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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日两国工匠精神之异同
陈　丽

（西安翻译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工匠精神”就是指某一种文化基本职业精神，是现代劳动者职业道德、能力、品质基本要求方面的一项重要道德体现。本

文试图就流传中日两国文化的“工匠精神”的历史异同等展开全面对比分析论述，立足我国当前以及中日两国目前对于中国匠人精神文

化的学习运用与现状，就发扬“匠人精神”精神必要性，以及就“工匠精神”在中日两国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何深远意义进行研究分析，

从历史对比等研究资料中可得出与两国相比各自具有的明显优缺点和能够相互参考借鉴学习的独特地方，为自己今后升学就业深造等明

确规划方向，同时从中也同样可以激起当代人们在对匠人精神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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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这一概念源于柏拉图的概念理论、亚里士多德的目

的论和基督教的新教伦理精神。工匠精神不仅是优秀制造业的灵

魂，而且它也能帮助工人实现自己的价值。中国工匠精神是企业

提高质量和效率的金钥匙，也是增强中国制造业软实力的动力，

同时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动力。通过加强价值激励，创新教育

培训，完善和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工匠精神可以被渗透到各个

领域。在整个社会中，对工匠精神的培养和倡导，为实现中华民

族的复兴创造了新的生机。

日本工匠精神是一种态度、信念、追求、质量以及财富，这

也意味着爱、关注、持久性、信誉等等。许多日本企业可以繁荣

几百年的秘密是由于他们对其持续的工匠精神具有一致的关注，

以及他们往往不受短期利益的影响。这在日本制造业中得到了更

好的体现。工匠精神也是整个工业革命中的一股很好的促进发展

力量，工匠们这个庞大群体无疑是未来各细分领域发展的主要探

索者之一和发明家，他们推动了科学和技术以及工业制造的发展。

因此，他们不仅生产了产品，同时也改革创造了精神和文明。

一、关于中国工匠精神

（一）中国工匠精神概论

传统中国工匠精神文化的价值内涵形式和重要地位已在当今

现代国际社会逐渐发生重大了历史性变化，新时代也赋予文化了

赋予它一种新价值的内涵。现代的工匠精神不仅是继承发展了中

国传统工艺美术的技术特色，而且为非工匠的职业生涯创造了许

多现代特征。现代社会的技术复兴是中国历史的必然趋势，我国

经济的结构转型需要大量完整的具有工匠精神的创造性人才的培

养。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的制造业都需要工匠精神来加强国

际竞争力，这也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世界知名品牌。卓越和顾客至

上的工匠精神，工匠系统和文化是促进制造业转型、发展我国智

能制造的关键元素。

（二）中国工匠精神的特征

工匠精神是一种典型的经典色彩，在工业能力的提高中起着

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的经济是呈现更好的形式、优化劳工分配

和结构合理化的关键时期，因此追求卓越和完美的工匠精神已经

成为提高产品品质和生产水平的一个关键因素，它继承了改变中

国从制造业大国到强劲的制造业国家的基因。

（三）如何更好地发扬中国的“工匠精神”

首先，“工匠精神”意味着要保持内心的孤寂，工匠应该对

生产思想有一定的认识，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平和及稳定的感觉。

他们对自己有信心，能从他们创造的产品中感受到生命的价值。

他们应该拥有技术性思维，相信他们能够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

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环境。

其次，“工匠精神”是指对高品质产品的持续追求，也意味

着追求卓越的、精心设计同时生产多年的产品。企业家和员工都

注重自己的产品，他们使用高科技、创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模式

来提高产品的质量、价值和效率。

最后，“工匠精神”意味着要在工作中保持永远的热情，因

此品质和安全必须要不断地提高。这种爱和关注是可以转移到周

围的人身上的，这样工匠们就可以在平凡乏味的工作中保持热情

和活力，以此来实现更好的目标。

二、关于日本工匠精神

（一）日本工匠的形成与内涵

“工匠精神”在日语中表述为“职人气质”，亦作“职人魂”。

日本中的工匠精神指的应该是日本工匠精神们所特有的“精益求

精的极其认真的工作精神”精神。而且这种匠人精神往往是后人

代代相传出来的。如日本中的这种工匠精神还可能包括了“踏踏

实实，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等等。

我们街上经常随处可以看到有日本等很多小小的手工作坊，

店铺并不大，但是人家已经成功经营过了上几代传承人，而且那

几份小手艺的代代相传也一点都没有走样，店铺现在并不想着走

连锁式扩大生产经营面积的经营路线，而是继续严守自己那一份

小小手艺，严守着对服务顾客的诚信承诺，严把控品服务三个环节，

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兢兢业业地继续经营着。

另外，工匠精神其实也并远不只是限于那些日本的民间手艺

人，而“工匠精神”也其实才是这个日本这个社会整体应具有的

这样一种工作和精神，也是日本人的一种生活态度。

众所周知，日本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岛国”，四面环海、自

然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加之日本很多地区都处于火山频发地带，

因此日本人时常面临着海啸、台风、火山、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困扰。

在如此生存环境下的日本人总是充满了危机感，同时也养成了遇

到困难坦然面对，坚忍不拔，沉着冷静，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这样的品质和生活态度，造就了日本匠人在手工制造业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态度。

（二）日本工匠精神的特点

日本与“工匠精神”也就形成了日本人用心做事的这两个最

重要的特征，对工作本身的追求高度地忠实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

到最极致。日本的“匠人精神”却能使人很好的摆脱急功近利的

心态带来的弊端和压力。对待经济工作的不懈不怠、严谨务实和

工作认真，不仅将带来职工经济收入水平的富足充实和安全稳定；

也能够使人体会从日常工作生活的各个细节工作中，体会出工作

带来的真正价值取向和对人生真正的意义。目前，工匠精神在日

本的各个领域都有很好地体现和传播，工匠精神已成为日本民族

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日本工匠精神对日本制造业的影响

日本非常重视制造业，善于吸收他国之长，注意扬长补短，

变为己用。他们十年如一日地磨炼自己的一技之长，重视培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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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劳动者，坚守自己的岗位，视“工匠精神”为手工人的灵魂。“自

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打开国门，积极吸收他国文化，致力于发

展自己的制造业，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实现了人类社会史上

罕见的、比欧美更为完善成熟的现代工业体系建设和工业化大量

规模化生产的新社会，达到了以前德、美苏等西方任何文明国家

制造业都一直未能真正达到现代化的文明高度的工业化生产水平。

作为工业化的成功者，日本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达到了领先世界的

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四）日本工匠精神的理念特点

1. 诚信至上理念

近世工匠个人的诚信正直与工匠家族的信誉至上理念合为一

体，诚信至上成为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在竞争中取胜以图企业永

存的必要条件，而失去诚信则意味着失去了立足之本。日本著名

的世界 500 强企业东芝公司因做假账遭遇连锁反应。首先股票腰

斩，股东起诉要求赔偿；其次东芝产品销售不振，近几任董事长

和社长被追究司法责任；随后银行拒绝贷款，最终使其陷入全面

经营困境，不得不将白色家电卖给中国的美的公司，将最赚钱的

医疗设备事业卖给佳能公司。在日本，企业的信誉不是简单由资金、

技术判定，很大程度 . 上取决于创业历史。

2. 顾客至上

在日本的古代，顾客可以直接去工匠的商店购买工艺品，这

样他们就有机会和工匠们交换使用这些产品的经验。工匠可以更

好地把握这些顾客的需求，以此对产品进行改进，这也是传统工

匠精神的关键元素。在现代大型制造业的工业时代，日本的工人

们都是用友善和热情创造产品，这样他们就能给客户提供方便，

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日本工匠通常把他们的情

感和感觉带到产品的制造过程中，比如提高外观的触摸感、扩大

产品的功能等等。

3. 反哺社会的责任意识

随着这种种社会封建因素逐步的逐渐被逐步革除，传统企业

社会意义层面上通常所说到的企业的“奉公”的概念虽然现在可

能几乎已经接近彻底地消失，但是其对日本的企业概念蕴涵的现

代企业社会责任感亦即可能是现代反哺了传统的社会责任概念的

一种反思与意识也仍然感到尤为地强烈。众所周知，日本的日本

神社内的其各种优秀历史传统建筑皆受到了极其严格良好的程度

上的大规模修缮与保护，其中数量最也是最为数之为惊人的无疑

的便是其周围遍布着在其全国各地中大大小小的各类型神社建筑

群以及其在一年四季中开展种类也极其之繁多的各式大型的祭祀，

而在实际上无论以其是其对各种神社设施进行的大规模的维修改

造及保护还是对其周围各种历史传统进行盛大的祭祀等文化活动

形式的持续开展，其中的中坚力量也几乎均有一部分来自日本当

地或民间，特别值得一提的则是由日本以及当地及民间的各类文

化相关服务企业所给予的援助。

相比较于西方近代乃至欧美现代的大企业文化“仅对股东负

责”理念与中国“坚决维护股东利益”现代企业文化的基本经营

和管理之宗旨，日本的当代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更多应该更加看

重于企业个人本身的生存经营与发展及自身如何完成自我发展反

哺到整个社会。这也就是因此才使日本企业于在西方的近世时代

所逐渐形成出来的并相对于由欧洲和近代中国所渐渐分化发展开

来的中国的工匠精神文化在我国在当代发展的那一方面也已经渐

渐出现了一种泛化发展之新趋势，不再单纯是仅局限于中国一个

民族传统文化之工匠，还已经进一步的感染并影响着了在中国社

会各行各业所有的人。

另一方面演绎为企业群体化精神的“工匠型企业精神”，与

近世形成的中国的工匠精神思想体系一脉相承，以追求企业健康

发展与永续创新企业为其文化核心目标，以在强调个人遵纪守法、

危机意识前提下企业群体的可持续与奋发图强之企业精神、诚信

源于企业质量至上、反哺企业于个人社会责任等为要义。

四、日本工匠精神影响下的产品特点理念

（一）便携性

日本的设计理念长期存在多年以来唯一的一大技术亮点就是

其便携性，工具文具日用品等几乎都是具有体现了便携化设计思

想的一些基本产品特征，从最传统的折扇到在 20 世纪的 70 年代

由索尼公司推出的随身听都是已充分体现地表现了便携化设计理

念的概念。

（二）顾客至上

在日本的古代，顾客可以直接去工匠的商店购买工艺品，这

样他们就有机会和工匠们交换使用这些产品的经验。工匠可以更

好地把握这些顾客的需求，以此对产品进行改进，这也是传统工

匠精神的关键元素。在现代大型制造业的工业时代，日本的工人

们都是用友善和热情创造产品，这样他们就能给客户提供方便，

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日本工匠通常把他们的情

感和感觉带到产品的制造过程中，比如提高外观的触摸感、扩大

产品的功能等等。

（三）追求细节完美

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岛屿国家，因此人们更接

近自然，他们把美丽的东西当作精致的东西。至于工匠们，他们

创造的美丽是用产品的形状和实际经验塑造的。然而，日本人并

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每天努力工作，探索优秀品质的产品。

（四）环保

日本人在购买产品时非常在意环保这件事，由于所处环境的

资源匮乏以及有限的人均居住面积，整个社会对产品设计是否保

护环境以及减少占用空间都特别关注。

五、结论

工匠精神即是指提倡的一种精益求精和严谨细致与严谨认真、

一丝不苟和严谨精益求精、重铸完美细节、追求卓越追求完美追

求品质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当前，我国整个社会经济组织发展

与模式变革正逐步开始处于整个经济处于转型升级跨越赶超升级

重要阶段中的转型发展战略关键节点时期，培育树立传承和保护

培育和弘扬传统中华制造工匠精神文化对于全面加快巩固提升巩

固完善推进我国制造现代工业化产品质量、建设面向现代化世界

质量强国战略格局和迈向中国制造全球竞争力强国目标均具有了

极其有特殊地位与特殊重要社会意义的战略意义。

综上所述工匠精神是指一种工人在日常工作劳动过程实践中

努力追求创造卓越业绩的工匠精神理念，是指一种科技创新企业

精神、工作态度和生活梦想的一种体现。工匠精神无疑是新一轮

工业革命发展很好的社会促进性力量，工匠人这个大群体必然是

人类各大领域中的积极探索者之一和伟大发明家，中日两国传统

工匠精神发展有着它们各自特有的社会特点，其社会形成必定有

着十分深刻独特的内在社会、历史原因，因此二者只有共同根据

自己本国特殊国情，结合未来社会文化发展之新趋势，互为吸收

借鉴，才能真正更好有效的去服务于我们本国装备制造业自身的

长远发展，将我国传统文化的传统工匠精神文化赋予它新时代的

巨大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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