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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联网比日本的要“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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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淳史：由于中美摩擦的影响，人员、产品和资金的流动变得缓慢，技术创新将迎来冬

季——美国调查企业欧亚集团将这种风险列入“2019 年 10大风险”，但真实情况如何呢？ 

    笔者走访了与美国硅谷关系密切的中国南部的深圳。坦率地说，几乎感受不到“冬天的迹

象”。 

     或许是因为包括深圳、香港和澳门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启动巨大的再开发计划。

由于将诞生匹敌美国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圈的经济圈，斯坦福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等美欧、

香港的大学与中国大陆的大学及企业展开合作的计划接连不断。 

 

深圳华强北的电子零部件商店（资料图） 

     在日本企业中，丰田和日立制作所与中国的初创企业展开合作，京瓷则在深圳建立了开放

式创新（与风险企业等合作力争实现的技术创新）基地。 

      以上海为基地，为日本大企业和中国初创企业牵线搭桥的企业“匠新”的首席执行官（CEO）

田中年一表示，“去年是很多日本企业高管访问深圳准备的一年。今年将出现具体的行动”。 

      在中国的媒体上曾经看到过“投资冰河期”这种说法。美国调查企业 CB Insights 统计显

示，2019年 1～3月世界风险投资比上一季度减少逾 2成，中国也不例外。 

      但就算是减少，也是钢铁、化学等中国传统企业的投资。这些企业为对抗被称为 BAT（百

度、阿里巴巴集团、腾讯）的中国 IT（信息化技术）企业而启动风险投资，但由于在缺乏经

验，结果失败的事例不断出现。这些企业的行动的确在降温。 

      另一方面，如果询问投资公司和企业，BAT对初创企业的投资方面仍然积极。主要的美国

风险投资和投资基金也并未试图减少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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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感觉在中国经常听到的“担忧”是针对日本企业的速度感的。日企与中国打交道

的方式整体上依然消极，“正在被 BAT和美欧抢走有潜力的合作伙伴”。 

      强生、默克、微软……，仅仅是美国，就有数十家大型企业在中国建立了开放式创新的基

地，还在展开投资，但在日本企业中拥有这种基地的只有京瓷。 

       根源或许在于日本企业仅仅将中国视为“代工工厂”，仍未完全改变这些看法的思维问

题。在深圳一带，在日本企业相关组织登记的企业数量现在超过 400家，但以挖掘初创企业为

目的新来到中国的企业明显少于因人工费上涨而考虑迁移的企业数量。 

      中国是巨大的市场，另一方面，还是巨大的技术创新的试验场。美欧的企业至少这样认为，

即使在中美摩擦的背景下，也对新业务的发掘、合作以及积极的投资姿态也十分明显。 

      技术创新的试验场。以这种视点，希望在中国体验的服务有 2个。分别是开店 1年多就逼

近美国星巴克在华店铺数的瑞幸咖啡、以及借助餐饮外卖快速增长的美团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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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家企业都是通过将互联网和现实经济结合起来而取得成功的“独角兽企业”、首次公开

募股企业，笔者个人把这种企业称之为“社会课题解决型风险企业”。“中国的大城市空气污

染严重，不想外出”、“中午时不想排长队”等的需求巨大，正面回应这些需求的是这两家企

业。 

      所有产品接入互联网的技术在日本和欧美被称为“IoT”，而在中国被称为“物联网”。

虽然说法存在不同，但中国和欧美在“为扩大网络功能而创造新产品（硬件）”这一思维上非

常相似和投缘。 

      另一方面，日本的 IoT 的起点是“为扩大硬件的功能而与互联网连接”，重心在于硬件。

如果进入美欧和中国市场，日本的产品或许将再次被称为“孤岛○○”等。 

       东京大学的副教授伊藤亚圣将中国“独角兽企业”成功事例的共同特征称之为“轻物联

网”。即使很小，也将抓住社会的需求，尝试性推出旨在解决问题的应用程序和最低限度的终

端。同时具备在已存在的无数硬件上搭载简单通信技术，先将新服务推向社会加以检验的旺盛

试验精神。 

      幸运的是，在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尤其是深圳，还存在被称为解决方案企业（设计

工作室）的企业群，汇总电子零部件和完成品供给网等，在客户企业启动业务之前提供指导。 

      日本的关注焦点容易投向基础设施和工厂自动化等一般来说“沉重的物联网”，但身边的

技术创新更多期待的或许是“轻物联网”。首先，日本企业也有必要尝试中国的产业基础，或

站在创业的第一线。如果作壁上观，机会损失有可能变得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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