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后 ７０ 年 曰本经济发展轨迹与思考

徐 梅

内容提要 ：
二 战 后资源贫乏 、 市场狭 小 的 日 本 ， 在诸 多促进经 济增 长要

素 的作用 下 ， 实现 了 近 ２０ 年 的经济高速增长 。 以 １ ９７３ 年 石 油 危机 为 转折 点 ，

曰 本经济开始减速 ，
并 出 现 一些现象 ， 包 括和 当 前 中 国 经济 发展所 面 临 课题

类似 的 问 题 。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 中 后期 ， 在 后发 效应 趋于终结 、 市 场 曰 益饱

和 的 情况 下 ，
曰 本经济 出 现 严 重 的

“

泡 沫
”

。 ９０ 年 代初
“

泡 沫 经济
”

崩 溃 ，

曰 本经济陷 入长期低迷 。 尽 管 之后 各届 政府都 采取 了 刺激 经济增 长 措施 ，
但

由 于经 济体 制 改 革滞后 、 政局 不稳 、
宏观 调控余地有 限 、 劳 动 力 市 场相对 封

闭 、 外 需作 用减 弱 等 原 因
，

曰 本 经济始 终未能 真正步 入复 苏 轨道 。 目 前执 掌

政权 的 安倍 内 阁 正在 积极推 动 结构 改革
，
而人 口 少 子老龄 化的 发 展趋 势 、 外

部 经济形 势 的 复杂 多 变 等 决定 了 曰 本经济 中长期将会处于低速增长 的 常 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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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历 了
３０ 余年改革开放的今天 ，

回顾战后 ７０ 年来 日 本经济的发

展历程 ， 重新审视 日本曾经创造的
“

经济奇迹
”

、 高速增长时期累积的问题以

及
“

泡沫经济
”

的产生与崩溃等 ， 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 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

本文拟在梳理战后 ７０ 年 日本经济发展轨迹的基础上 ，
思考 日本经济发展

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 以更加全面 、 客观地认识战后的 日 本经济 ，

从中探寻经济发展的某些规律 ， 分析和把握未来 日 本经济的走向 。

一 关于战后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再认识

二战后 ， 在遭受战争破坏 、 国 内能源资源匮乏的情况下 ，
日 本实现了近

２０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 １ ９５６￣ １９７０ 年 ， 日本实际 国 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 年均

增长率为 ９ ． ７％ （参见图 １
） ， 跃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 国 ，

也成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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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 ） 日 本学刊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６ 期

亚地区经济发展的
“

领头雁
”

。 海 内外各界
一

度热衷于探讨战后 日 本经济成功

的
“

奥秘
”

， 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学习 和效仿 日 本 。
１９ ７８ 年 １０ 月 ， 时任 中 国

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 日本 ， 在乘坐新干线时感叹 ：

“

我明 白什么 叫现代

化了
”

。 改革开放后的中 国 ， 也十分重视学习和借鉴 日 本发展经济的经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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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５６ 
￣

１ ９９ ０ 年 日 本实 际 ＧＤＰ 增长率 的变化

资料来源 ： 内閣府
『

平成 ２６ 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 』 、
２０ １ ４ 年 、

３ ２ １ 頁 。

战后 日本之所以 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 既有 国 内 因 素也有 国外因 素 ，

既有传统因 素也有现实因素 ， 既有经济 因素也有政治文化 因素 ， 既有宏 观因

素也有微观因素 ， 归结起来不下几十条 。 综合经济增长理论及各 国和地 区经

济发展的实践来看 ， 资金 、 劳动力 、 技术 、 制度环境 、 资源 、 市场等是影 响

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

（

一

） 资本积 累持续增加 ，
不 同层次的 高素质劳动 力供应充足

发展经济需要大量的 资金投人 。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
日 本 的家庭储蓄

率直线上升 ，

１ ９７５ 年高达 ２２ ． ８％
，
比 １ ９５５ 年提高近 １ １ 个百分点 （ 参见图

２
）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以后 ， 日本对外贸易收支转 向盈余 ， 外汇储备额不断

增加 ，

１ ９７５ 年为 １ ２ ８． ２ 亿美元 ，
比 １ ９５６ 年增长 ２６ ． ３ 倍 。

？
另外 ，

日 本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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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战后 日 本家庭储蓄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 ： 内閣府
『平成 ２６ 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 』 、

２０ １ ４ 年 、
３ ２４ 頁 。

① 内閣府 『 平成 ２６ 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 』 、
３３２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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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７０ 年 日 本经济发展轨迹与思考 Ｃ５

分红率低于欧美 国家 ， 其国 防投人因受
“

和平宪法
”

制约而处于较低水平 ，

这些因素为企业扩大生产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 。

需要指出 的是
，
战后 日本经济的发展对外资依赖程度很低 。

１９７３ 年度
，

外国对 日直接投资仅两亿美元 。

① 到 １９８５ 年度 ， 外国对 日 直接投资额与 日 本

对外直接投资额之比为 １
：

１３ ．１
。

② 与其他主要发达 国家对内对外投资大体均衡

的状况相比 ， 日 本处于失衡状态 。 究其原因 ， 主要有 ： 日本对外资采取
一

些

限制性措施 ， 如 １９５０ 年颁布 《外资法》 ， 对外资持股比率 、 合资企业的经营

权等进行直接或 间接限制 ； 企业间相互持股 、 主银行制 、 流通体制等商业制

度 、 习俗等阻碍外国企业进人 日 本 ； 国 内投资成本较高 ，
税率 、 劳动力成本 、

土地价格等明显高于美 、 英 、 德 、 法等国 ，

２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后 日 元不断升值 ，

进一步增加了外国对 日 投资成本 ， 外国企业不愿或难以进入 日 本 。 对外资依

赖程度较低 ， 有利于避免外资对本国经济 的控制 ， 减少外部影响 ， 增强 自身

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稳定性 。

这期间 ，
日本国 内劳动力供应充足 。 １ ９７ ３ 年 ， 日 本劳 动力人 口 数量为

５３２６ 万人 ， 比 １ ９５５ 年增长 ２７％ 。

③ 尤其 ６０ 年代是 日本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

代化发展最快的时期 ，
也是城市工业吸收农村劳 动力最多 的时期 。 １９７０ 年 ，

日 本兼业农户 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比重从 Ｉ９６０ 年的 ６５ ．７％上升到 ８４ ． ４％
 ， 其中

以他业为主 、 农业为辅的
“

二兼
”

农户超过
一

半 。
？ 农村释放出 的大量劳动

力 ， 不仅支撑了 日本工业现代化的发展 ， 也促进了农民收人的增加 以及城乡

居民收人均等 目标的实现 。 １９６ １－ １９７０ 年 ， 日 本农户年均收入增长 ２． ４ 倍 ，

此后甚至超过了城市职工家庭年收人。
？

除劳动力数量供应充裕之外 ，
日 本劳动力的素质普遍较高 ， 这主要得益

于其重视教育的传统 。 早在德川幕府时期 ， 日 本即 已成立先进的文化教育机

构 。 到明治时期 ，
日本一直将获取西方先进技术 、 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作为长

远战略 。 二战后 ， 日本更是把发展教育作为经济恢复和增长的一个重要着力

① 日本貿易振興会 「
１ ９８８ 世界ｔ 日本 ＣＯ海外直接投資」 、

１９Ｓ ８ 年 、
４３ 頁 。

② 日本貿易振興会 「
１９９３ 世界 ｔ 曰本Ｏ海外直接投資 」 、

１ ９９３ 年 、 ５２３
￣

５２４ 頁 。

「
１９８８ 世界 ｔ

日本０海外直接投資 」 、 ３８６
￣

 ３８７ 頁 。

③ 内閣府 『 平成 ２６ 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 』 、
３２７ 頁 。

④ 参见 《简明 日 本百科全书 》 编委会中 日经济专家合作编辑 ： 《现代 日本经济事典》 ，
北京 ？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日本总研出版股份公司 ， １ ９８２ 年 ， 第 ４０４ 页 。

⑤ 参见 《简明 日 本百科全书 》 编委会编 ： 《 简明 日本百科全书 》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１ ９９４ 年 ， 第 ２５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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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 ） 日 本学刊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６ 期

点 。 战后初期 ，
日 本便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 之后重点普及高 中教育 。 １ ９７０

年 ，
日 本高 中升学率为 ８２． １％

， 大学升学率为 ２４％
， 仅次于美 国 ，

明显高于

英国 、 法国和联邦德国 ， 成为全民族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
一

。

①

日 本政府和企业还比较注重对劳动者生产技能 、 协作精神和相互协作能

力等方面的培训 。 从小学开始 ， 日 本就设有手工课
，
普通 中学都设有工农商

等职业课程 ， 而真正担负职业教育的是职业高中和髙等专科学校 。 企业内 教

育是 日 本职业教育 中最重要 、 最成功 、 最具特色的部分 。 大企业结合生产和

经营状况 ， 普遍实行全员培训和职务层次教育 。 日 本重视不同层次知识传授

和素质教育的做法 ， 可满足经济发展对各类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
二

） 引进和改良 国 外先进技术 ，
较快地缩短追赶欧美的进程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 的原动力 。 明治维新后 ， 日 本大量引进欧美先进技

术 ， 并结合本国 国情加以改 良和吸收 。 二战后 ，
日本在立法 、 外汇 、 技术队

伍培训等方面为引进技术做好各种准备 ， 如 １９５０ 年的 《外资法》 规定 ， 对引

进外国技术的企业给予奖励 。 以 甲种技术 （ 合同期 限超过
一

年 、 费用 以外汇

支付并需经过外资审议会和大藏省批准 ） 为例 ，
日本在 １９５４

￣

１９６０ 年度引 进

９ ８４ 件 ，
１９６１

￣

１９７０ 年度引 进 ６９６８ 件 ， 而 １９７ １
￣

１９７５ 年度 的五年间 引 进

８３ ６８ 件 ， 相当于整个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的总和

，
其中一半以上源 自美国 。

②

由于大量引进技术 ， 日 本技术贸易收支在 ８０ 年代以前
一直处于赤字状

态
，
美国则保持世界技术出 口大 国地位 ， 法 国也是技术出 口 国 ，

联邦德国 的

技术贸易虽存有逆差 ， 但明显少于 日本。 在广泛吸收世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 ，

曰 本在战后较短时间 内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 继而达到赶超欧美的 目标 。 据

日 本著名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等测算 ，
１９５２￣１ ９６ １ 年和 １ ９６０￣１９７ １ 年期间 ，

日 本经济增长中分别有 ７０．
２％ 和 ５ １

．５％ 是依靠引 进和应用新技术得以实现

的 。

③
另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ＯＥＣＤ
） 分析 ，

１９６０
－

１９７３ 年 日本与美国经

济增长速度差距的 ７ ８％ 、 １ ９８０￣１ ９８６ 年经济增速差距的 １００％
， 是技术进步

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距所致 。

？
可见 ， 日本通过技术引进节省了研发时间和资

金 ， 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 短时期 内缩小了 与欧美国家间的经济差距 。 经

济的快速发展 ， 又为 日 本继续引 进和研发新技术提供了条件。

① 参见中 日经济专家合作编辑 ： 《现代 日 本经济事典》 ， 第 ８８３
￣

８８４ 页 。

② 中 日经济专家合作编辑 ： 《现代 日本经济事典》 ， 第 ６８０
￣

６８２ 页 。

③ 篠原三代平等 「技術進歩 （？）産業別計測」 、
『 経済分析 』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号 。

④ 参见 ［
韩

］ 韩国科技处 ： 《 １
９９２ 年研究开发活动调査结果 》 ， 《 中央 日 报》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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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 ７０ 年 日 本经济发展轨迹与思考 Ｇ

（ 三 ）
政府专心 于发展经济

，
为企业打造竞争有序的制度环境

政治稳定是
一国经济发展 、 国力壮大的重要前提 。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

日本处于
“

１９５５ 年体制
”

下 ， 自 民党长期执政 ， 历届政府都将发展经济 、 追

赶欧美作为第一要务 ， 经济政策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 。

日 本政府践行依法治国 的理念 ， 各部 门和各类经济活动都有相应的法规

对其进行规范和制约 。 战后初期 ，
日本对 《 日本银行法 》 、 《商法 》 、 《保险业

法》 等原有法律作了重大修改 ，
并制定和实施 《农地调整法修正案》 、 《经济

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 、 《禁止垄断法 》 、 《劳动标准法 》 、 《劳动关系调整法》 、

《临时利率调整法》 、 《地方财政法 》 、 《 国土综合开发法 》 、 《工业标准化法》

等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日 本不 断完善法规体系 ， 如 １９６ １ 年颁布 《农业基本

法》 、
１９６ ３ 年制定 《 中小企业基本法》 等 。 在制定和实施法规的 同时 ， 日 本

政府十分注重宣扬法治观念 ， 强化执法监督 ， 以使法规真正落到实处 ， 确保

政策的稳定和行之有效 。

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上 ，
日 本政府注重为企业营造 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 。

战后初期 ，
日本实施

一

系列改革 ，
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 。 与欧美 国家 自

然发育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的是 ，
日 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受历史 、 文化等因素

影响而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 。 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等引导企业的经营行为 ，
比

如吉田 内阁于 １９４６ 年末推行的
“

倾斜生产方式
”

， 将有限的物资进行统一调

配和集 中使用 ， 通过金融支持 、 补贴等措施优先发展钢铁 、 煤炭等产业 ，
以

此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 到 ５０
￣ ６０ 年代 ，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增长 ，

日 本开始实

行
“

重化工业化
”

政策 ， 对企业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重要机械设备减免征税 ，

并成立 日本进 出 口银行 、 日 本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 ， 向 电力 、 造船 、

钢铁 、 煤炭 、 化肥等产业提供优惠贷款 。

“

重化工业化
”

政策对促进 日 本企业

规模化 、 确立制造业强 国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

（ 四 ）
工业现代化与对外 贸 易相互支撑 ， 解决资源和市场 问题

明治维新以后 ， 在 欧美国家工业化取得进展的情况下 ，
工业基础薄弱 、

产业结构畸形的 日 本 ， 通过学习西方近代工业化的经营思想 、 组织形式 、 制

度安排以及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等 ， 加快了工业化进程 。 到二战前 ， 日 本的钢

铁 、 兵器 、 机械 、 汽车 、 飞机等工业 已具备较强实力 ， 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

战后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日本战败以后 ， 国 内工业生产几乎陷人停滞状态 ， 能源资 源极度匮乏 。

１ ９４９ 年 ，
日 本制定战后规范贸易活动 的基本法律

——

《外汇及外贸管理法》

—

５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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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称 《外汇法》 ）
，
对贸易活动实行严格管制 ，

旨在将有限的外汇用于进 口

国 内发展工业急需的资源 。 ５０ 年代 ， 在本 国产品竞争力 尚弱 、 国际收支连年

逆差的情况下 ， 日 本采取
“

奖 出限入
”

政策 ， 如实行出 口 收人提成 、 振兴出

口外汇资金等 ，
以保护国 内产业 ， 鼓励扩大出 口来赚取外汇 。

随着国 内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 ，
日 本逐渐扩大制成品 出 口 。 ７０ 年代以后 ，

尽管 日元几次大幅度升值 ， 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制造业产品 出 口竞争力 的提

升
， 使 日本出 口 的增速仍快于经济増长 ， 贸易收支基本保持顺差 。 可见 ， 日

本工业现代化的发展 、 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对外贸易 的发展相互依托和促进 ，

保障了 资源 、 技术设备等的进 口
， 有效地培育 了 国 内主要产业力量 ，

扩大 了

国内制成品 出 口
， 进而弥补 自身资源贫乏 、 市场狭小的先天不足 。

（
五

） 企业 内部形成命运共 同体 ， 外部构建起稳定的合作关 系

终身雇佣制 、 年功序列制等构成战后 日本企业经营体制的重要支拄 。 企

业经营者 、 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 ， 形成独具 日 本特色的

“

会社本位
”

制 。 在特定的环境下 ， 这
一

体制促进了 日本企业茁壮成长 ， 造就

了
一

批像索尼 、 松下 、 丰 田等世界知名大企业 ， 成为战后 日 本科技 、 产业及

经济高速增长的微观基础 。 当然 ， 在
“

会社本位
”

制下 ， 企业员工容易产生

排外心理 ， 不利于外部资金 、 技术 、 人才等进入 ， 难以适应 日 益发展 的经济

国际化 、 自 由化趋势 。

在外部 ， 企业努力构建长期稳定的关系网 。 大企业与银行之 间形成主银

行制 ， 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持股 ， 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形成企业系列集团 ，

相互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关系 。 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 内 ， 日 本企业 自有资金

比率较低 ，
三分之一以上 的融资依靠银行贷款 ， 主银行长期 向与其保持合作

关系的企业提供服务 。 如表 １ 所示 ，

Ｉ９６０￣１ ９７４ 年
，
在 日本主要企业的筹资

中
， 银行贷款所占比重不断提高 ，

为 日 本企业发展及经济高速增长提供融资

上的支持 。 ７０ 年代 中期以后 ， 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
内部资金和公

司债券所占比重提高 ， 而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明显减弱 ， 到 ８０ 年代中期 以后

降至 １０％ 以下 。 （参见表 １
）

表 １ 主要企业的资金筹措结构（ ％ ）

年度平均内部资金借 款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公 司债券增 资

Ｉ ９６０
￣

１９６４２２ ． ９３３ ． ８２０ ． ３１ ３ ． ４６ ． ８１０ ． ８

１ ９６５
￣

１９６９３ ７ ． ５３６ ． ９
１
７ ． ２１ ９ ． ７５ ． ２３ ． ８

—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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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９７０－ １９７４３ ５ ．
１４１ ． ６ １９ ． ３２２ ， ４５ ．

１３ ． ２

１９７５
￣

１
９７９４５ ． ８２６ ． ５１

６ ． ９９ ． ６１
０ ． ６８ ． ０

１ ９８０？ １９８４５５ ． ３１６ ． ４９ ． ９６ ． ５８ ． ５１ ０ ． ４

１ ９８５
－

１ ９ ８９４５ ． ２６． ４５ ． ３ １
． １１ ７ ． ４ １ ５ ． ８

１９９０？ １ ９９４８７ ． ３５ ． ２－

２ ． ８８ ． ０１ １ ． １４ ． ６

资料来源 ： 渡辺慎
一

編 『金融危機 ｈ 金融規制 』 、 経済研究所 、
１ ９９８ 年 、

５ ｉ 頁 。

二 石油危机后的经济减速与显现的 问题

１９ ７３ 年
“

石油危机
”

爆发 ， 世界经济陷人低迷 ，
原油几乎全部依赖进 口

的 日本受到很大冲击 ， 制造业成本大幅上升 。 １９７４ 年 ， 日本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

从上
一

年的 ８％骤降至
－

１ ． ２％ 。 在这种情况下 ，
日 本开始调整能源结构 ，

推

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开发的同时 ， 促进产业结构从资本密集型向耗能少的

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 ， 以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 。 经过
一

段调整后 ，
日 本率先

走出危机 ， 但从此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
１ ９７５￣１９９０ 年 ，

日本实际 ＧＤＰ 年均增

长率为 ４ ． ５％ （参见图 １ ）
，
并出现一些现象和问题 。

（

一

） 贸 易摩擦不 断升级

战后 日本对外贸易摩擦始于 １９５５ 年的 日美纺织品纠纷 ， 此后
一直以 日 美

摩擦最为频繁而激烈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 ，
日 美之间的贸易总体上是垂直关

系 ， 主要围绕纺织品等轻工业品 、 杂品及钢铁等领域展开 。 尽管 日 本对美出

口不断增加 ， 但 ６０ 年代中期以前对美贸易收支处于逆差状态 ，

１９６０ 年逆差额

为 ４．５２ 亿美元 ， 日本对美国没有构成竞争 。

７０ 年代以后 ， 全球贸易 自 由化快速发展 ， 日 本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

济大国的地位得到巩固 ， 其产品竞争力进
一步增强 ， 对美 出 口继续扩大 。 除

个别年份外 ， 日 本对美贸易收支基本保持顺差 ，
１９８０ 年顺差额扩大到 ６９ ．５ ９

亿美元 （参见表 ２ ） 。 日 美贸易摩擦的领域亦从钢铁扩大到 白色家电 、 录像

机 、 船舶 、 汽车 、 半导体 、 通信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产品 。 到 ８０ 年代 ， 日美贸

易摩擦全面升级 ， 摩擦领域进一步扩展到建筑 、 金融等服务业以及投资 、 企

业系列制 、 商业惯例等制度方面 ， 以至于 当时 日 本国 内 四大经济 团体
——

经

—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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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联 、 日 经联 、 同友会 、 商工会都表示 ， 解决贸易摩擦是 日 本最大的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 ， 美国开始将汇率作为缓解贸易收支不平衡和贸易摩擦的重要

工具 ，
引发

“

广场协议
”

后的 日 元大幅度升值 。

表 ２ 日本对美进 出 口 贸易 的变化

对美出 口对美进 口


＾



１



对美贸易收支
年金额占总 出 口金额占总进 口

（亿美兀 ）

（亿美元 ）比重 （
％

） （亿美元 ）比重 （
％

）

１ ９５０ １ ． ７９２ １ ． ９４． １ ８４４． ０－

２
，
３９

１ ９６０１ １
． ０２２６． ５１ ５ ． ５４３４． ５－４ ． ５２

１９７０ ５９ ． ４０３０． ７５ ５ ． ６０２９ ． ４３ ． ８０

１ ９７ ５１ １ １ ． ４９２０ ． ０
１

１６ ． ０ ８２０． １－４ ． ５９

１ ９８０３ １ ３ ． ６７２４． ２２４４ ． ０ ８１７ ． ４６９ ． ５９

１９８５６５２ ． ７ ８３７ ． １２５７ ． ９ ３
１ ９ ． ９３９４

． ８５

１ ９９０９１ １ ． ２ １３ １ ． ７５２８ ． ４２２２． ５３８２． ７９

１９９５１２２０． ３４２７ ． ５７５８ ． ８０２２ ． ４４６ １ ． ５４

２０００１４２９． １ １２９ ． ７７２４ ． ３２１ ９ ． ０７０４． ７９

２００５１ ３４８ ． ８９２ ２ ． ６６４４． ９７ １ ２ ． ４７０３ ． ９２

２０１ ０１ １ ８１ ． ９９１ ５ ． ４６７ １
． ７ １９ ． ７５ １０． ２８

资料来源 ：
１９８５ 年 以前的数据参见 ： 佐藤定幸編 『

日米経済摩擦乃構図 』 、 有斐闍 、
１９８ ８ 年 、

６

頁 ；
１９９０ 年 和 １ ９９５ 年的数据参见 ： 日本銀行国際局 『国際比較統計』

、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
１ ５３ 頁 、 １５ ５ 頁 ；

２ １ 世纪的数据参见 ： 日本貿易 振興機構 「
卜

＂

７１
＾建７貿易概況 」 、

ｈ
ｔｔ
ｐ

：／／ｗｗｗ．

ｊ
ｅ

ｔｒｏ．

ｇ
ｏ ．

ｊ
ｐ
／ｗｏｒｌｄ／

ｊ
ａｐ

ａｎ／

ｓｔ ａｔｓ／ｔｒａｄｅ
 〇

曰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 其直接原 因是 日 本对美集 中大量出 口 和贸易顺

差持续扩大 。 日 本的经历表明 ， 出 口 导向 型政策在
一

定程度上会弱化 自身经

济发展的主动性和可持续性 。 积极扩大内需
，
促进内需与外需协调发展 ，

有

利于维持贸易收支平衡 、 汇率稳定和经济增长 。

（
二

） 日 元呈升值基调

１９４９ ￣

１９７ １ 年 ，
日 元汇率被固定在 ３６０ 日元兑换 １ 美元的水平上 。 以

１９７ １ 年 １２ 月主要发达 国家达成的
“

史密森协定
”

为契机 ， 西方发达国家的

汇率政策开始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变 ， 日元兑美元汇率被固定在 ３ ０８

① 佐藤定幸編 『
日米経済摩擦０構図 』 、 有斐閣 、

１ ９８８ 年 、
６ 頁 。

—

５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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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兑 １ 美元 ， 升幅达 １ ６ ．９％
， 这是二战后 日元对美元的首次大幅度升值 。

１ ９ ７３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 ， 日 元兑美元汇率走向浮动 ， 并且到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 中期一直在波动震荡中呈升值基调 。 这期间 ， 日元几度 出现升值高

潮 。 １ ９７ ８ 年度
，
日 元平均汇率升至 ２０ １ ． ４ 日 元兑 １ 美元 ， 比 １ ９７６ 年度升值

４５ ． ２％ 。 此轮 日 元大幅升值的原因 主要有 ： 日 本经济率先走 出
“

石油危机
”

；

产业竞争力进
一

步增强 ； 此前 日 元汇率被低估 ；
日 本对美贸易收支顺差扩大 ，

双方贸易摩擦频发 。 值得注意的是 ， 此次 日 元升值对 日本 出 口及经济增长的

负 面影响 ， 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被化解了 。

进人 ８０ 年代 ， 在经历了两次
“

石油危机
”

后 ， 节省能耗的 日 本汽车大量

进人美国市场 ， 加剧 了 日 美 间贸易不平衡 。
１ ９８５ 年 ９ 月 ， 为减少贸易收支逆

差 ， 美国召集西方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 达成
“

广场协议
”

， 日本成 为美

国施压的主要对象 ， 日 元被迫大幅度 升值 。
１ ９８６ 年度 ， 日 元兑美元汇 率 比

１ ９８４ 年度升值 ５２ ．８％
， 到 １ ９８８ 年度升幅更达 ９０ ． ４％（ 参见图 ３

） 。 这次 日元

升值的幅度之大 、 对 日本经济的影响之深 ， 至今仍为各界所探讨 ^

４００
̄

３ ５０

３〇〇

： ：

：： ：—

５０
－

Ｑ
Ｉ Ｉ ■

Ｉ
■■

 Ｉ■ Ｉ ■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 Ｉ ｉ Ｉ ｉＩ ■ ｉ Ｉ Ｉ里 Ｉ１ ■ Ｉ Ｉ Ｉ ■ Ｉ ＩＩ

图 ３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 日元 兑美元汇率的变化

注 ： 数据 为各年度银行 间美元现货 中心 的平均汇率 。

资料来源 ：
１ ９７０

－

１ ９９２ 年度 数据参 见 ： 経済企 画庁編 『経済 白書 』 、
大葳省印刷 局 、

１ ９９３ 年 、

「 参

考资料 」 ５７ 頁
；

１ ９９３
－

２００８ 年度数据参见 ： 財務省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編
『

財政金融統計月報 』 ２００９

年 １
０ 月 号 、

２０７ 頁
。

（
三

）
人口 日 益老龄化

２０ 世纪 ５０￣ ６０ 年代 ，
日 本 劳动力人 口 持续增 长 。 １ ９７０ 年 ，

６５ 岁 以 上人

口在总人 口 中所 占 比重为 ７ ． １ ％
，
日本进人老龄化社会 ，

之后这
一

比重持续上

升 ， 到 １ ９ ９０ 年达到 １ ２ ．１ ％ （参见图 ４
） 。 人 口 老龄化引发人 口结构发生变化 ，

７０ 年代以后 日本劳动力人 口数量的增 长开始放缓 ， 导致技术创新能力减弱 ，

家庭储蓄率持续下降 。

—

５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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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

－＊＊ ６５岁 以上人口 占比＋
７５岁以上人口 占 比

：

５０

、
《ＡＶ°

、ＡＡ却ＶＶＶＶ
＂
５

＃

图 ４ 日 本人口 老龄化的变化及趋势

资料来源 ： 厚生労働省 『 厚生労働白書 』 、 ２０ １ ４年 、 ４８ 頁 。

１ ９ ８０ 年 ， 日 本的家庭储蓄率为 １ ７ ．７％ ， 到 １ ９９０ 年下 降到 １ ３ ． ５％
，
比最

高时的 ２２ ．８％减少了 
９ ．３ 个百分点 （参见图 ２

） 。 当时经济处于兴盛时期并排

斥外来人口 的 日 本 ，
没有意识到老龄化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

也没有

像德 国 、 新加坡那样通过放宽移 民政策等引 进劳动力 。 老龄化的进展 、 人 口

红利的消失 ，
也是这

一

时期 日本经济增速放缓的 原因之
一

。

（
四

） 环境 问题 凸现

环境问题在 日 本早 已存在 。
１ ９５ ３ 年底 ， 熊本县出 现首例因 吸入新 日 本氮

肥水俣工厂排出 的 甲基水银化合物而 中毒的水俣病患者 ；

１ ９５５ 年 ， 神通川流

域发现因三井金属神冈矿 山排出 的镉导致中 毒的疼痛病患者 ；

１９ ５９ 年 ，
三重

县 四 日 市出现 因石油化学联合公司开工引发 的哮喘病事件 。

战后 日本政府一直将发展生产 、 促进经济增 长作为核心任务 。 伴随经济

的高速增长 ，
水质污染 、

大气污染 、
蔬菜等残留农药污染 、 噪音等公害事件

日 益增多 。 由于治理公害会影 响企业利润和经济增长 ， 应对环境问题被一拖

再拖 ， 导致受害者人数增加 。 １％ ７ 年 ，
日 本颁布 《公害对策基本法》 ， 开始

将环境问题纳人法律框架 。 同年 ， 厚生省正式确认水俣病 ， 到 １ ９ ８２ 年确诊患

者达到 １ ３５６７ 人 。

① 环境问题不仅使 日本在国 民健康上付出了代价 ， 也付 出 了

经济上的代价 。 据统计 ，
１ ９７４ 年 ， 日 本企业用于防止公害的投资 占国 民生产总

值 （
ＧＮＰ

） 之比为 １％
， 高于美国 （ ０． ４％ ） 、 联邦德国 （ ０ ． ３％ ） 等国家

（
五

）
技术 引进效应逐渐消失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前 ， 日本
一

直是技术进 口大国 。 随着经济实力增强 、 经

① 参见生野重夫 ： 《现代 日本经济历程》 ， 朱绍文等校译 ，
北京

：
中国金融出版社 ，

１９９３ 年 ， 第 ８２ 页。

② 環境庁編
『環境白書 』 、 大蔵省印刷局 、 １

９９２ 年 、 １
６８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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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大国地位的巩固 ，
日 本与欧美 国家之间 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 。 进入 ８０ 年

代 ，
日本在机器人 、 集成电路 、 光纤通信 、 激光 、 陶瓷材料等方面的技术 已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 １９９４ 年以后 ，
日本技术贸易 出现盈余并不断扩大 ， 技术

引 进效应减弱 。
？

同时 ， 引进和模仿技术的风险增大 。 日 本十分擅长改良和吸收 ， 将之应

用到商业竞争后往往会超越对手 。 日本引进的技术 中有
一

半 以 上来 自美 国 ，

引 进后又能开发出更实用的技术和更好的产品 ，
随着 日美贸易摩擦升级 ，

日

美间技术摩擦频现 ， 美 国企业因 日 本产品 中留有美 国专利痕迹而状告 日 企的

纠纷频发 。 譬如 ， 美国 ＩＢＭ 公司在 １ ９８２ 年与 日 本富士通公司 、
１９８３ 年与 日立

公司出现专利纠纷 ， 新 日 铁 、 松下 、 夏普 、 东芝 、 美能达等大企业也都曾遭

到美国企业的起诉 ， 结果多 以 日 方企业败诉并向美方赔偿高额专利费而告终 。

这表明 ， 引进和模仿技术也存在弊端 ， 强化知识产权意识 、 依靠 自 主研发创

新更为重要 。

进人 ２ １ 世纪以来 ， 随着 日美贸易摩擦淡出人们 的视线 ，
２０００ 年 中 国取代

日本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
，
中美贸易摩擦 日 益增多

；
人民币 自 汇改

以来升值超过 ３０％
；
中 国

“

未富先老
”

，
劳动力人 口 绝对数量开始减少 ，

人

口红利正在消失 ； 环境问题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 外资出现减速迹象 。 综上

可见 ，

７０ 年代后 日本经济发展中 出现的上述问题 ， 再现于今天的 中国经济发

展中 。

有所不同的是 ， 当时的 日 本没有充分意识到支撑经济增长的条件已发生

变化 ， 对高速增长中累积的问题和矛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
以为 日本经济

仍会像以往一样惯性增长 。 这
一点在 １ ９７０

￣

１ ９７５ 年和 １９７ ３￣１９７ ７ 年的 日 本经

济计划中可以得到印证 ， 当 时政府所设定的计划增长率 目标远高于实际增长

率 ， 与之前实际增长率高于计划增长率的情况正好相反 （参见表 ３ ） 。 当前 ，

中 国政府已清楚地认识到 ， 中 国经济经过高增长后 已进入
“

新常态
”

， 原有的

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深度调整 ， 要素驱动将 向创新驱动转变 ， 以解决经济增长

新动力不足与旧动力减弱的矛盾 。

① 総務省統計局 『 日本長期統計総覧 』 第 ３ 卷 、 日本統計協会 、
２００６年 、

４７０
－

４７ １ 頁 。

②Ｕ． Ｓ ．ＣｅｎｓｕｓＢｕｒｅａｕ
，

ｈ
ｔｔｐ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

ｇｏｖ
／ ｆｏｒｅｉ

ｇ
ｎ
－

 ｔ
ｒａｄｅ／ｂａ ｌａｎｃ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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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战后 日本经济计划 中的计划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

制定时间 计划期间ＧＮＰ 实际增长率 （
％ ）

计划名称目标和课题


（
年

）
 （年

）计划 目标 实际完成

经济 自 立五年计划 １
９５５ １９５６

－

１９６ ０经济 自 立和充分就业５ ． ０９ ． １

新长期经济计划 １
９５８ １９５８ － １９６２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充分就业６ ． ５１０ ． １

国 民收入倍增计划 Ｉ９６０１９６０ － １ ９６ 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充分就业７ ． ２１ ０． ９

中期经济计划 １９６５１９６４ － １９６８对高速经济增长的适度调整８ ． １１ ０． ８

经济社会发展计划１９６７１９６７￣ １ ９７ １造就均衡发展的经济社会８ ． ２１ ０． ９

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１ ９７０１９７０ －
１ ９７ ５ 通过均衡发展创造生活舒适的 日本 １０． ６６ ． ０

经济社会基本计划 １９７３
１
９７３

￣

 １
９７ ７国民福利 的充实和 国际协调９ ． ４３ ． ８

资料来源 ： 日 本经济企划厅统计
，
转引 自 生野重夫 ： 《现代 日本经济历程 》

，
朱绍文等校译 ，

北

京 ： 中国金融出版社 ，

１９９３ 年 ， 第 ４ １ 页 。

三 日本
“

泡沬经济
”

与不 良资产问题

进人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 中期 以后 ，
日 本不仅是世界经济强 国 、 贸易大国 ，

也成为对外投资大国 、 援助大国和债权大国 ， 后发效应趋于消失 ， 市场 日 益

饱和 。 在这种情况下 ，
本应进行全面体制改革的 日本

，
仍陶醉于战后巨大的

成功之中 。

（

一

）

“

泡沫经济
”

的产生与崩 溃

“

广场协议
”

后的 日元大幅度升值
，
给 日本对外出 口及经济增长带来负面

影响 。 为消除
“

日元升值萧条
”

， 日本政府开始放松银根 ， 于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 、
３

月 、 ４ 月 、 １ １ 月 和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先后五次降低基准利率 ， 从 ５％ 下调至 ２ ．５％
，

并持续到 １９ ８９ 年 ４ 月 。
① 这期间 ， 由于 日元升值 、 原油等商品进 口价格下降 ，

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没有引 起通胀率上升 ， 物价依然稳定 。

于是 ， 日本央行继续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 。 在 日本 ， 控制 Ｍ
２
＋ ＣＤ 是货币

政策最重要的 目标 。
１９８７￣１９９０ 年度 ， 日本 Ｍ

２
＋ＣＤ 连续以超过 １０％的速度增

加
， 释放出 的大量资金流向 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 推高 了股价和地价 。 到 １９８９

年 ，
日经平均股指比 １９８５ 年上涨 １

． ７ 倍
，
全国地价上涨近七成 ， 东京地价市值

一

度涨至相当于整个美国的地价 ， 日本的资产价格飙升到近乎荒唐的地步 。

① 経済企画庁編 『経済白書 ｊ 、 大蔵省印刷局 、 １９９３ 年 、 ５５８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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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日 本政府意识到资产价格过度膨胀后 ，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到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 先

后五次上调基准利率 ， 从 ２ ． ５％ 提高到 ６． ０％
，

？
并且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大藏

省发布
“

金融机构房地产融资总量限制
”

的通知 ， 开始对房地产融资进行限

制 ， 这通常被认为是 日 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
“

引擎
”

。

在政策引导下 ，
日 本各大银行纷纷提高贷款利率 ， 减少有关房地产贷款 ，

对抑制股价 、 房价上涨产生了效果 。
１ ９９０ 年 ６ 月 ， 日本房价 出现拐点 ， 但制

造业设备投资 、 对外出 口 及国内销售依然活跃 ， 无论政府还是国民都没有意

识到经济泡沫开始走向破灭 ， 更没有想到的 日 本经济从此会陷人长期低迷 。

１９９ １ 第二季度 以后 ，
日本实体经济开始转人萧条 ， 国 内失业人数增加 。 １９９２

年 ，
Ｍ

２
＋ ＣＤ货币增长率仅为 ０

．
１％

，
日 经平均股指 比 １９８９ 年下跌近五成 ， 几

大城市圈的地价均下跌 ，

“

泡沫经济
”

趋于崩溃 （参见表 ４ ） 。

表 ４ 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主要经济指标

１９８５１ ９８６１９８７１９８８１９ ８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Ｍ
２
＋ ＣＤ 货币增长率

（
％

）８ ． ７８ ． ６１ １
． ２１０ ． ８１０ ． ３１０ ． ２２． ６０． １

消费物价水平 （ ％ ）１ ． ９０． ００． ５０． ８２ ． ９３ ． ３２ ． ８１
． ６

日经平均股指
（
日 元

）
１２５５６ ． ６１ ６３８ ６ ． １２３ １ ７６ ． ０２７０ １ １ ． ３３４０４２ ． ８２９４７４． ８２４２９８ ． ２ １ ８ １７９ ． ４

全国地价指数 １ ００１０ ８ １３ １ １ ４２１６６１８４ １７６１ ６ １

注
：

Ｍ
２
＋ ＣＤ 货币增长率 、 消费物价水平为年度值 ， 日 经平均股指 、 全国地价指数为年值 。

资料来源 ： 経済企画庁編
『

経済白書 』 、 大葳省印刷局 、
１９９３ 年 、

「参考資料 」
５９ 頁 、

５５ 頁 、 ５６４

頁 。 日本銀行国際局 「国際比較統計」 、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 ２２ 頁 。

“

泡沫经济
”

留下的最大后遗症是银行不良资产问题。 战后 ，
日 本的银行

一

直是以存款 、 贷款业务为主 ， 很多贷款项 目又 以房地产作为担保物 。 随着

股票 、 房屋价值缩水 ， 银行 出现大量不良资产 。 政府对银行不 良资产规模迟

迟没有进行认真清查 ， 也未能提 出切实 的解决方案 ， 使问题越拖越严重 。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８ 日
， 大藏省公布处理 日 本金融业不良资产方案 ， 公开承认 日 本

的银行不良资产余额高达 ４０万亿 日元 （ 此前认定 １３ 万亿 日元 ） ， 相当于 日本

银行业发放贷款余额的 ６％
。

？ 国外机构的估算还普遍高于 日 本政府 。

巨额的不良资产 ， 不仅导致金融机构破产案接连发生 ， 打破了 日本
“

银

行不倒
”

的神话 ， 尤其北海道拓殖银行 、 拥有百年历史的山
一证券公司倒闭

① 経済企画庁編 『経済 白書 』 、 大葳省印刷局 、 １ ９９３ 年 、
５５８ 頁 。

② 『
日本経済新聞 』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３ 日 。

—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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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使 日本金融机构的信誉等级大跌 ， 而且导致银行出现
“

惜贷
”

现象 ， 严

重制约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日 本经济复苏 。 为解决不良资产问题 ，
日 本政府采取

了
一系列措施 ， 如注入大量公共资金 、 建立专业机构 、 促进银行业重组 、 完

善信息公开制度等 。 日 本的银行不良资产在 ２００２ 年达到顶峰后逐渐减少 ， 到

２００６ 年大银行基本完成相关的处理工作 。
①

（
二

）

“

泡沫经济
”

及不 良资产 问题的教训和启 示

日本
“

泡沫经济
”

崩溃后 ，
海 内外各界就其成因展开了广泛探讨 。 有观

点认为 ， 日元大幅升值是
“

泡沫经济
”

产生的主要原因 。 然而 ，

“

广场协议
”

后 ， 除 日 元升值之外 ， 德国 马克 、 法国法郎 、 英国英镑相对于美元的实际有

效汇率都明显上升 ， 有的升幅不亚于 日 元 。
② 这说明 ， 日本

“

泡沫经济
”

及

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 ，
有其 自身的特殊性 。

１ ． 缺少监测预警机制 ， 资金过多流 向虚拟经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 ， 日 本没有经历过
“

泡沫经济
”

， 缺乏感知和警惕性 。

实际上 ，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 日本地价的增速
一直快于经济实际增长速度 ，

出 现资产价格脱离基本面的情况 。 在
“

泡沫经济
”

时期 ，
政策当局也是侧重

于观测物价的变化 ， 而忽视资产价格的总体变化情况 ， 只是看到土地价格异

常上涨就通过加征土地交易税等抑制土地投机 ， 看到股价上涨过快就加征股

票收益税 ， 结果在物价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 发生了严重的
“

泡沫经济
”

。

日 本的经历告诫我们 ， 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宏观经济监测机制 ，

一旦

发现经济中含有泡沫成分 ， 需要及时预警并挤出 泡沫 。 当后发效应趋于终结 、

国 内市场趋于饱和之时 ，
要及时引导过剩资金流 向实体经济 ， 使之转化为产

业资本 ， 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以从源头上防止泡沫的形成和膨

胀
，
并为经济进

一步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

２
． 政府过于保护金融业 ， 金融监管存在疏漏

国 内外金融环境的变化 、 自身监管不力及特殊的制度 、 商业习俗等 ， 也

是 日本
“

泡沫经济
”

形成的一个重要 因素 。 战后 日 本政府一直将金融业视为

特殊行业加 以保护 ， 很多情况下对金融机构的监察流于形式 ， 加之信息公开

制度不健全 ，
经营中 出 现的问题被隐蔽和积累下来 。 政府的家长式保护 ， 弱

化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生存能力和风险意识 ，

“

银行不倒
”

的神话也正是诞生

① 矢部洋三等編著 『現代 日本経済史年表 １ ８６８
－

２００６ 』 、 日本経済評論社 、 ２００８ 年 、 ５０ １ 頁 。

② 同上书 ， 第 １４４ 页 。

—

６２
—



战后 ７０ 年 日本经济发展轨迹与思考 ＣＤ

于这种背景之下 。

随着金融 自 由化的发展 ，

一

些新型金融商品应运而生 ， 大企业对银行贷款

的需求减少 ， 银行的危机感增强。 为提高利润和扩大贷款市场份额 ， 银行等金

融机构竞相争夺贷款客户 ， 放松对贷款对象的资信审查 ，
甚至违规发放贷款 。

另外 ， 战后 日本的银行与企业之间形成主银行制 ， 在每
一

家主银行周围都有一

批企业 。 由于银行持有企业股票 ， 希望股票升值以增加其资产和账面收益 。 当

大企业出现问题时 ， 主银行会尽力维护企业利益 、 掩盖实情 。 当
“

泡沫经济
”

崩溃 、 股价暴跌时 ， 银行不仅资产缩水 ， 发放的很多贷款也成为不 良资产 。

３ ． 过度追求经济高增长 ，
宏观调控政策失误

在
“

广场协议
”

后 日 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 ，
日 本将克服

“

日 元升值萧

条
”

、 维持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的政策课题 。 除连续降低基准利率外 ， 政府采取

的对策就是扩大公共投资 。 １９ ８８ 年度 日 本财政预算公布
“

第十个道路建设五

年计划
”

，
次年又出台总额为 ４３０ 万亿 日元的

“

公共投资基本计划
”

， 比 １ ９８５

年度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总额增加了三倍多 。

？
每
一

次扩大公共投资 ， 都带动

土地需求的增长 ， 推高了地价 。 银行 、 企业和国 民都将房地产视为无风险 、

高回报的投资 ， 大量资金涌 向房地产 ， 拥有较多土地的公司股价也随之上涨 。

在资产泡沫不断膨胀期间 ， 政府和媒体
一直没有人公开表示过对泡沫破

灭的担忧 ， 民众更多看到和听到的是
“

土地升值
”

、

“

银行不倒
”

、

“

三菱并购

美国洛克菲勒中心
”

等振奋人心的消息 ， 误以为
“
一

个薪新时代的到来
”

，
正

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言 ，

“

泡沫不破灭就没法知道那是泡沫
”

。

②
当 日

本政府意识到国 内资产价格异常上涨时 ， 并没有渐进式地挤出泡沫 ， 而是紧

急收紧银根 ， 将泡沫刺破 。

当然 ，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也存在客观因素 。 随着金融 自 由化 、 国际化

程度的提高及新型金融商品 的出现 ， 受外部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 ， 货币供应量

的计量界限变得模糊 ，
制定调控政策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增大 ， 有效性降低 。

４． 过多涉足泡沫相关产业 ， 银行不 良资产风险积聚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 ， 银行业存贷差不断扩大 。 在对房地产等行业发

放贷款受限的情况下 ， 银行为消化过剩资金和增加收益 ，
通过诸如

“

住宅金

融公司
”

、

“

金融顾问公司
”

、

“

投资基金
”

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
“

间接贷

① 参见张舒英 ： 《 日本泡沫经济探源 》 ， 《求是》 ２００８ 年第 ７ 期 。

② 吴 晓波 ： 《

“

泡沫
”

的中国式解读 》 ， 东方财富 网 ，

ｈ
ｔｔ
ｐ ：／／ｆｉｎａｎｃ ｅ＊ｅａｓｔｍｏｎｅｙ

． ｃｏｍ／ｎｅｗｓ／１ ３７０
，

２０１ ２０３ １０ １９５６５４５６３ ．ｈｔｍ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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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

， 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

由于银行业将房地产视为最具担保价值的资产 ， 只要客户能提供这类担

保物 ， 银行通常就会放贷 。 在土地升值预期心理的作用下 ， 银行的贷款额甚

至超过担保物的价格 。 ８０ 年代 ，
日本全国 的银行贷款增长率每年都在 １ ０％ 上

下 ， 而对房地产 的贷款增 幅高于总贷款 ，

“

泡沫经济
”

时期甚至高达 ３０％ 以

上 。
？ 尽管银行的每

一

笔贷款都有担保 ， 但在资产膨胀时期 ， 所有的担保都含

有泡沫成分 。 事实表明 ， 依靠担保放贷的办法并不能真正 防止不 良资产的产

生 。 另外 ， 为防止变相逃税 ，
日 本允许银行提 留呆账准备金 的额度较低

，
不

利于银行及时 、 足额核销呆账 。 在经济形势趋紧 的情况下 ， 这些薄弱环节极

易演化成系统性的经济风险 。

四 ９０ 年代后 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

泡沫经济
”

崩溃后 ，
日 本经济陷人萧条 ， 政府采取 了诸多对策 ， 制定有

关扩大内需 、 简政放权 、 结构改革等方案和计划 ，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中

期以后加快了改革步伐 ， 每三年推出一个放松规制计划
， 所涉及 的领域不断

扩大
， 意欲

“

寻求 日本经济社会彻底的结构改革
”

，
给 日 本经济注人活力 。

然而 ，
日本经济依然不景气 ，

１９９２￣ ２０ １ ２ 年 ， 每年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大都在

２％ 以下 ， 年平均增长率为 ０． ８％（参见图 ５ ） 。 １９９９ 年以后 ， 日本经济陷人长期通

缩 。 同时 ， 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趋于下降 ，

一

些知名 电子企业经营业绩不佳 。

６

％

＿２
， 、厂 ｊ＜产

。

少
、令

－

８

图 ５
“

泡沬经济
”

崩 溃后 日本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 ： 内閣府
『

平成 ２６ 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 』 、 ３２ １ 頁 。

（

一

）
经济体制改革滞后 ， 难以 适应 变化 了 的环境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后
， 美 、 英等国在减少政府干预 、 开放市场方面积

① 経済企画庁編
『

経済白書 』 、 大葳省印刷局 、 １９９３ 年 、 １ ４２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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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动改革 ， 并取得了进展 。
１９８６ 年

， 中 曾根内 阁发布
“

前川报告
”

， 该报

告被认为是 日本正式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标志 ， 其后各届政府都朝改革

的方向努力 。

由于 日本是
一

个官僚体制 国家 ， 改革计划由 官僚制定 ， 同时官僚本身又

是实施改革的主体 。 减少政府干预意味着官僚的权力会受到削弱 ，

“

对某些团

体来说 ， 在政治上维持现状不变 ， 是十分重要 的事 ， 因为他们可 以 由某些特

定的计划得到巨大利益
”

？
。 官僚们很难真正热衷于改革 ， 反而会抵制和设置

阻力 ， 加之 日 本经济业已成熟 ，
在改革方面每 向前迈出一步 ， 不可避免地会

触及制度 中的深层问题 ， 很多情况下是在形式上实施了改革措施 ， 而实际仍

以其他方式进行变相管制 。 因此
，

日 本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 ， 缺乏彻底性 ，

与其成熟经济体制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 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

９０ 年代以后 ，
日 本制造业的竞争力相对减弱 ， 尤其在信息网络技术开发

和应用普及等高新科技领域 ， 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产业竞争力的变化 。 从表 ５ 中可见 ，

８０ 年代 日 本劳动生产

率提高的幅度为 ２ ．
６％

， 明显高于美国 、 联邦德国 、 法 国和英国 。 而 ９０ 年代

以后 ， 无论是纵向 比较还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横 向 比较 ，
日 本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幅度均呈下降态势 ，
明显低于美 、 德 、 英等 国 。

表 ５ 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的变化 （％ ）

年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１９９０￣ １ ９９８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８

日 本２ ． ６１
． ３ １

．１

美 国１ ． １ １
． ７１ ． ９

英 国２． ２
１

． ９１ ． ６

德 国 １ ． ６１ ． ９１ ． ９

法 国１ ． ９１ ． ４１ ． ４

资料来源 ： 経済産業省編
『

通商 白書 』 、
２００ １ 年 、

１ １ ７ 頁 。

（
二

） 政局动 荡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 ，
执政党不再专 注于发展经济

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 经济发展又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 。 二

战后
，
日本正是在这种政治 、 经济的 良性互动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日 本政界走向分化组合 。
１９９３ 年宫泽喜

一

下 台 ， 从 日 本 自

① 加里 ？ 贝克 、 吉蒂 ？ 贝克 ： 《生 活中 的经济学》
，
薛迪安译 ，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
２０００ 年 、 第

１９
－

２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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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分裂出的新生党 、 新党 、 先驱新党联合社会党 、 民社党和公明 党 ， 推举

日本新党党首细川护熙组成多党联合政府 ， 结束了 自 民党执政 ３８ 年的历史 。

１ ９９４
￣ ２０００ 年 ，

细川护熙 、 羽 田孜 、 村山 富市 、 桥本龙太郎 、 小渊惠三 、 森

喜朗先后担任首相 ， 几乎平均
一

年换
一相 。 直到 ２００ １ 年 ４ 月 ， 高举改革旗帜

的小泉纯
一

郎就任首相 ， 并执政五年有余。 此后到 ２０ １ ２ 年期间 ，
出现安倍晋

三 、 福 田康夫 、 麻生太郎 、 鸠山 由纪夫 、 菅直人 、 野 田佳彦等多位首相 。 政

权更迭频繁 ， 不利于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

与此同时 ， 伴随经济实力 、 国 际影响力 的提高 ， 日本对政治大国地位的

诉求不断增强 。 早在 １９８３ 年 ， 中 曾根康弘 曾提 出 日 本要做
“

政治大国
”

。

１ ９９２ 年 ， 日本在 《外交蓝皮书》 中首次明确提出 ， 要发挥与其国力相称的领

导力 。 次年 ， 政治家小泽
一

郎撰文指 出 ，
日 本应努力成为

一

个
“

正常 国家
”

，

改变
“

经济
一流 、 政治三流

”

的状况 。 在这种情况下 ，
日本不再像六七十年

代那样优先发展经济 ， 而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逐
“

政治大国
”

的梦想上 。 可

以说 ， 安倍政府试图修改和平宪法 、 在安保外交方面走到今天这
一步

， 是 ９０

年代以来的
一

个量变过程 ， 只不过安倍迈出 的步伐更大 。

（
三

） 传统的刺激经济政策难以奏效 ，
反而压缩 了宏观调控的余地

“

泡沫经济
”

崩溃后 ， 在应对经济不景气问题上 ，
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总

体思路陈旧 ， 主要通过降息 、 扩大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 。
１９９ １ 年 ７ 月 到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期间 ，
日本将基准利率从 ６

．
０％ 

—直下调到 ０ ．５％
，
并屡次出 台综

合性经济对策 。 这些措施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 反而加重了政府债务负担 ，

致使通过利率 、 财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余地越来越小 。

以财政为例 。 １ ９９３ 年
，
日本政府债务余额与 ＧＤＰ之比为 ６９％

， 尚低于意

大利 、 加拿大和美国 ； 财政赤字与 ＧＤＰ 之 比为 ４．５％
， 在发达 国家中仅高于

德国 。 然而
， 为 刺激经济增长 ， 政府扩大公共投资 ， 财政支 出 不断增加 。

１ ９９５ 年 ， 日 本政府债务余额与 ＧＤＰ 之比升至 ８０ ． ４％
， 财政赤字与 ＧＤＰ 之比

升至 ６ ．０％
。 到 ２０００ 年 ， 这两项指标分别上升到 １２ ３ ． ２％ 和 ７ ． ０％

， 均超过财

政状况恶劣的意大利 ， 大大高于 ＯＥＣＤ 成员 国的平均水平

（ 四 ） 人 口老龄化形势 日 趋严峻 ， 劳动力 市场相对封闭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 ， 日本 ６５ 岁 以上的老龄人 口在总人 口中所占比重从 １２
．

１％

上升到 １７ ． ４％
 ，２００５ 年进

一步升至 ２０．２％ ， 到 ２０ １ ３ 年则高达 ２５ ．１ ％ 。 这期

① 財務省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ｍｏ￡

ｇ
ｏ＿ ｊ ｐ／ｊ ｏｕｈｏ ｕ／ ｓ

ｙ
ｕｋｅｉ／ｓｙＯＭｇ

＾ｈ
ｔｍ 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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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７ ５ 岁 以上的人口 比重也持续提高 ， 已超过 １ ０％

，
日本医疗养老方面的需

求持续扩大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以后 ，
日 本劳动力人 口数量相应呈减少趋势 ，

２０ １２ 年为 ６５５ ５ 万人 ， 比 １９９８ 年减少了２３８ 万人 。
①

在这
一

形势下 ，
日本在劳动力市场开放政策上有所松动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

日 本与菲律宾签署
“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 ＥＰＡ ） ， 首次涉及劳务市场开放问

题 ，
日本对来 自菲律宾的短期商务访问 、 工作调动 、 护理等人员放宽人境和

在 日 居留限制 。 在 日本与泰国签署的 ＥＰＡ 中也涉及类似内容 ， 但时过多年进

展缓慢 ，
日本在开放劳动力市场问题上的态度依然谨慎保守 。 国 内劳动力 的

萎缩 ，
会影响家庭收入 、 消费支出及金融 、 科技创新能力 ， 进而削弱经济增

长潜力 ， 这已成为 日本经济 、 社会进
一

步发展的
一

大困扰因素 。

（
五

） 外部 市场复杂 多 变 ， 外 需拉动经济的作用减弱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上半期 ，
在 日 本经济萧条的情况下 ，

日 本对外贸易规模仍

不断扩大 。 除 １９９２ 年贸易增速因景气跌落而略有下降外 ，
１９９３ 年 日本对外贸

易额超过 ６０００ 亿美元 ，
１９９４ 年和 １９９５ 年贸易增长率均达到两位数 。 这期间 ，

日本贸易顺差居高不下 ，
１ ９９４ 年创下 １ ２０８ ．６ 亿美元的纪录 。

② 但 ９０ 年代 中期

以后 ， 尤其是 日元汇率频繁波动 、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 、 ２００ １ 年美国 ＩＴ 泡沫

破灭 、 ２００８ 年 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 ， 致使 日本对外贸易发展呈不稳定状态 。

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 对外贸易的起伏变化表明 ， 在经济 日 益 国际化的

形势下 ， 各国经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日 益增大 ， 并且随着跨国公司经营趋于

本地化 ， 直接投资带动 出 口 的作用逐步减弱 ， 依靠出 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越来越难以奏效 。 要实现贸易 、 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 需要扩大 内需 ，
建立较

为科学合理的新型贸易体制及经济增长方式 。

五 结构改革与 日 本经济的未来

当前 ， 改革与创新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的动力和源泉 。

２０ １２ 年底 ， 再度出任 日本首相 的安倍晋三推出所谓的
“

安倍经济学
”

， 接连

射出两支
“

箭
”
——

宽松的货 币政策和灵活 的财政政策 ， 以刺激经济增长 ，

摆脱长期通缩 。 受此影响 ，
２０ １ ３ 年 日 本经济有所复苏 ， 股市上涨 ， 消费趋于

① 内閣府 『平成 ２６ 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 』 、
３２７ 頁 。

② 日 本貿易振興機構 「
卜 貿易概況 」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ｊ
ｅ ｔｒｏ．

ｇ
ｏ ．

ｊ ｐ
／ｗｏｒｌ ｄ／

ｊ
ａ
ｐ
ａｎ／ ｓｔ ａｔｓ／ｔｒａｄｅ 。

—

６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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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 。 以 ２０ １４ 年 ４ 月提高消费税率为转折点 ，
日 本经济连续两个季度 出现负

增长 ， 前两支
“

箭
”

的作用减弱 。 日本将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的希望寄托

于
“

第三支箭
”
——

结构改革 。

（

一

）
安倍结构改革

２０ １４ 年 ６ 月 ， 安倍政府公布修订后的 《 日本复兴战略》 报告 ，
阐述了今

后的结构改革方案 ， 并出台
一

系列政策措施 。

１ ． 应对人 口老龄化形势 ， 挖掘国 内外劳动力潜力

由于 《 日本复兴战略》 报告出 台于少子老龄化形势 日趋严峻的背景之下 ，

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成为改革 的
一

项重要 内容 。 安倍政府鼓励女性就业 ， 提

出在 ２０ １７ 年底前增加幼儿园 、 保育员数量 ， 提高女性育儿休假补贴 ， 到 ２０２０

年将管理层的女性任职比率从不到 １０％ 提高到 ３０％
， 并扩大老年人就业 ， 在

一

些领域引人机器人 。 同时 ，
日本将实行和普及多样化的正式员工雇用方式 ，

以缓解国内劳动力不足及相关社会问题 。

在挖掘 国内潜力的同时 ，
日本还试图通过重新审视已有 ＥＰＡ 中 的劳动力

市场准人条件 、 留学生制度等 ， 引 进外国人才 ， 弥补 国 内劳动力供需缺 口
。

例如 ： 从 ２０ １５ 年到 ２０２０ 年举办东京奥运会期间 ， 日 本计划在建筑业 、 造船

业引进外国人才 ， 将外国人技能实习期从三年延长至五年 ； 允许外 国人进人

国家战略特区内的制造业 、 健康护理以及家政服务等领域 。 日本在对外开放

劳动力市场方面又前行了
一步 。

２ ． 以
“

国家战略特区
”

为改革突破 口
， 激发民间资本活力

安倍政府提出创设
“

国家战略特区
”

， 减少政府限制 ， 构筑世界
一

流 、 开

放的商业投资环境 ， 并计划到 ２０２０ 年将引资余额从 ２０ １３ 年末的 １８ ． ０ 万亿 日

元提高到 ３５ 万亿 日 元 。
①

日本先在
“

东京圈
”

（ 东京都九区 、 神奈川县 、 千

叶县成 田市 ） 、

“

关西圈
”

（ 大阪府 、 兵库县 、 京都府 ） 、 冲绳县 、 新潟市 、 兵

库县养父市及福冈市建立
“

国家战略特区
”

，
针对每个特区的不 同优势和特

点
，
实施不同的改革内容 。

具体而言 ，

“

关西圈
”

着眼于成为医疗等成长性产业的创新基地 ，

“

东京

圈
”

定位于吸引跨国企业的商业基地 ， 新潟市 、 兵库县养父市 、 福 冈市成为

农业改革和就业改革的试点 ， 冲绳县则力争成为吸引外 国游客的旅游业基地 。

由于特区制度有利于灵活发挥各地区的优势 ， 促进相互间的竞争 ， 可绕开
一

① 『 日本再興戰略 （ 改訂 ２０
１ ４ ） 』 、 ２０ １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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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法律限制和改革阻力 ， 安倍政府试图 以此为结构改革的突破 口
，
加快改革

进程 ， 激发民间资本活力 ，
搞活地方经济和国 内市场 。

３ ． 促进农产品市场开放 ， 使农业从被动变主动

在区域经济
一

体化大潮愈演愈烈的形势下 ，
日 本在积极参与 的过程中遇

到的一个难题是农产品市场开放问题 ， 尤其大米 、 牛肉 、 乳制 品等敏感领域

已成为 日 本推进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
ＴＰＰ

） 谈判以及双边 自贸区谈判

的最大障碍 。 农产品市场 自 由化的滞后 ， 给 日 本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 实施经

济战略乃至国家总体战略带来负面影响 。

《 日本复兴战略》 报告提出 ， 鼓励企业投资农业相关领域 ，
提高农产品科技

含量 ， 促进农产品市场开放 ，
扩大对外 出 口

， 将农业培育成为
“

主动进攻型
”

的成长性产业 。 ２０ １８ 年起 ， 日 本将改变 已执行几十年的大米生产政策 ， 增强经

营者的 自主性
，
计划十年内将大米成本降低 ４０％

， 并将促进牛 肉 、 乳制品 、 水

产品等的出 口和市场化进程 ，
拓宽流通渠道 。 日本还将对农业相关组织进行

一

体化改革 ， 修订选举办法 、 干部聘用条件等 ， 提高农业团体的 自 主性 。

此外 ，
日本 自 ２０１５ 年度开始逐步降低企业法人税率 ， 在改革社保制度 、 重建

财政 、 推进 ＴＰＰ等经济合作 、 强化公司治理 、 改革研发体制等方面推出
一

些措施 。

总之 ， 安倍政府的结构改革内容广泛 ， 并设定了
一些数值 目标。 从内容上看 ，

有的政策仍处于探讨之中 ， 有的尚缺少明确的时间表和实现 目标的具体路径 ， 也

有的因缺少新意而受到质疑 。 譬如 ， 特区制度并非安倍首创 ， 在小泉内阁时期 曰

本曾创设
“

结构改革特区
”

， 并由 内阁总理大臣亲 自担任结构改革特区推进本部

长 ， 足见当时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之大。 但由于改革触及
一

些部门的既得利益以

及特区只能获得各种宽松政策而缺少资金上的支持 ， 最终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

更为关键的是 ， 要落实结构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 ， 需要资金支持和相应

的配套措施 ，
而 《 日本复兴战略 》 报告 中很少提及财政和资金来源问题 。 众

所周知 ， 日 本的财政赤字在发达国 家中最多 ， 而且在社会保障 、 防务 、 灾后

重建 、 奥运场馆建设等支 出增加 的情况下 ， 又推迟提高消费税率 、 降低企业

法人税率 ， 使 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对处理经济增长与财政重建关系的难题 。

（
二

） 日本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

基于各种因素分析 ， 预计今后 日 本经济将呈 以下发展趋势 。

１ ． 经济保持低速增长 ，
通胀率和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

劳动力供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 日 本少子老龄化形势加剧 ，
劳动

力市场改革滞缓 ， 导致劳动力短缺问题 日趋严重。 同时 ， 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

—

６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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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同样面临人 口 老龄化 问题 ， 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 。 据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预测 ， 今后几年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年均约 ２％
， 低于历史平均值 。

①
中

国等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 ，
日本通过出 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减弱 。

据内阁府 ２０ １５ 年 ７ 月 发布的预测结果 ， 在
“

安倍经济学
”

取得预期效果

的情况下 ，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３ 年度 ， 日本实际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１ ．７％

， 反之则可

能为 ０ ． ８％
， 低速增长将是 日本经济的常态 ；

劳动力供给不足 ， 不利于扩大内

需
， 但会改善就业状况 ，

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将维持在年均上涨 ２％左右 ， 失

业率将保持在 ３ ．２％￣３
．５％ 的较低水平 。

②

２ ． 努力重振制造业

制造业在 日本经济中
一

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其规模 占 ＧＤＰ 之比高于

美 、 英 、 法等发达国家 。 近年来 ，
日本面临制造业技术人才短缺 、 信息技术

渗透缓慢等问题 。 根据总务省 的调查结果 ，
２０ １ ３ 年 日 本制造业从业人员从

１９９３ 年的 １５３０ 万人减少到 １０３９ 万人 ， 占就业人 口 的 比重也从 ２３ ． ７％ 降至

１６ ． ５％
，

２０ 年间减少了三分之
一

。
③

目前 ， 主要国家纷纷提出振兴本国 制造业的相关战略或规划 ，
如美 国号

召
“

制 造业 回 流
”

， 德 国 制定
“

工 业 ４ ． ０

”

计划 ，
中 国提出

“

中 国 制造

２０２５
”

。 日本在 ２０ １５ 年版 《制造 白皮书》 中强调 ， 将着力于培养制造业相关

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 提髙信息化程度 、 推动制造业不 同行业间 的融合等 ，

以保持 日 本制造业的活力 ， 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

３
． 推进财政重建

日本财政形势严峻 ，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日 本经济的发展 。
２０ 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
ＩＭＤ

） 发布 ２０ １５ 年
“

全球竞争力排行榜
”

， 在

６ １ 个主要国家和地区 中 ，
日 本位居第 ２ ７ 位 ， 已连续三年下滑。 在诸多评估的

指标中 ， 日本的财政状况 、 移民政策等处于较低水平 ， 导致国家竞争力下降 。

曰本政府背负巨额的财政赤字 ， 却没有 出现像希腊那样的债务危机 ，
主

要在于其国债持有结构是以国 内为主 。 这种情况在逐渐发生变化 ， 截至 ２０ １４

年末海外投资者持有的 日本国债所 占比重上升到 ９ ．
４％

 ，
比 ２００５ 年末增加了

① 《 ＩＭＦ 预计美国未来几年潜在经 济增长 约为 ２％
，
低于历史均值 》 ， 金投 网 ，

２０ １４ 年 ６ 月 １ ６

日 ， ｈｔｔ
ｐ ：／／ ｆｏｒｅｘ ，ｃｎ

ｇ
ｏｌｄ ．ｏｒ

ｇ
／ｃ／２０ １４

－

 ０６ 
－

１６／ ｃ２５９９０４８ ．ｈｔｍｌ 。

② 曰本経済財政諮問会議
「

中長期Ｗ経済財政 ｉ
；：関 試算 」 、

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４

￣ ５ 頁 。

③ 経済産業省
■ 厚生労働省 ？ 文部科学省 「平成 ２６ 年度 基盤技術 Ｃ０振興施策 」 （概

要 ） 、 ２〇１ ５ 年 ６ 月 、
３ ３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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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百分点 ，
为近十年来最高 。

① 如果这种态势持续发展 ， 债务风险将会增

大 。 日本政府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度实现财政平衡的 目标 ， 而在社会保障 、 灾后重

建 、 国防 、 奥运场馆建设等财政支 出需求增大的情况下 ， 达到这
一

目 标的难

度较大 。 尽管如此 ， 要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
日 本政府将不得不努力促进财

政收支的健康 、 均衡发展 。

４ ？ 经常收支大量盈余状况难以为继

长期 以来 ，
日本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保持大量顺差。 ２０ １ １ 年东 日本大地

震发生后 ，
日本贸易收支连续四年 出现逆差并且规模不断扩大 ， 经常收支也

持续减少
，
其占名义 ＧＤＰ 的比重已从 ２％ 以上降至 ０ ． ５％（参见表 ６

） 。

表 ６ 日本经常收支的变化（单位 ：
１０ 亿 日元 ）



经常收支
经常收支

贸易 、 服务收支占名 义 ＧＤＰ

金 额


所得收支ｉ



金 额贸易收支服务收支


之比 （％ ）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０１０３５２８２０４１ ２２５３－

４０４９２６０５２ ． ８

１ ９９ １
￣

１
９９５１２３６２８９９８ １４２５２－

５２５４４ １４７２ ． ６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０１２０６９６５８２ １２５７０－

５９８８６６ １ ５２ ． ３

２００ １
－

２００５ １ ５４９５７ １ ８５１０ ３３５－

２６４２１ １４２０３ ．
１

２００６－ ２０ １０１ ８６２７５５５０７ ５６６－

２０１６１４３ １ ８３ ． ７

２０ １ １１０４０ １－

３ １ １０－

 ３３０２－

 ２７８０ １ ３６ １７２． ２

２０ １２４７６４－

８０８３－

４２７２－

３８ １ １１ ３９９ １１
． ０

２０ １３３ ９３２－

１２２５２
－

 ８７７３－

３４７９ １７ １７３０． ８

２０ １ ４２６４６－

１ ３４ ８２－

１０４０２－

３０８ １ １ ８ １２００． ５

资料来源 ： 小峰隆夫 ： 《回顾战后 ７〇 年的 日本经济》
（

「戰後７０ 年Ｗ 日本経済 旮振 》

｝返 ？＆ 」 ）
，

“

战

后 ７０ 年的 日 本经济与 中 日经济合作
”

学术研讨会 ， 北京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在制造业出 口竞争力 相对下降 、 海外生产转移及经营本地化削弱 日 元贬

值促进出 口的作用 、 核电恢复缓慢 以及天然气等能源进 口需求仍将持续等情

况下 ，
日本以往的经常收支大量盈余状况将会改变 。

５ ． 对外进一步开放市场

日本在开放市场方面 ，
比较受到关注的有几个方面 。 首先 ， 劳动力市场

开放是大势所趋 。 现在 日本已经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 ， 截止到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０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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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日外国劳动者人数将近 ８０ 万人
，
同 比增长 ９ ． ８％

， 创最高纪录 。

￥ 据预测
，

到 ２０２５ 年 ，
日本老龄人 口 占总人 口的比重将超过 ３ ０％

，
２０４０ 年将进

一步升至

３６ ． １ ％（参见图 ４
） 。 在这种趋势下

，
即使增加女性和老年人 口 就业也很难弥

补劳动力的供需缺 口 。 日 本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警告 ， 到 ２０３０ 年 ，
日 本将有近

四分之三的农民超过 ６５ 岁
，
建筑工人严重不足 ， 甚至有研究显示

，
人 口减少

很可能会造成 ８９６ 个市镇和村庄消失 为此
，
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团体

——

经团联会长枘原定征近期呼吁 日本要打开国门 ， 放松移民政策 ，
以应对人 口的加

速减少。 人 口老龄化的严峻现实 ， 将迫使 日本逐渐开放国内劳动力市场 。

其次 ， 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 。 农产品市场相对封闭 ， 是阻碍 日 本参与

区域经济合作及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
一

大障碍 。 日本已经开始调整农业政策 ，

减少对农业的财政补贴 ， 取消大米等生产政策 ， 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 随着

农民 日益老龄化及其在政治上影响力 的衰退 ， 农民传统
“

票 田
”

的地位正在

发生变化 ， 这将有利于减少 日本开放农产品市场的阻力 。

再者 ， 继续深化对外经济关系 。 只要全球区域经济
一

体化潮流不止 ，
日

本将会积极推进和参与双边 ＥＰＡ 及 ＴＰＰ 、

“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
ＲＣＥＰ

） 、 中 日韩 ＦＴＡ 等多边区域经济合作 ，
以避免被排除在外的被动和损

失 。 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 ， 将在多元平衡发展 、 分散风险的 同 时 ， 注重加

强与印尼 、 泰国 、 越南 、 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及非洲等地的经贸关系 。

展望未来 ， 尽管 日本经济总量在 ２０ １０ 年被中国超越 ， 但 日 本依然具有雄

厚的经济基础和资金储备 、 较完善的营销网络及丰富的海外运营经验 。 目前 ，

日本拥有个人金融资产约 １ ６００ 万亿 日 元 ， 仅次于美国 ；

③ 外汇储备超过 １ 万

亿美元 ， 仅次于中国 ；

？ 海外纯资产余额为 ３６６ 万亿 日 元 ，
已连续 ２４ 年居于

全球首位 。

？ 在劳动力素质 、 研发投人方面 ， 日 本具有
一定优势 ，

比如 ：
２０ １０

年 日 本用 于研发 的经费支 出 占其 ＧＤＰ 的 比重为 ３ ． ４４％
， 远高于 中 国 的

① 《在 日外 国劳动者人数达 ７８ ． ７６ 万人创新高 》 ， 新华 网 ，
２０１ ５ 年 １ 月 ３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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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４４％
，

？
９０ 年代 中期 以后获得诺贝 尔奖的尖端型人才也明显增加 。 这些因

素都将继续支撑 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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戦後 ７０ 年乃 日本経済発展 （
７）軌跡 ｔ思考徐 梅

第二次世界大戦後 、 資源 （
二乏 Ｌ 〈 市場 右 狭 Ｖ 、 日本 （ ± 、 経済成長 ＆促進中 § 多樣＆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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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２０年近 ＜丨
二

；６之 ９ 髙度成長奁 実現 Ｌ亡 。 １ ９７３ 年乃石油シ ３？ 夕 旮転換点 ｔ 匕

Ｔ 、 日本経済炉减速 Ｌ始ｉ６ 、 乇 ＬＴ樣 々 ＆現象々問題介
’

現托 １９８０ 年代後半期 （
： 二 ３

Ｕ二状況Ｍ終結Ｕ 市場 知飽和状態 （ 二＆ 〇亡二 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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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陥 Ｓ 。 砂後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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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乗。 安倍政権Ｕ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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