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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产业链转移成本驱动机制问题，以日本半导体产业为例，通过实证分析产业链转移的成本驱动机制，深度剖析产

业链转移的原因，为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发展提供经验指导。研究中应用产业链成本管理、成本驱动机制理论，系统性的分析了

日本芯片产业链转移的原因及内在的成本驱动机制，然后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了成本驱动机制实证模型，收集了 2012 年

到 2022 年期间日本主要上市半导体企业数据，对日本半导体产业链转移的成本驱动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在半导体产业转

移的过程中，成本驱动机制从促进产业发展、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和提高企业竞争力三个方面发挥作用，并且劳动力成本的高低

是驱动产业链转移的关键因素之一，制造成本和土地成本共同影响着产业链转移的差异性，税收政策会对半导体企业的营收和

利润产生直接影响，政府部门应及时采取措施来促进产业升级和优化，相关企业应根据变化趋势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同时，

加强和深化国际合作，以提高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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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从 1950 年代至今，日本半导体产业经历了迅速崛起、陷入困境、部分产业逐渐恢复等多种发展状况。

从 1950 年代开始，日本政府通过资金补贴和技术转移吸引国内外企业进入半导体产业领域。通过减税、补

贴和其它政策鼓励公司投资半导体研发。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日本半导体产业在 1970 年代迅速崛起。1978
年，东芝公司推出第一款日本制造的微处理器，标志着日本在半导体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1980 年代，

日本半导体产业进入黄金时期，半导体企业通过低价销售赢得了全球市场份额，NEC、东芝和日立成为全球

领先的公司。1990 年代，由于投资过度、全球市场需求放缓和竞争加剧，日本半导体产业从高峰跌落下来

并且陷入困境当中。2000 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逐渐恢复。目前，日本半导体产业尽管并非在全球领先，

但在产业链部分环节也能够占据全球领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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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但由于劳动力成本和其它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日本

的一些半导体企业不得不将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大陆，通过产业转移来降低生产成本和维护竞争力。

半导体产业是产业链特征非常突出的产业，从生产环节角度看，在上游的半导体设备与材料作为支撑之下，

半导体生产分为设计、制造和封测三大环节，环节分工极为明显、产业链链条的阶段性特征突出。半导体产

业转移表现出产业链转移的明显现象。产业链转移是指将生产制造等分工环节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

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产业链的跨国转移也日益普

遍。产业链转移可以使企业在成本、资源、技术和市场等方面获得更大的利益。本文以日本半导体产业为例，

研究产业转移的成本驱动机制，深入了解产业链转移的动因和影响因素，从而把握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转移

的趋势和机制。也有利于企业通过研究成本驱动机制，寻找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优势，优化产业链结构，

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中美贸易战等经贸摩擦的不断升级，研究半导体产业链转

移的成本驱动机制，还能够为我国承接来自本土之外的半导体产业转移提供承接对策，帮助政府制定相关政

策和战略

2  文献综述

2.1 产业链成本管理理论2.1 产业链成本管理理论

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产业链成本管理是企业提高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产业链成本管理主要关注如何通过优化供应链、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效率等手段来降低整个产业链上的总体

成本。然而，由于产业链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以及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产业链成本管理存在一系

列挑战和问题。

从成本管理角度来看，产业链趋向于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在促使产业转移的驱动力以及力度方面，要素

成本特别是土地成本的快速上涨促使资本流动，诱发产业转移，由于工业用地存在较明显的机会成本，土地

相比劳动力对工业的离散力作用更显著（杨亚平和周泳宏，2013［1］）。土地成本促使产业转移，也影响产

业结构和产业升级，对区域的产业转移效应进行测度分析，表明产业转移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

响，而土地成本身处其中，则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该研究认为，土地成本对于企业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失

衡，是影响该企业盈利能力的一大难题，而产业转移是解决因土地成本导致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失衡的重

要方式（张晓兰，2023［2］）。成本对成熟产业的产业转移作用也较为明显，以笔记本计算机产业为例，由

于该产业已经进入产品成熟期，已陷入产品微利化的困境，该产业正面临着成本驱动的转移状况，其中的成

本影响因素主要是上涨的工资成本、优惠税收被取消、产业转移黏性成本（缺工、限电等等）（沈逸民和李

非，2014［3］）。成本对区域间产业转移的作用也较大，从成本驱动机制出发，以京津冀区域经济为研究对

象指出，影响产业链转移的因素，主要由劳动力因素与内部交易成本共同构成，因此加强区域间产业梯度转

移，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且对产业整体竞争力造成直接影响（刘兆国和王云凤，2021［4］）。

目前，产业链成本管理及其对转移影响机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亟待解

决的挑战。由于产业链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如何综合考虑各个环节的成本，并制定有效的成本管理策略仍

然是一个难题。并且，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政策的调整，未来产业链成本管理需要时刻适应新

的情况和挑战。

2.2 产业链转移中成本驱动机制研究2.2 产业链转移中成本驱动机制研究

半导体产业链转移机制及驱动因素的研究正变得日益重要。随着全球半导体市场的迅速增长和技术进步，

许多国家都意识到了半导体产业的战略地位，并开始加大对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和支持力度，半导体产业链转

移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

半导体产业链转移的机制是多方面综合影响的结果。一方面，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跨国公司

能够更容易地将其生产活动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另一方面，政府的产业政策、人才资源和基础设

施等因素也对产业链转移起着重要作用。例如，低成本劳动力和税收优惠等条件能够吸引外资企业将其生产

线迁至某些发展中国家。此外，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也会促使产业链转移，以便更好地满足新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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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在针对半导体产业链转移的研究中，以全球汽车芯片为例，根据产业转移与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

采取区位熵和绝对份额法的实证方式对全球汽车芯片集聚现状进行了研究，从而系统剖析全球汽车芯片产业

转移的优劣势，提出如何提高全球汽车芯片产业转移能力的对策（王若达等，2022［5］）。通过对各国汽车

芯片产业转移的研究，认为产业转移的同时会伴随带动效应和集聚效应，促进产业承接地的可持续发展（李

先军等，2022［6］）。以日本移动通信技术产业为例，指出发挥地方产业自身特色，承接产业转移，依托区

域资源优势形成相关的产业集聚，是日本移动通信技术产业今后发展的必然选择（张文闻，2021［7］）。

当前，半导体产业链转移机制及驱动因素相关的研究正在逐渐深入。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不同国

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链转移模式和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和优化配置资源。

这对于各国政府和企业决策者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和战略指导意义。

2.3 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及转移研究2.3 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及转移研究

日本作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其产业链转移的机制和驱动因素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

者的兴趣。

通过产业转移的偏离 - 份额分析模型，来分析日本半导体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差异的现状，发现区域战

略和城市化的土地成本合理开发与规划，有利于缩小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经济差异（Wakimura 和 Indriati，
2022［8］）。指出日本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长期困扰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严重影响日本

半导体产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加强税收政策部署，则可以为日本半导体产业提供有利的经济契机和政策

环境（Natsuki，2022［9］）。从日本的货币政策及体系出发，分析影响日本半导体产业转移的影响要素，表

明有效引导日本半导体产业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不仅可以实现日本半导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可

以减少日元开支，节约劳动力成本（Henry 等，2022［10］）。对日本半导体结构调整进行研究，通过将日本

对标欧洲工业 4.0，明确提出半导体行业优先战略的结构调整方向选择，日本半导体短期应采取以化工产业

为单主导产业策略，长期应采取多主导产业策略的关键结论（Kovacs，2022［11］）。

当前，对日本半导体产业转移相关研究的现状显示出该领域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未来的研究将重点

集中在探索日本半导体产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转移模式、影响因素和效益评估，为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提供更

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战略指导。

2.4 文献综述总结2.4 文献综述总结

综上所述，国内外不少学者围绕产业链转移的动因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与案例实践分析，并归纳出劳

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税收成本甚至是货币汇率的波动，都会对成本结构造成影响，进而推动产业链转移。

但是关于半导体企业产业链转移的成本驱动机制，目前在学术上依旧未能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归纳总结。据

此，本文将基于以上研究成果，以实证的方式对日本半导体产业链转移的成本驱动机制展开分析。

3  日本芯片产业的产业链转移现状及机制理论分析

3.1 日本芯片产业的发展历程3.1 日本芯片产业的发展历程

日本芯片产业是在二战后迅速崛起的。以下是其主要发展历程：

1950 年代：日本政府在“计划经济”政策的推动下，通过资金补贴和技术转移，吸引美国、欧洲和日

本国内的一些公司进入该领域。

1960 年代：日本政府开始支持和发展本国的半导体产业。它通过减税、补贴和其他政策鼓励公司投资

研发，并成立半导体研究所。

1970 年代：日本的芯片产业开始迅速崛起。1970 年，NEC 成为第一个在日本生产 DRAM 的公司，随

后其他公司也开始进入该市场。1978 年，东芝公司推出第一款日本制造的微处理器，这标志着日本在芯片

技术上的成就。

1980 年代：日本芯片产业进入黄金时期。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该国的芯片制造商大力投资研发，增

加生产能力，并通过低价销售赢得全球市场份额。日本的芯片制造商如 NEC、东芝和日立已经成为全球领

先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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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由于日本芯片制造商的投资过度，全球市场需求的放缓和竞争加剧，日本芯片产业开始陷

入困境。在这个时期，日本的芯片制造商纷纷砍掉部分业务和削减工厂规模。

2000 年代：日本芯片产业逐渐恢复。该国的芯片制造商开始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如手机和数字相机，

以及发展高科技产品，如液晶电视和太阳能电池。此外，日本芯片制造商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技术转移。

2000 年代：日本芯片产业逐渐恢复。该国的芯片制造商开始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如手机和数字相机，

以及发展高科技产品，如液晶电视和太阳能电池。此外，日本芯片制造商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技术转移。

2010 年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产业链的跨国转移也日益普遍。

日本，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半导体企业在成本、资源、技术和市场等方面获得了更大的利益，同时

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

2020 年代：由于劳动力成本和其他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日本的半导体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并保持

竞争力，一些日本半导体企业已经开始将其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和中国等地。   
总的来说，日本芯片产业经历了起伏，但在产业链不少领域仍然领先全球。

3.2 日本芯片产业链转移的背景现状3.2 日本芯片产业链转移的背景现状

3.2.1 研发和生产基地的调整3.2.1 研发和生产基地的调整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竞争加剧，日本企业必须不断调整其研发和生产基地，以适应变化的市场环

境和满足客户需求。这种调整涉及到多个方面，包括产业链转移、海外扩张、本土生产等。

首先，随着全球制造业的分工和合作越来越深入，日本企业不得不通过产业链转移，将一些环节转移到

亚洲周边国家和其他地区，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效率。通过这种方式，日本企业可以将一些中低端制造业

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周边国家，同时在日本本土保留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制造业和研发中心。

例如，日本汽车企业在日本本土保留了高端研发中心，而将部分制造环节转移到亚洲周边国家，例如中国、

印度等。其次，日本企业还通过海外扩张的方式建立研发和生产基地，以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在海外建立

研发中心和工厂，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同时也可以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和资源。例如，丰田公司在美

国建立了大型的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以满足北美市场的需求，同时还向当地技术人员传授了先进的技术和

管理经验。最后，日本企业也在本土调整其研发和生产基地，以适应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日本政府

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鼓励企业加强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推动产业升级和

转型升级。例如，索尼公司在本土建立一个大型的研发中心，聚集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多个领域的

创新研究和开发。

总之，日本企业在不断调整其研发和生产基地，以应对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满足客户需求。通过产业链转

移、海外扩张和本土调整，日本企业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升级转型，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占

有率。

3.2.2 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增加3.2.2 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增加

日本企业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增加，是因为日本本土市场的增长受到制约。由于日本国内的人口结构

已经发生变化，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力也在不断变化。同时，日本市场的饱和程度也在不断增加。这种趋势

意味着日本企业必须在海外市场寻找更多的机会和增长点，以保持竞争力和稳定增长。例如，日本汽车企业

通过在海外市场扩张，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从而实现全球化战略的成功。其次，日本企业对海外市

场的依赖程度增加，还因为海外市场具有更高的增长潜力和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海外市场的消费者更加多

元化和开放，对品牌、质量和价格都更加敏感。通过在海外市场提供符合当地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日

本企业可以拓展市场份额，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竞争力。同时，海外市场还具有更高的回报率和成本效益，可

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和生产成本。最后，日本企业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增加，还因为海外市场的政策和

法规相对较为开放，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和便利。随着全球自由贸易的推进和跨境投资的便利化，海外市

场为日本企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海外市场的政策和法规相对开放，为企业提供更加友好的投

资环境和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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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日本企业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是一种必然趋势。通过在海外市场扩张和提供符合当

地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日本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竞争力。同时，

海外市场还具有更高的增长潜力和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客户。

3.2.3 企业竞争力的提高3.2.3 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为了适应产业链转移的趋势，日本企业采取多项措施提高竞争力，具体措施包括技术创新、降低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等方面。首先，技术创新是日本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关键。日本企业在技术研发上投

入大量资源，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举例来说，索尼公司致力于开发创新产品，并将其技术应用于不同

的产品线。丰田汽车则通过研发新型动力系统和提高汽车设计的细节，来提高汽车的燃油效率和驾驶体验。

这些技术的创新有助于提高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赢得更多的客户和市场份额。其次，降低成本

也是日本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关键。随着全球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需要不断降低生产成本，以保持竞

争优势。日本企业通过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降低生产成本。例如，丰田汽车在全球建立高效的

生产系统和产业链管理，从而实现大规模生产和成本降低。第三，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也是日本企业提

高竞争力的关键。日本企业注重产品设计和制造的细节，并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和性能，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此外，日本企业也重视客户服务，并通过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和保修服务，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总之，日本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等方面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这些

举措使得日本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赢得了更多的客户和市场份额。

3.3 基于产业链成本管理角度的日本产业链转移驱动机制3.3 基于产业链成本管理角度的日本产业链转移驱动机制

产业链成本管理主要是以产业链管理等相关概念当作根本，利用成本动因分析等相关手段最大限度的去

收集产业链里面所有环节的成本信息，并且对其进行分析和运用，在实行全产业链成本管理方法之后，对其

进行深度优化，同时尽可能的对产业链里面的全部环节成本进行压缩，让成本进一步下沉。一般而言，研究

产业链的目的在于为企业的管理和决策服务，为此必须对企业所在的产业链进行分析，产业链管理通常包括：

纵向产业链管理，横向产业链管理和内部产业链管理，其框架结构见图 1。

图 1 产业链管理结构框架

从上述理论框架来看，企业为了获得更低成本的原材料、劳动力、制造和运输等环节的优势，将其生产

和产业链的环节转移到国内或海外其它地区。产业链转移不仅包括生产制造环节的转移，还包括研发、设计、

销售、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转移。通常，产业链转移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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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许多企业选择将其生产和产业链的环节转移到其它地区，如中国大陆、东南亚、印

度等，以获得更低成本的优势。产业链转移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单向转移和双向转移。单向转移是指将某一

环节的生产或服务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如将生产制造环节从日本转移到中国大陆。而双向转移则

是指在不同地区之间建立起多层次的产业链，如在中国大陆建立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从而构建

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降低成本。由此可见，尽管产业链转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

考虑多个因素，如政策环境、市场需求、成本和风险等，但企业在进行产业链转移时，特别重视对成本因素

的综合评估和谨慎决策，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从成本驱动的角度来看，在成本管理理论基础上，成本驱动机制主要是从促进产业发展、调整区域产业

结构和提高企业竞争力三个方面发挥作用，其具体机制体现如下。

3.3.1 产业链转移可以促进日本芯片半导体产业的发展3.3.1 产业链转移可以促进日本芯片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通过将生产环节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地区，日本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并在全球范围

内寻求更广阔的发展机遇。此外，产业链转移还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流动，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能力的

提升，为日本芯片半导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3.3.2 产业链转移可以调整区域产业结构3.3.2 产业链转移可以调整区域产业结构

日本芯片半导体产业链的转移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将生产环节转移到欠发

达地区，可以有效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时，产

业链转移也可以减少日本部分地区的过度依赖于芯片半导体产业，降低区域经济的风险。

3.3.3 产业链转移可以提高日本芯片半导体企业的竞争力3.3.3 产业链转移可以提高日本芯片半导体企业的竞争力

通过转移生产环节，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竞争力。此外，结合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和横

向合作，企业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综合竞争力。例如，在转移生产制造环节的

同时，日本企业可以在中国大陆等地建立研发中心，加强技术创新和产品设计能力，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总之，基于成本管理和成本驱动机制的分析显示，日本芯片半导体产业链转移可以促进产业发展、调整

区域产业结构和提高企业竞争力，其整个驱动机制高度复杂。但是实际的产业链发展的过程中，在进行产业

链转移时，需要综合考虑政策环境、市场需求、成本和风险等多个因素，并进行谨慎决策，以实现最大的利

益和可持续发展。

4  理论推导和研究假设

4.1 成本驱动对产业链转移的影响机理4.1 成本驱动对产业链转移的影响机理

结合前文第二章对日本芯片产业链的产业转移现状及机制分析，从产业链成本管理理论角度来看，成本

驱动对产业链转移的影响机理可以从促进产业发展、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和提高企业竞争力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产业链转移可以促进日本芯片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通过将生产环节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地区，日本

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广阔的发展机遇。这样的转移还可以促进

技术创新和知识流动，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其次，产业链转移可以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日本芯

片半导体产业链的转移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将生产环节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可

以有效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产业链转移可以提高

日本芯片半导体企业的竞争力。通过转移生产环节，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竞争力。结合产

业链的垂直整合和横向合作，企业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综合竞争力。例如，在

转移生产制造环节的同时，日本企业可以在中国大陆等地建立研发中心，加强技术创新和产品设计能力，进

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从整个产业的宏观层面来看，成本驱动对产业链转移的影响核心在于整个行业和产业的整体提升。具体

来说，成本驱动可以产生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竞争效应。产业转移效应方面，成本驱动对投

资双方的产业升级均有直接的影响。对东道国而言，产业转移效应可以为东道国提供大量的资金和管理经验，

使其能够大幅提升自身的生产力，从而延长产品生命周期，扩大生产优势。而对于母国而言，产业转移效应



产业链转移的成本驱动机制：以日本半导体产业为例

2024.01 科学决策　47

则是将相对落后、劣势的产业转移至国外，有利于国内产业总体布局的调整，为高质量产业的发展创造空间

和条件，同时也能够释放出更多生产资源，为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从而带动母国产业结构的调

整升级。同时，产业关联效应和竞争效应则具备间接作用机制。通过将产业按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划分，可

以将产业关联效应分为前向和后项两种作用方式。从前向关联效应来看，处于产业下游的企业在开展对外投

资活动时，会间接要求上游产业提升相关制造水平，以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来巩固其生产链中的地位。这一

环节会驱动上游企业的技术研发和创新突破，通过加大研发投入的方式来维持或扩大其市场份额。从后向关

联来看，投资国将产业链上游产业转移到成本驱动东道国，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优质或低成本资源，从而带

来产品质量的提升及生产成本的下降。此外，企业在开展成本驱动活动的过程中，也可以获得更多先进的技

术与经验，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学习并反馈用于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创新，从而提升竞争力的同时也带动

整体行业的进步。

总之，从产业链成本管理理论角度来看，成本驱动对产业链转移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促进产业发展、

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等方面。这种转移可以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

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并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然而，在实施成本驱动过程中，企业需要注

意不仅追求成本降低，还要关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实现持久竞争优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基于

成本驱动对产业链转移的影响机理，可以采用如图 2 所示的框架进行描述。

图 2 成本驱动对产业链转移的影响机理

4.2 研究假设的提出4.2 研究假设的提出

根据前面所述，可以将成本驱动对产业链转移的影响机理概括如下：微观上资源寻求型成本驱动通过在

海外市场获得母国生产所需资源，从而缩小资源瓶颈的限制，并通过资源运输来连接生产上下游技术升级、

提高产业集中度；市场寻求型成本驱动通过海外投资拓宽市场，减少生产成本并由于竞争加剧刺激技术进步；

技术寻求型成本驱动则是以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使母国企业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战略资产寻求型成本

驱动更多是针对上市企业在市场战略部署时进行的技术引进活动，可以直接提升该企业的生产能力。宏观上

产业转移效应可以为母国新兴产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充足的发展资源，通过转移“夕阳产业”的方式实

现产业调整，对产业结构具有直接作用；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竞争效应均通过间接方式刺激产业链的技术升

级。因此，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 1：劳动力成本能够显著驱动日本半导体产业链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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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文从产业链成本管理理论角度分析，产业链转移可以促进日本芯片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通过将生

产环节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地区，日本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并且，产业链转移可以调整

区域产业结构。日本芯片半导体产业链的转移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将生产环节

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可以有效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结合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日本凭借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大力发展密集型产业，在半导体产业领域

获得了较为可观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到了上世纪 80、90 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见成效，在世界经济

格局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挥巨大作用，日本国内产业领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渐失。作为劳动密集型产

业，半导体产业曾给日本带来很多就业机会，产生相当大的行业效益，但是日本是一个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

家，因此日本政府基于社会福利的考虑，在政策上实行雇佣保障制度和其它劳动法规，使得企业需要支付高

昂的薪资和社会保险费用。这些政策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导致企业考虑将生产线转移到

成本更低的国家。另一方面，伴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必然会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投资成本增加，从而影

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这也是日本企业进行产业链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可以认为劳动力

成本能够显著驱动日本半导体产业链转移。

假设 2：制造成本与土地成本对日本不同地区半导体产业链转移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性。

根据前文对产业链成本管理和成本驱动转移机制的分析，可以得出制造成本在半导体产业链转移中起着

关键作用。制造成本包括原材料采购、生产设备投资、劳动力成本等因素。日本不同地区的制造成本差异主

要源于供应商网络的密度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例如，在东京等大城市，供应商网络发达且基础设施

完善，这使得制造成本相对较低，吸引了大量半导体企业。而在偏远地区，供应链短缺和交通不便等问题导

致制造成本较高，从而限制了半导体产业链的转移。其次，土地成本也是影响半导体产业链转移的重要因素。

日本的土地成本因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异。大城市地区土地成本高昂，这意味着半导体企业需要支付

更高的租金或购买土地，增加了其运营成本。相比之下，偏远地区的土地成本较低，在半导体产业链转移时

更具吸引力。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土地成本较低，但偏远地区可能面临人才供给不足、市场规模较小

等问题，这也会对转移决策产生一定影响。

因此，可以认为制造成本与土地成本对日本不同地区半导体产业链转移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性。制造成

本主要反映了供应商网络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而土地成本则受到地理位置和经济因素的影响。

假设 3：税收政策和日元升值与日本半导体产业链转移或存在相关性

根据前文第二章基于产业链成本管理和成本驱动转移机制的分析论证，税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企

业的盈利能力和成本结构。如果一个国家采取较高的税收政策，企业的成本将增加，导致其在全球竞争中的

竞争力下降。相反，较低的税收政策可以吸引外国企业并促进本国产业发展。因此，日本政府对于半导体产

业采取的税收政策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该产业链的转移。其次，日元升值也将对日本半导体产业链的

转移产生影响。随着日元升值，日本的出口商品价格变得更高，这可能会导致其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

为了降低成本并保持竞争力，一些企业可能会选择将其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其中包括半导体产业链的

一部分。因此，日元升值可能会成为促使日本半导体产业链转移的因素之一。

因此，可以认为基于产业链成本管理和成本驱动转移机制的分析，我们假设税收政策和日元升值与日本

半导体产业链转移存在相关性。

5  日本半导体产业链转移的成本驱动实证分析

在 2012 年至 2022 年之间，日本半导体产业经历了一系列转移和发展，随着全球半导体市场的竞争加剧，

日本的半导体企业开始面临来自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激烈竞争。这导致日本企业不得不寻求新的发展方

向。由于技术进步的推动，半导体产业出现了从传统制造型向高科技领域转型的趋势。日本企业开始积极投

资研发，加强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以开发新的半导体技术和产品。他们重点关注人工智能、物联网、

汽车电子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并且在日本的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竞争力，许多日本半导体企业选

择将制造环节转移到海外。他们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了生产基地，并与当地政府合作，共同促进该地区的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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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产业发展。这种转移使得日本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政策，同时也扩大了他们在全球市场

上的份额。同时，在此期间，日本政府也积极参与半导体产业的转移和发展。他们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计划，

以支持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政府还鼓励国际合作，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技术交流和合作，以推动日本半导体产

业的全球竞争力。整体来看，2012 年至 2022 年期间，日本半导体产业经历了从传统制造向高科技领域的转型，

加大了研发投入，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并得到政府的积极支持。因此，本文选取日本的瑞萨、东芝、富

士通、索尼、罗姆和三菱这 6 家半导体企业在 2012-2022 年的相关数据，其能够有效的体现整个日本的半导

体的发展历程和特征。数据均来源于日本半导体设备协会（SEAJ）、日本中央省厅下辖日本经济产业省（け

いざいさんぎょうしょう）、通商产业省（つうしょうさんぎょうしょう），以及各半导体企业公司年报和

统计年鉴。

5.1 变量的选择5.1 变量的选择

5.1.1 被解释变量5.1.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产业链转移（Industrial chain transfer，ICT）表示日本各半导体企业 i 在 t 年的产业链转移指数。

产业链转移意味着整体产业链由低附加值、低效率朝着高增加值、高生产率转变，因此参考对该指标的计算

方法（田正和江飞涛，2021［12］），将第一世界（美国与西欧发达国家）、第二世界（日本、欧洲、澳洲、

加拿大、南非）、第三世界国家（除日本外的亚洲，除南非外的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均进行权重赋值纳入

指标测算中，具体测算公式为：

  （1）

其中， 计算方法如下：将第一、二、三世界国家产业链转移占总产业链转移的比重作为空间向

量的三个分量，从而构成日本各半导体企业 i 在 t 年关于总产业链转移的三维向量 。令产
业链转移由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排列的向量为 ，则 W 与产业向量夹角为：

  （2）

ICT 主要用于反映产业链转移至各级国家的降级关系，值越大表明该地区产业链转移频次越高。

5.1.2 解释变量5.1.2 解释变量

其一，制造成本（Manufacturing costs，MC），包括劳动力成本、能源成本、运输成本等。通过对日本

各半导体企业制造成本（MC）进行统计，代表各半导体企业 i 在 t 年的制造成本投入水平。无论是向发达国

家投资获得先进技术，还是向生产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实现产能转移，都将驱动日本各半导体企业的

产业链转移机会（吴艳等，2023［13］；贺正楚等，2022［14］）。

其二，原材料成本（Raw material cost，RMC）。本文采用日本各半导体企业高科技原材料成本（含自

主知识产权成本）来代表该各半导体企业在 t 年的原材料投入水平。原材料投入水平上升，会导致该企业不

得不提升其制造成本，从而驱动该企业产品价格被迫攀升。

其三，土地成本（Land cost，LC），本文通过日本各半导体企业建厂总面积来衡量该企业对外贸易的驱

动力，土地成本较高的半导体企业，预示着该企业建厂面积偏大，招募的劳动力必然也会与之上涨，从而与

制造成本一起对成品率及半导体工艺质量带来一定的负面驱动。如果其成品率控制管理出现问题，不仅会提

升检验标准难度，同时也对企业品牌形象造成潜在的危机。

其四，税收政策（Tax policy，TP）。税收政策，将直接会对企业盈利带来正面或负面的驱动。税收政

策宽松，会通过福利或者政府补贴的方式降低企业成本，如日本通商产业省为支持半导体产业撤华，就有对

本土半导体产业进行相关税收政策的支持，从而提高企业预期收益，并由此在撤华、撤欧、撤越南的过程中，

将他国先进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带回，从而指导撤回后的日本企业在生产效率上有所提升。反之，若税收政

策吃紧，日本的本土半导体企业则会进行产业链转移，并向诸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带有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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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转移。

其五，金融发展水平（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FDL）。制造成本带来的产能利用率，会左右产业

链转移，当金融发展水平越好，资金使用效率越高时，产业链越容易获得投资所需资金。由此可见，日本各

半导体企业的产业链转移与该企业金融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本文主要围绕货币政策中日元升值这点展开探讨，

通过日本各半导体企业当年金融机构贷款总余额除以日本各半导体企业 GDP 总额，来衡量货币政策（也既

日元升值）对产业链转移的驱动力。

5.2 模型构建5.2 模型构建

为了量化日本半导体企业的产业链转移水平，采取产业链转移指数（ICT）作为被解释变量。产业链转

移指数是关于产业链转移合 / 理化的衡量指标，值越大表明该地区产业链转移可行性越理想（赖丹和罗翔，

2022［15］）。

考虑到日本的产业链转移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为此引入税收政策直接投资水平（TP）、原材料投

入（RMC）、土地成本（LC）、制造成本（MC）和金融发展水平（FDL）作为控制变量。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模型：

  （3）
其中， 分别表示模型存在的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

5.3 模型检验与回归分析5.3 模型检验与回归分析

5.3.1 数据描述性统计5.3.1 数据描述性统计

如表 1 所示，各变量存在较大的量纲差异，因此将 MC、RMC、LC、TP 因素数据进行对数处理。进行

对数处理后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各变量均值、极值单位基本一致。

表 1  描述性统计

(1) (2) (3) (4) (5)

VARIABLES N mean sd min max

lnICT 310 1.901 0.044 1.821 2.036

lnMC 310 13.042 1.698 5.932 16.942

lnLc 310 13.460 1.593 5.071 16.844

lnRMC 310 14.135 1.703 7.401 17.033

lnLC 310 15.260 1.682 10.343 18.517

lnTP 310 11.161 1.534 6.588 14.830

5.3.2 数据相关性检验5.3.2 数据相关性检验

通过 stata 软件进行初步相关分析检验得出，各变量间基本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模型设计初步成立，见表 2。

表 2  变量相关性检验表

lnICT lnMC lnRMC lnLC lnTP FDL

lnICT 1

lnMC 0.538*** 1

lnLc 0.441*** 0.502*** 1

lnRMC 0.314*** 0.719*** 1

lnLC 0.442*** 0.790*** 0.703*** 1

lnTP 0.534*** 0.862*** 0.744*** 0.892*** 1

FDL 0.642*** 0.171*** -0.158*** -0.126** 0.030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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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VIF 检验得知，各解释变量之间 VIF 值均低于 10，说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

见表 3。

表 3  VIF 检验表

Variable VIF 1/VIF

lnTP 7.760 0.129

lnLC 5.790 0.173

lnMC 4.970 0.201

lnRMC 2.720 0.368

lnLC 3.516 0.208

FDL 1.450 0.690

Mean VIF 4.540

5.3.3 整体回归分析5.3.3 整体回归分析

（1）Hausman 检验

首先通过静态估计办法对统计进行处理。静态统计数据模型检验方法分为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

和混合回归模型。因此，采用 Hausman 检验进一步选择合适的模型，见表 4。

表 4  Hausman 检验结果表

VARIABLES
(1)

FE

lnMC
0.003**

(0.002)

lnLc
0.014**

(0.003)

lnRMC
0.003

(0.003)

lnLC
0.006**

(0.002)

lnTP
0.011***

(0.002)

FDL
0.029***

(0.004)

Constant
1.571***

(0.032)

Observations 310

Number of province 31

Hausman 61.67

p-value 0.00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下表同。

根据 p 值小于 0.05 得知，Hausman 检验假设 0H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不成立，因此选择采用固定效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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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对变量进行回归。此外，根据 Hausman 检验过程中 OLS 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及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可知，

三种效应中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均在 99% 的程度上显著，说明设计模型初步具备一定的稳健性，见表 5。

表 5  OLS、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汇总表

OLS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lnICT lnICT lnICT

lnMC
-0.004** 0.003* 0.003**

(0.002) (0.002) (0.002)

InLc
-0.002** 0.011* 0.004**

(0.003) (0.001) (0.002)

lnRMC
0.003** 0.016*** 0.003

(0.001) (0.004) (0.003)

lnLC
0.010*** 0.012*** 0.006**

(0.002) (0.003) (0.002)

lnTP
0.007*** 0.010*** 0.010***

(0.002) (0.002) (0.002)

FDL
0.066*** 0.018*** 0.029***

(0.003) (0.004) (0.004)

_cons
1.601*** 1.322*** 1.571***

(0.016) (0.048) (0.032)

N 310.000 310.000 310.000

r2 0.705 0.681

r2_a 0.700 0.640

（2）固定效应回归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6。

表 6  整体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y

lnMC
0.003*

(1.91)

InLc
0.015**

(2.73)

lnRMC
0.016***

(4.24)

lnLC
0.012***

(4.02)

lnTP
0.010***

(5.01)

FDL
0.018***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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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S
(1)

y

Constant
1.322***

(27.50)

Observations 310

Number of province 31

R-squared 0.681

Province FE YES

F test 0

r2_a 0.640

F 116.9

回归结果表明，在 95% 的显著性水平下，lnMC 系数为正，表明制造成本与产业链转移呈现互补效应，

MC 每增加 1%，产业链转移系数将上升 0.003%，这说明制造成本投入越大，会给日本半导体产业带来越大

的成本压力，从而驱动产业链转移的形成机制变快。此外，从全局数据分析可知，原材料投入、土地成本、

税收政策和金融发展水平（货币增值）也都对日本产业链转移调整有正向作用，说明原材料投入越多，土地

成本总比越高、税收政策越严苛，对产业链转移的驱动力越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日元的升值，也既相对美元汇率的下调，可以促使日本货币增值，让日本经济

状况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吸引外资。但同时日本半导体企业生产力的支付能力也

会相应上升，由此造成劳动成本的上调，因此日元升值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缓解产业链的转移速度，

但日元升值同时也可以影响劳动成本的上涨，由此加快驱动产业链转移。因此对于这一显著变量，本文因搜

集相关数据不足而未对其展开针对性研究，仅以金融发展水平作为本次实证的解释变量。由表 6 分析可知，

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会驱动企业制造成本投入的增加，而制造成本投入的提升，也会驱动产业链转移。

（3）滞后效应检验

由于采用制造成本作为核心变量，需要对滞后性效应进行进一步判断，又考虑到原材料投入变量对产业

链转移的驱动具有滞后性，因此，将 lnMC 和 lnRMC 进行滞后一、二期后回归，见表 7。

表 7  滞后效应检验结果

(1) (2) (3)

lnICT lnICT lnICT

lnMC
0.003* 0.003 0.004

(0.002) (0.003) (0.002)

InLc
0.004** 0.002 0.012***

(0.003) (0.002) (0.004)

lnRMC
0.016*** 0.002 -0.002

(0.004) (0.006) (0.005)

lnLC
0.012*** 0.012*** 0.013***

(0.003) (0.003) (0.003)

lnTP
0.010*** 0.008*** 0.006***

(0.002) (0.002) (0.00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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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lnICT lnICT lnICT

FDL
0.018*** 0.019*** 0.018***

(0.004) (0.004) (0.004)

L.lnMC
-0.000

(0.002)

L2.lnMC
0.001

(0.002)

L.lnRMC
0.021***

(0.005)

L2.lnRMC
0.026***

(0.005)

_cons
1.322*** 1.245*** 1.220***

(0.048) (0.054) (0.061)

N 310.000 279.000 248.000

r2 0.681 0.700 0.702

r2_a 0.640 0.654 0.649

回归结果表明，制造成本对日本产业链转移无显著的滞后效应，但原材料投入和政策的改变，会随着滞

后期越长相关性越强，由此说明，原材料投入的增加，以及税收政策的调整，都会让日本产业链转移具有滞

后性。此外，日本国内各地区因为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比如瑞萨公司位于南方九州岛的熊本市，

东芝公司位于关东的东京，罗姆公司位于日本西部的京都府，其经济发展和地理区位条件，都会直接驱动制

造成本对产业链转移的效应。由于东京地区整体制造成本投入规模较大，且属于金融中心，因此该地区诸如

东芝、富士通、索尼、三菱等企业的产业链转移更为合理，南方九州岛由于地理位置、生产力过剩、历史文

化等原因，因此促成该地区成为了日本高科技产业的主要集中地。故而单一围绕瑞萨公司进行分析，发现其

并未呈现出显著的产业链转移驱动意愿，因此存在差异化回归的必要性。关于这一现状，需要后续展开进一

步的研究。

6  结论

6.1 研究结论6.1 研究结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日本半导体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选择将生产转移到其它国家。据此，

本文以日本半导体产业为例，通过实证分析产业链转移的成本驱动机制，论述产业链转移的原因，并得出以

下结论：

首先，劳动力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进而成为驱动日本半导体产业链转移

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中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或地区，其具有明显的优势，而高劳动力成本的国家或地区，往

往会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提供更好的员工培训和发展、更好的福利待遇、更完善的劳

动保险和社会保障等。因此日本半导体企业在进行产业链转移时，需要进行全面的成本效益分析和风险评估，

以确保转移的可行性和成功性。

其次，制造成本是半导体产业供应链转移的主要动因之一，研究制造成本对供应链转移的影响，有助于

了解制造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趋势。比如半导体产业的原材料主要包括硅晶片、金属、化学品等，而以

上原材料的采购、运输，以及企业自己生产、加工，都会提升制造成本。而产业链转移，也会反过来导致资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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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重新分配，例如工业资本、技术、人力和市场。这可能导致原来的产业在某些地区的衰落，而新兴产业在

其它地区的发展。这种重新分配可能会对国家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失业率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的不稳

定性。而日本是世界上土地资源相对较为稀缺的国家之一，因此土地成本上升，又会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和

制造成本增加，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由此可见，制造成本与土地成本的共同作用，会对

日本不同地区半导体产业链转移具有显著差异性。而这一结论，也与本次实证分析的统计结果相当，也即制

造成本与产业链转移呈现互补效应。

最后，在关于税收政策的研究可知，税收政策会对日本半导体企业的营收和利润产生直接影响，而日本

政府为了消除或是降低其影响，则会通过改革劳动法规和税收政策等手段，减轻企业的成本压力，提高企业

的市场竞争力，以促进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当政府对税收政策弃之不顾，则可能会对导致日本半

导体企业在运营的过程中造成贸易逆差，甚至还会威胁到日本经济增长放缓。由此可见，日本半导体产业链

转移与税收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这种来自外部环境因素的改变，对于日本半导体产业链转移的成

本驱动影响不及制造成本显著，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该动因依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日本半导体企业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可以借由本研究结果作为参考依据，从而完善其产业

链结构。比如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掌握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税收政策和汇率等关键因素的变化，及时采取

措施来促进产业升级和优化，以避免产业链转移带来的损失。而企业在经营和管理方面，则可以通过掌握相

关因素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自身的生产和经营策略，加强人才培养，改善营商环境，以保持竞争优势和盈

利能力。此外，国际合作是提高日本半导体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故而日本政府可以考虑积极参与国际合

作，加强与其它国家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进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6.2 启 示6.2 启 示

通过对日本半导体产业链转移的成本驱动机制展开分析，得出相关结论，这些结论从以下 3 个方面给我

国半导体产业链的发展带来启示。

其一，导致日本半导体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因是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中国在整体发展上依然具备较为

显著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尽管中国也面临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但国家整体人口规模仍然庞大，这使得劳

动力市场仍然相对充裕。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可以继续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来推动相关技术创新，

并通过站在国家战略高度来提高核心技术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可以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

支持，包括加大对半导体产业的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加强与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以推动核心技术的突破

与应用。政府还可以提供税收优惠、资金支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支持，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并培育

出属于中国的自主品牌。

其二，在半导体产业发展过程中，中国可以借助土地成本优势和原材料采购优势，在通信芯片领域加强

技术革新，努力突破技术垄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中国的相关企业通力合作，共同完善布局结构，打

造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中国可以利用土地成本优势来建设高效、先进的制造基地。通过降低土地使用成本、

提供基础设施支持等手段，吸引国内外半导体企业落户，并提供良好的制造环境和条件。针对通信芯片等关

键领域进行技术革新，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我国半导体产业的整体水平提升。通过加大研发投入，鼓励

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共同攻克核心技术难题，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同时，通过稳定区域经济、

平衡货币汇率的措施，降低因货币上升而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升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其三，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半导体产业的扶持政策，当前中国的税收政策对于产业链转移具有一定的

相关性，因此我国政府需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合理利用好税收政策，比如规范半导体设计制造流程，加大

设备材料领域的财政拨款，减少半导体企业办厂的地税等，帮助半导体企业快速搭建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在

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应该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升。除了依靠规模优势外，还需要加强技术研发、人才

引进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以实现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

尽管本文对产业链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未来的研究

方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更加深入地探究不同产业链之间的转移关系及其机制。（2）分析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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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等新趋势对产业链转移的影响，以及考虑其它因素对产业链转移的影响，如政治、文化

和社会因素等。（3）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不同产业链转移模式下的企业盈利能力、就业和社会经济影响等方

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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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st Driven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Chain Transfer:Taking the Japanes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 an Example  

ZHANG Xue-lin，PAN Hong-yu，REN Yu-xin，HE Zheng-chu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ost driving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chain transfer, taking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of Japa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cost driving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chain transfer, deeply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industrial chain transfer, and provides experience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chain. In this study, w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reasons for the transfer of the Japanese chip industry chain and 

the inherent cost-driving mechanism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chain cost management and cost-driving 

mechanism. Then, we adopted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o build an empirical model of cost-driving mechanism, and 

collected the data of major listed semiconductor enterprises in Japan from 2012 to 2022.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st driving mechanism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chain transfer in Japan, and conclude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ransfer, the cost driving mechanism plays a role from three aspects: promot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djusting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level of labor cost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driv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transfer. Manufacturing cost and land cost jointly affect the difference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transfer, tax policy will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revenue and profit of semiconductor enterprise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take timely measures to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optimization, relevant enterprises 

should adjust their own business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changing trend,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 and deep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ntire industrial chain.

Key words: industrial chain transfer; cost driven mechanism; Japan’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