在战略目标上, 日本在 2023 年

新制定的 “氢能基本战略” 中指出, 要积极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电动汽车技术委

员会 (ISO
 

TC22
 

SC37)、 国际电工委员会燃料电池技术委员会 (IEC
 

TC105) 中

发挥核心作用, 推动氢能利用技术领域的规则制定, 以进一步提升日本的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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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 并扩大氢能消费市场。① 可见, 日本通过加强资源领域的规则制定,
不仅希望提升资源的稳定供给能力, 而且还期望借此提升日本绿色产业技术的

发展空间, 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影响力。
1. 完善资源领域相关法律规范

国内层面, 2022 年 12 月, 日本政府公布 “安定供给确保基本方针”, 将天然

气、 关键矿产、 化肥、 永久磁石等 11 类物资设定为 “特定重要物资”。 从事这些

业务的日本民间企业需要制定 “供给确保计划”, 交由主管大臣审批。 日本政府则

会通过日本政策金融公库、 中小企业投资培育公司等给予企业融资支持。② 2022 年

至 2024 年, 日本政府分别投入 1. 3 万亿日元、 9172 亿日元和 2300 亿日元补助金,
以确保重要物资供应稳定。③ 2023 年 5 月, 日本政府推动制订 《绿色转型推进

法》, 指出作为资源匮乏国家的日本, 需要充分利用绿色产业技术优势, 推动日本

产业发展, 确保能源稳定供给, 促进经济绿色转型进程。 具体措施包括: 引入

“增长导向型” 碳定价构想, 分三阶段构建绿色转型碳排放交易系统 (GX-ETS);
针对碳排放量较大的企业, 征收 “碳附加税”, 激励企业削减碳排放; 发行 “绿色

转型经济过渡债”, 创设新型绿色金融工具, 为企业绿色转型投资提供金融支持

等。④ 2024 年 5 月, 日本政府推动 《氢能社会推进法》 以及 《碳捕捉事业法》
立法, 对从事氢能制造的民间企业给予金融支持, 促进日本氢能技术研发, 并

建立勘探井权以及封存权许可制度, 为日本碳捕捉技术研发扫除制度障碍。⑤

国际层面, 日本通过签署多边条约以及双边贸易协议等方式, 确保能源、
矿产、 粮食等资源供给。 这些条约与协议均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强制力。 2022
年, 日本积极参与 “能源宪章条约现代化提案” 的讨论, 将氢能与氨等可再生

能源投资纳入了投资规则保护对象。⑥ 另外, 日本还利用签署双边贸易协议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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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确保矿产与粮食的稳定进口, 提升日本的资源占有能力。 例如, 日本自 21
世纪以来调整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签署的消极态度, 将推动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EPA) 的缔结设置为其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 推动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议,
包括: 《日本智利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日本印度尼西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日
本不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等。①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多与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签

署双边贸易协议, 以维护日本的资源稳定供给。 日本选择与资源国签订 EPA 而非

FTA 的方式确保其资源供给的原因在于, EPA 所涵盖的范围要超过 FTA, 除撤除

商品和服务贸易壁垒外, EPA 还涉及两国或多国间的投资自由化, 以及各种经济

制度的协调, 更有利于日本企业在海外开展矿山的投资、 收购与经营等活动。②

2. 强化资源领域软性规范的制定

日本政府预计在 2025 年制定新的 “国家标准战略”, 认为国家标准的制定

对于推动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以及新兴产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在其锚定的重

点国家标准制定领域中, 就包含氢能、 燃料氨、 农林水产、 食品等与资源密切

相关的领域。③ 此外, 在能源、 矿产、 粮食等资源相关领域, 日本还积极提出国

际倡议。 虽然这些国际倡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可以通过政策评价、 公开辩

论等方式施加影响力, 有助于日本获取全球资源, 推动日本的安全与发展。 在

能源方面, 日本试图利用自身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技术优势, 为东盟国家的能源

转型提供援助, 以主导亚洲的脱碳化进程。 日本在 2023 年提出 “亚洲零排放共

同体倡议”, 涉及脱碳技术开发、 国际共同项目投融资、 技术标准制定、 碳排放

市场构建等内容, 试图与东南亚国家分享日本绿色转型的经验与技术。④ 在矿产

方面, 日本提出多项国际倡议, 致力于获取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 2023 年,
日本在七国集团 (G7)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提出 “清洁能源相关产品供应链

强韧化倡议”, 致力于强化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矿物供应链中的作用, 日本与加

拿大等国将出资 4000 万美元用以强化新兴市场国家的矿物精炼和加工投资。⑤

在粮食方面, 2023 年, 日本在 G7 峰会上还提出 “构建强韧的全球粮食安全保

障行动声明”, 强调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性, 并提出提高国内农产品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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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农业技术水平等。①

(三) 资源领域的技术进步

在两次石油危机之后, 日本始终将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
其能源使用效率和节能技术处于世界一流水平。 日本始终致力于脱碳技术的研

究开发, 在氢能、 蓄电池等技术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 在战后日本经济发

展过程中, 日本积累了大量废旧电子产品, 被称作 “都市矿山”, 其中含有铜、
锂、 镍、 钴、 钯等多种金属。 由此可见,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日本就具有积

极获取全球资源的意识, 而大变局背景下, 日本更加致力于全球资源的获取。
日本认为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是提高资源获取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提升资源

的使用效率不仅可以提高日本的产业国际竞争力, 而且能够降低日本对他国的

资源依赖。 日本始终重视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 着力推升相关领域的技术水平。
2023 年日本政府制定的 “绿色转型战略” 指出, 要推动日本实现彻底的节能工

作, 促进钢铁、 化学、 水泥、 造纸等制造业企业的节能技术研发, 促使家庭引

入节能设备, 并设置节能补助金, 以激励中小企业开展节能工作。② 氢能、 核

能、 储能技术等是资源领域颠覆性技术的代表。 日本致力于培育和形成资源领

域的颠覆性技术创新, 争夺资源领域技术制高点, 掌握技术进步的主导权, 以

获得国际地位的提升。 日本是资源匮乏国家, 而推动资源的循环利用则是破解

资源不足的重要方法, 可降低日本对资源的需求量, 从而更合理地使用资源。
提升资源循环利用的关键在于提升相关技术水平, 即如何从废弃产品中汲取资

源, 并将之高效用于新产品的生产。
1. 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

自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后, 日本就开始注重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 推出一系

列政策措施。 日本于 1979 年制定了 《能源使用合理化法》 (简称 “节能法”)。 自该

法制定以来, 经历了九次修改, 最新一次修订于 2023 年完成。 该法律的主要政策措

施包括: 重点用能单位指定制度、 低能耗产品 “领跑者” 制度、 企业节能基准制度

等。③ 在战略目标上, 2015 年日本提出到 2030 年前节能 5030 万公秉 (1 公秉等于

1000 公升) 的目标, 而到 2021 年时将这一目标进一步提高到 6200 万公秉。④ 由于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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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在日本电力供给中占据 30%左右份额, 日本致力于提升煤电发电效率。① 日本积极

研发 “超超临界压火力发电” 技术, 可用压力不低于 24. 1 兆帕或温度不低于 583 摄

氏度的水蒸气推动汽轮机做功发电。 预计到 2024 年日本将兴建三隅发电站 2 号、 横

须贺火力发电站1 号、 横须贺火力发电站2 号、 武丰火力发电站5 号等多座 “超超临

界压火力发电站”, 发电总量高达 337 万千瓦时。② 此外, 日本具备提升风能使用效

率的潜在能力, 着力推动海上风电技术开发。 日本政府制定 《可再生能源海域利用

法》, 设定 “海上风电发展促进区域”, 并通过绿色创新基金为开展下一代风车、 浮

体式风电、 海上风电电力系统技术研发的企业提供补助金支持。③ 东京电力公司与东

京天然气公司合作, 研发了浮体式海上风力发电设备高效量产技术, 可将风车产量

从每年四台提升至每年 30 台。④

2. 推动资源领域颠覆性技术创新

在氢能领域, 日本从制造、 运输、 利用等方面入手, 推动氢能领域的颠覆性技

术创新。 东芝研发基于氧化铱的电极加工技术, 既提升了制氢效率, 又降低了成本。
东丽公司开发了碳氢类高性能电解质膜, 可大幅提升制氢效率。 在氢气运输方面,
2023 年川崎重工完成大型液化氢运输船货舱的技术开发, 通过两阶段隔热的方法,
减少外部热量侵入, 可实现液化氢的长期稳定运输。⑤ 在氢能利用方面, 丰田在 2014
年就推出了首款氢燃料电池车, 本田则于 2024 年开始在美国生产和销售首款氢燃料

电池和锂电池相结合的混合动力汽车。⑥ 日本提出到 2030 年时建设加氢站 900 所、 氢

燃料电池车销售增至 80 万辆的目标。⑦

由于核聚变具有二氧化碳排放少、 放射性低等优点, 日本着力推动核聚变领域

技术研发。 2023 年, 日本政府与欧盟合作投资 650 亿日元在茨城县那珂市建立的
 

“全
超导托克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JT-60SA) ” 正式运行, 并在 2023 年 9 月的实验中

首次实现了启动核聚变反应所需的 “等离子体” 状态, 并据此推动与国际热核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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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堆 (ITER) 项目的合作, 以加快实现核聚变发电的落地运行。①

在储能领域, 全固态电池使用固态电解液, 具有安全性高、 稳定性好的特

点, 可进一步缩小蓄电池体积, 是一种颠覆性技术。 日本全固态电池技术研发

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相关申请数量达 12011 件, 远高于韩国的 4224 件、 美

国的 3008 件, 仅日本丰田公司的全固态电池申请数量就高达 2929 件。② 2023 年

10 月, 丰田公司与出光兴产宣布, 将合作开发硫化物类全固态电池技术。 此项

技术可大幅缩短充电时间, 并延长续航, 丰田公司还宣布计划于 2027 年推出装

备全固态电池的电动汽车。③

3. 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技术

日本 “都市矿山” 中蕴含的铁、 铜等基础金属的规模分别为 12 亿吨和 3800
万吨, 而包含的镍、 锑、 锂等稀有金属的规模分别为 170 万吨、 34 万吨、 15 万

吨。④ 当前, 日本企业正致力于开发稀有金属循环利用技术。 2022 年, 住友金属

矿山公司与日本关东电化工业公司共同开发了从废旧锂电池中回收铜、 镍、 钴、
锂等金属资源的技术, 并计划于 2024 年内在日本国内建设完成废旧锂电池回收

利用生产线, 年处理量可达一万吨。⑤ 2023 年, 日本沃尔塔公司 ( VOLTA) 与

三菱综合材料公司合作, 开发了废旧锂电池黑粉制备技术, 并着力推动湿式冶

炼技术的开发, 以从经过处理后的废旧锂电池黑粉中回收镍、 钴等稀有金属。⑥

四、 对日本获取全球资源的评估

日本是资源稀缺国家, 为了获得全球资源, 其通过积极参与或提出多边条

约、 双边贸易协定、 国际标准、 国际倡议等, 努力在资源领域的规则制定方面

占据主动, 但近年来日本在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 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等领域

表现并不突出。
(一) 资源占有的效果

日本在资源占有问题上虽然积极作为, 但总体上看日本在资源占有领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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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优势, 能源自给率和粮食自给率低下问题依旧突出, 日本也很难通过资

源占有的方式完全确保其资源安全。
在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以及日本综合性商社的配合下, 日本在资源占有方面

取得一定成果, 其所拥有的资源自主权益持续增加。 日本自主开发的石油与天

然气日交易量从 2009 年的 124. 1 万桶提高到 2021 年的 175. 3 万桶, 达到历史最

高点, 而后受乌克兰危机影响下降到 2022 年的 157. 8 万桶。① 日本石油与天然

气的自主开发比率也从 2009 年的 23. 1%提升到 2018 年的 29. 4%, 并在 2020 年

达到 40. 6%的高点。② 此外, 日本综合性商社积极推动海外矿山开发, 以获取海

外矿产权益, 各综合商社所拥有的海外基础金属权益数量也在持续提升。 三菱

商事拥有的海外铜矿石权益从 2020 年的 22. 7 万吨提高到 2023 年的 23. 7 万吨。
三井物产拥有的海外铁矿石权益从 2022 年的 5690 万吨提高到 2023 年的 5830 万

吨, 并预计在 2026 年达到 661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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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本能源自给率变化

资料来源: 「令和 4 年度 (2022 年度) ェネルギー需給実績を取りまとめました (速報) 」、 経済

産業省 HP、 2023 年 11 月 29 日、 https: / / www. meti. go. jp / press / 2023 / 11 / 20231129003 / 20231129003. html
#: ~ : text = ェネルギー自給率 (IEAべース, p 減となる12. 6%25%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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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即便日本政府大力推进资源占有相关政策, 因受制于自然资源禀赋,
日本仍难以实现资源的自给自足, 无法摆脱对海外资源的严重依赖。 如图 1 所

示, 在 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 日本能源自给率持续下降, 在 2014 年下降

至 6. 3%。 近年来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上升, 日本能源自给率有所提升, 从

2015 年的 7. 3% 增加到 2022 年的 12. 6%。 但是, 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其他成员国相比, 日本的能源自给率处于极低水平。 2021 年挪威、 澳

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的能源自给率分别高达 745. 7%、 327. 4%、 185. 7%、

·901·

论日本提升全球资源获取能力的背景、 手段与成效 □　

①

②

 

「我が国の石油·天然ガスの自主開発比率 (令和 4 年度) を公表します」、 経済産業省 HP、
2023 年 8 月 15 日、 https: / / www. meti. go. jp / press / 2023 / 08 / 20230815001 / 20230815001. html

 

[2024
-08-10]。
同上。



103. 5%, 而日本仅为 13. 3%, 在 38 个 OECD 国家中处于倒数第二位。①

此外, 近年来日本粮食自给率仍呈现逐渐下滑的状态。 日本粮食自给率

(按热量计)② 从 1960 年的 79%下降到 2010 年的 39%, 而后在 2018 年降到 37%
的历史最低点, 2022 年为 38%。 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属于

最低水平。 2019 年加拿大、 澳大利亚、 美国、 法国、 德国的粮食自给率 (按热

量计) 分别为 266%、 200%、 132%、 125%、 86%, 而日本仅为 38%。③

(二) 资源领域规则制定的效果

在资源领域的规则制定方面, 日本通过多边条约及双边贸易协定、 国际标

准制定、 提出国际倡议等方式, 稳定了日本资源供给, 推动了绿色产业发展,
增强了其提升获取全球资源的能力, 但是日本制定和修改国内法律对其资源能

力的提升的效果并不明显。
日本通过签署多边条约以及双边贸易协议, 强化了资源的稳定供给。 这是

因为, 日本国内基本不产出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矿石, 而通过签署多边条约及双

边贸易协议的方式, 既能降低日本从资源国进口矿石的成本, 也可与缔约国之

间开展矿山开采和矿石精炼等业务合作。 目前日本自由贸易区覆盖率已达 80%
以上, 包含了日本主要的贸易伙伴, 有利于其分散国际政治局势动荡对资源供

应稳定的影响。④ 例如, 日本通过与智利、 澳大利亚签署 EPA, 将铜、 铅、 铝的

进口关税从 3%下调至 0, 降低了日本企业矿产进口成本, 有助于维护日本的矿

产资源稳定进口。 在日本与不丹、 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等国签署的 EPA 中均

设置独立的能源与矿产资源章节, 明确矿产资源贸易的自由属性, 并强化对日

本企业开展海外资源投资活动的保护。 通过签署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 还提升

了日本粮食稳定供给水平。 在 CPTPP 签署后, 日本将从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

进口的牛肉关税下调至 30%以下。 在 《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签署后, 日本

逐步下调对欧洲小麦、 淀粉、 奶酪、 牛肉的关税。 在 《日美贸易协定》 签署后,
日本下调了对美国牛肉、 猪肉、 奶酪等的进口关税。

日本在推动资源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以及国际倡议等方面, 也取得了

一定的效果。 日本积极推动氢能以及燃料氨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工作。 在氢能方

面, 日本试图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氢能技术委员会 ( ISO
 

TC197) 中发挥主导作

用, 围绕加氢站制定了多项国际标准, 如加氢站用高压储存容器 ( ISO19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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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加氢机 ( ISO19880 - 2)、 加氢站阀门 ( ISO19880 - 3 )、 加氢站密封圈

(ISO19880-7) 等。① 此外, 日本也试图主导燃料氨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工作。
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推动下, 2023 年 9 月日本成功在国际标准组织石油石化设备

材料技术委员会 (ISO
 

TC67) 下设置燃料氨锅炉工作组 ( WG14), 推动制定混

氨燃烧相关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工作。② 在国际倡议方面, 日本提出的 “亚

洲零排放共同体倡议” 得到相关国家响应。 例如, 印度尼西亚不仅表示将在

2024 年内制定氢能发展路线图, 还要与日本三菱重工公司探讨合作, 计划在印

度尼西亚的火力发电站中引入氢氨混烧技术。③ 目前, 世界各国均在推动氢能的

有效利用, 受此影响预计加氢站设置的数量将会从 2021 年的 800 余所增加到

2030 年的 4500 余所。④ 同时, 日本政府还计划在 2030 年时将天然气与燃料氨的

混烧比率提升到 30%。⑤ 相关标准和国际倡议的提出, 有助于扩大日本氢能以及

燃料氨技术在国际市场上的应用, 为日本企业创造更大的国际销售市场, 从而

提高其资源领域规则制定的影响力。
但是, 日本政府通过制定和修改国内法律对提升资源权力的效果并不明显。

一是日本提出了包括 《绿色转型推进法》 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措施, 以推动日本

绿色产业发展。 但事与愿违, 这些法律措施的实施, 并未对日本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的改善带来明显的正面影响。 帝国数据银行的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 14. 1%
的日本企业认为绿色转型的推进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产生正面影响, 而有

17. 3%的日本企业表示受到负面影响, 其中零售业、 汽车、 汽车零部件、 运输、
钢铁等行业企业受到负面影响的情况格外突出。⑥ 二是日本 《经济安全保障法》
的实施为日本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带来额外负担。 例如, 为实现锂这一稀有金属

供应来源的多样化, 丰田通商公司在福岛设置氢氧化锂制造厂, 但由于其使用

的原材料———来自阿根廷的碳酸锂价格高昂, 使其生产的氢氧化锂并不具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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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优势。 该工厂自投产以来, 始终处于最低的生产运营水平, 对丰田通商的生

产经营造成了负面影响。①

(三) 资源领域技术进步的效果

在资源领域的技术进步方面, 日本资源循环利用水平虽然得到提高, 但是

在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 促进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方面效果并不显著, 不利于日

本获取全球资源。
作为资源匮乏国的日本, 自古以来就具有将资源浪费最小化的思想, 始终

重视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 日本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水

平持续提高。 在废弃饮料罐回收领域, 日本始终是全球领先国家。 日本建立了

完整的废弃饮料罐回收体系, 不仅提高了铁、 铝等金属资源的利用水平, 也降

低了金属冶炼所消耗的能源。 2022 年日本废旧不锈钢罐和铝罐的回收率分别高

达 92. 7%和 93. 9%。 在废旧电子产品方面, 随着 《家用电器循环利用法》 和

《小型家用电器循环利用法》 的生效实施, 日本废旧电池产品的回收利用能力持

续提高, 对 “都市矿山” 的利用水平持续提升。② 日本废旧家用电器年回收数量

从 2012 年的 1119 万台提升到 2022 年 1495 万台。③

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 日本曾在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方面取得显著

成就。 例如, 在高速增长时期, 日本的钢铁企业曾积极引进氧气顶吹转炉炼钢、
连续铸造、 转炉煤气回收等技术, 极大地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率。 在稳定增长时

期, 日本化学企业则积极改善产品生产工艺, 大力引进节能减排设备, 提升乙

烯等主要化学产品生产效率, 降低能源消耗。 受此影响, 日本的能源生产率④持

续改善, 1955 年至 1973 年间的能源生产率平均值为 1. 2%, 而 1973 年至 1990
年间的能源生产率平均值为 2. 7%。⑤ 但是, 近年来日本面临进一步提升资源使

用效率的困境。 例如, 被日本寄予厚望的浮体式海上风电发展并不顺利。 日本

目前推动建设的海上风电项目均为着床式海上风电项目, 而浮体式海上风电仍

处于技术研发的过程中, 并未投入实际的生产使用, 无法为日本的资源使用效

率提升作出贡献。 如下页图 2 所示, 日本碳生产率的提升自 1995 年以来陷入停

滞, 虽然从 2015 年后出现增加的趋势, 但是截至 2020 年时日本的碳生产率仅为

每公斤二氧化碳 4. 75 美元, 在发达国家中仅居于中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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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生产率是指一国的总产出量与能源总消耗量之比。

  

野村浩二 『日本の経済成長とェネルギー』、 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2021 年、 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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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日本碳生产率变化

资料来源: IMF, “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https: / / www. imf. org / en / Publications / SPRO-
LLs / 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s#sort = %40imfdate%20descending

 

[2024-08-20]。
注: 碳生产率是指每单位二氧化碳的国内生产总值产出水平。

此外, 日本致力于推动资源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创新, 但其技术的普及效果

堪忧, 能否促成大规模的新产品对既有产品的替代仍有待观察。 2023 年日本政

府公布的 “氢能基本计划” 显示, 预计到 2030 年氢能年导入量为 300 万吨, 到

2040 年为每年 1200 万吨, 到 2050 年进一步提高到每年 2000 万吨。① 但是在氢

能的实际普及应用方面, 现实与目标设想间存在差距。 在政府的推动下, 日本

设置了 162 个加氢站, 但是其中有 26 个加氢站的每周营业时间仅为 1 至 3 天,
更有 16 个加氢站处于 “停业整修” 的状态。 作为氢能重要应用领域的燃料电池

车的销售也不甚理想。② 2023 年日本燃料电池车的销量仅为 422 台, 仅占当年度

日本新车销量的 0. 01%。③ 目前, 日本的氢能利用与其设定目标具有较大差距,
实际应用来看, 氢能作为二次能源在能源利用便利性上逊于一次能源的石油和

天然气。 日本希望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氢能以替代电能, 进而改变现有能源结

构, 但这种替代受到生产成本高、 储存运输困难等多种限制。 另外, 日本着力

推动的核聚变以及全固态电池技术尚处于技术研发阶段, 仍未大规模普及。

五、 结
 

语

资源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底层要素, 也是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 更

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因此, 从全球安全发展视角既要看到资源的发展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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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看到资源的安全属性, 统筹围绕资源的发展和安全, 立足资源占有、 规则

制定、 技术进步三个维度提升大国博弈中的获取全球资源的能力。
首先, 在全球安全发展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 日本对于能源、 矿产、 粮食

等资源的争夺将会愈发激烈, 日本将持续致力于提升全球资源获取的能力。 日本

政府公布的 2024 年 “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 指出, 针对重要物资的供

给, 需要不断排查供给中的问题点, 并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 构建强韧的供应链,
消除产业发展风险。 但实际上, 日本在全球的资源获取往往受到美国 “长臂管辖”
的 “政策误伤”。 日本需要认识到东北亚安全发展的史之大、 市之大、 势之大、 实

之大、 失之大, 找到自身的历史方位, 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 才能实现真正的

资源性权力的获取。① 例如, 日本快速充电标准协议会 (CHAdeMO) 与中国电力企

业联合会合作, 联合开发了新一代电动汽车充电标准 “超级 (ChaoJi) ”, 充电功率

可达 900 千瓦, 电动汽车充电五分钟即可行驶 400 公里。 目前中日两国正在合作, 致

力于将这一标准推广到东南亚以及印度, 进而成为电动汽车充电领域的 “事实标准”。
其次, 从日本提升全球资源获取能力所涉及的三个维度看, 日本虽然在资源

领域的规则制定方面取得一定成果, 但是其在资源占有领域并不具备优势, 在提

升资源使用效率、 促进颠覆性技术创新等领域存在瓶颈, 由此可见日本在获取资

源性权力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阻碍。 特别是, 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和新

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背景下, 资源领域的技术进步发挥着主导作用, 而资源的

占有以及资源领域的规则制定则分别发挥基础和保障的作用。 当前, 数据已经发

展成为一种新型资源, 对提升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促进数字领域的技

术进步, 可以提升对数字资源的利用水平, 进而提升全球资源获取的能力。 但是,
对日本而言, 20 世纪 90 年代后日本的信息服务业发展始终缓慢, 信息技术水平难

以实现迭代升级, 无法有效利用数字资源, 制约了日本全球资源获取能力的提升。
最后, 在提升全球资源获取能力方面, 可以以日本为镜鉴。 一是进一步完

善能源、 矿产、 粮食供应体系, 提升资源保障能力。 同时夯实国内能源生产基

础, 保障煤炭供应安全, 推动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确保粮食有效供给。 二是积

极参与资源领域的规则制定, 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 例如, 加强与各国的能源

政策沟通, 成立能源俱乐部。 协调本组织框架内能源合作, 推进新能源发电、
电动汽车等领域国际标准制定, 加强标准领域的国际合作。 三是持续发展新质

生产力, 推动资源领域的技术进步。 加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 集中力

量攻克关键技术, 促进海上风电、 高效太阳能发电、 先进储能、 碳捕捉利用和

封存、 快中子反应堆核电等资源领域技术开发。
(收稿日期: 2024-11-10, 责任编辑: 张诗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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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China
 

Sea
 

research.
 

The
 

results
 

of
 

the
 

forum
 

are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
nificance

 

for
 

safeguarding
 

China'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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