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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 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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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伪命题 ， 导致这
一

误读 出现 的

主要原 因是 比较找错 了 参 照 物 。 日 本 经济陷入 长期低迷有其 必然性和偶 然性 ，

但 在这过程 中 出现过 多次
“

小 阳春
”

，
日本 经济发展依然表现 出 不少亮 点 。 从

国 际 比较来看 ， 过 去二十年 的 日 本经济 也有不俗 的表现 。 综合 数据表 明
，

曰

本经济并 没有
“

失 去
”

。 通过 宣 扬 日 本 经济
“

失去 的 二十年
”

这一
“

哀 兵 之

策
”

，
日 本 的确获得 了 不少好 处 ，

但其 负 面作用 也不容小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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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 美国著名经济杂志 《福布斯》 （ 刊登了前编辑冯艾

盟 （ 所写的题 目为 《 日 本失去了 年的说法是个大

骗局 》 的文章 ， 在 日本引起很大反响 。 冯艾盟为了佐证 自 己 的论点 ，

还引用了美国经济学家威廉 克莱恩 （ 在 《 国 际经济》

杂志上发表的题为 《对 日 本的错觉 ： 失去数十年的说法是荒诞的无稽

之谈》 的文章
②

， 并指出 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 克鲁格曼

也持有相同的见解 ， 即认为关于 日本经济低调的看法

缺乏经济学的根据 。 文章较短 ， 其中有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 但对其主

要观点却颇 以为然 。 该文作者的暗示十分明显 ， 即美 国政府被所谓
“

失去的二十年
”

的谎言所蒙蔽 ， 采取了不恰当的对 日 政策
，
结果导致

美 国丧失很多经济利益 。

①
‘

：

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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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 国 ， 受中 日 政治关系恶化以及两国 国民感情恶化等影响 ， 从

媒体到学者 、 官员等各个层面也都或多或少为
“

失去的二十年
”

所迷

惑 ， 对 日本经济存在着
一

定程度的误读 ， 而这些误读有可能影响到我们

对 日 政策的判断 。 拨开迷雾 ，
辨明

“

失去的二十年
”

的虚与实 ， 还原

曰本经济的真相 ， 有利于我们对 日本的全面、 清醒的认识 。

“

失去的二十年
”

是一个伪命题

泡沫经济崩溃后 ， 日本一蹶不振 ， 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 在 世纪

年代末 ，
日本经济

“

失去了十年
”

的提法就见诸报端 ， 而到 年

前后 日本经济仍无起色 ， 又有媒体提出 日 本经济
“

失去了二十年
”

。 很

显然 ，

“

失去的二十年
”

是
“

失去的十年
”

的延续 。

① 在媒体的渲染与

炒作下 ，

“

失去的二十年
”

已
“

深人人心
”

，
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符号 ，

而且这似乎还不够 ， 因为
“

失去的三十年
”

即将接踵而来 。
② 原来印刻

在人们头脑中的创造过各种奇迹的 日 本经济影像几乎荡然无存 ，
日 本似

乎已经衰落得不值
一

提 ， 甚至连发展中国家都不如 。

当今的 日 本经济果真如此凄惨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 可以肯定地

说 ， 日本现在仍然是一个国 民生活富庶的经济发达国家 ， 所谓
“

失去

的二十年
”

是过分夸大 日本经济衰退的伪命题 。

一

） 新 自 由主义改革与
“

失去的二十年
”

诚然
， 过去的 年 日本经济增长率偏低 、 财政状况不断恶化 、 通

货紧缩长期化 、 个人显性工资没有增长 ’ 特别是低收人人群中的年轻人

收入明显减少 ，
地区差距、 收人差距有所扩大以及 日本经济国际地位相

①
“

失去的十年
”

这
一

提法据说最初似乎出 自于 《中国新闻广场栏 目 》 ， 此后在 《 日 本

经济人门 》
（

『七 于
一

瓜日 本経済人門 （ 年度版 ） 』 、 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 ） 中被理论

化阐述 。 实际上准确 的提出时 间和 出 自于何人已很难说清 ， 但基本是根据美国
“

失去的十年
”

演化过来的 ，
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

“

失去的二十年
”

这一提法更为普遍 ， 但始于何时 、 源 自

谁人就更难以说清了 。

② 比较有影响的有 ： 池田信夫 『 「失 ； 扎々 年」 仁向力、 日 本』 （
工 異論正

論 、
二工 夕 日 本版 年 月 日 ） 、 塩沢由典 『 「 失 年 」 奁避 于 厶

立 』 （ 才匕二 才 土居雅紹 『 「失 年」 旮冬 可能性 次《 年 奁

考之 投资 （

「
卜
〕 厶

」 ） 、 佐藤周
一

二 ？
「 失 札亡

年 「 中曽根政治 総括织必要 』 （広島瀬戸内新聞社 、 口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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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降等等 ， 这些可谓
“

失去的二十年
”

之实 。 日 本经济出现的各种

问题 ， 从本质来说 ， 是在推行新 自 由主义改革 ， 即
“

日本模式
”

转型

过程中出现的阵痛和付出的
“

必要代价
”

。

人们对
“

日 本模式
”

的通常解释是 日 本处在追赶阶段 、 工业经济

时代 ， 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所采取的
“

追求
一

国繁荣主义
”

的发展模式 。

其主要特征为 ： （ 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机制 ； （ 出 口主导型发展

取向 ； （ 引进技术赶超模式 ； （ 主要依靠 内部积累的高储蓄
；

重视教育和技术开发 ，
等等 。 此外 ，

日本区别于欧美各国 的一些

特殊制度 、 惯常做法 ， 如因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广泛深入干预而得名的
“

日 本株式会社
”

、 国家的
“

行政指导
”

、 各种限制竞争和保护国 内市场

的烦琐的规制 、 终身雇佣制 、 年功序列工资制 、 主银行制 、 银行的

窗 口指导 等都应属于
“

日本模式
”

的范畴 。 应当说 ， 政府主导的市

场经济机制是
“

日 本模式
”

的本质特征 ， 因为它贯穿于经济生活和经

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和领域 。 在这种模式下 ，
日本将人、 财 、 物 、 技术这

些生产要素或经营资源作为国家资源集中起来使用 ， 在强有力 的官僚统

治下 ， 官民一体 ， 实现有计划的发展 。 国家财力的集中 ， 保障了大规模

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整个国土的均衡发展 ； 国家的行政指导和各种规

制 ， 有效地保护了 日本国 内市场和
“

幼稚产业
”

； 终身雇佣制等雇佣制

度 ， 培养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心 ， 保障了企业技术队伍的稳定和整个社

会就业的稳定 ；
主银行制 ，

保障了银行对企业的稳定资金供给 。

但是 ， 任何经济模式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 在特定条件下是成功和

行之有效的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的变化 ，
也会失效和过时 。 随着

日本追赶 目标的实现 ， 后发优势的消失 ，
加之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经济全

球化的进展 ，

“

日本模式
”

的相当部分开始难以适应新的形势 。 泡沫经

济崩溃后 ，

“

日 本模式
”

的弊病暴露无遗 ，
日 本不得不进行新 自 由主义

改革 。

所谓新 自 由主义理论 ， 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 认为市场是万能的 ， 提

倡 自 由放任至上主义 ， 标榜
“

小政府
”

。 在 日本 ， 主张改革的当局和支

持改革的学者认为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在于 ： （ 本来
“

市场
”

具有 自律的恢复能力 ， 但
一些制度上的原因 （ 如过多的规制和 日 本式

的终身雇佣制 、 不 良债权的积累等 ） 妨碍了这种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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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经济萧条陷人长期化和深刻化 。 只要消 除这些制度性原因 ， 资源

包括资金 、 劳动力 、 人才资源 ） 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 ， 就能实现

整个国 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 （ 日本这次经济萧条的特征是供需差的

扩大 ， 不景气的原 因与其说是需求不足 ，
不如说是供给过剩所引起的 。

不难看出 ， 改革者的第
一

个论点是全面信赖市场机制作用的新古典派宏

观经济学的主张 ；
后一个论点是根据

“

供给 自身创造需求
”

的萨伊法

则 ， 认为 和就业水平可 以 完全不考虑需求 因 素 ， 只 由供给条件

具体来说是指决定经营者投资活动的条件 ） 来决定 ， 实际上这是供给

学派的主张 。 据此 ，
他们提出 ， 放松规制 、 处理企业的

“

三大过剩
”

问题 ， 特别是大量裁员才是最好的景气对策 。

世纪 年代 ， 中 曾根首相对 国铁和 电信公社等进行民 营化改

革 ， 揭开了 日本新 自 由主义改革的序幕 ；
桥本首相的

“

六大改革
”

是

日本全方位新 自 由主义改革的开始 ；

“

小泉改革
”

是 日本新 自 由主义改

革的继续和深化 。 日 本 的新 自 由 主义改革的主要特征 ， 是变过去的
“

政府主导型模式
”

为
“

市场主导型模式
”

， 更加注重市场的力量 ， 提

高民间活力 。 当然 ， 这种转型也绝不是彻底转向
“

市场至上主义
”

， 只

不过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而巳 。 由于新 自 由主义 自身的理论缺

陷 ， 加之与改革实践的不对称 ， 日 本的新 自 由主义改革并不成功 ， 而且

带来了
一

系列社会问题 ，
以至于

“

失去的二十年
”

的声音不绝于耳 。

事实上
，
由于国 内外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 ，

日本的经济政策不得不时常

回归凯恩斯主义 ，
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和渡过危机 。 目前正在推

行的
“

安倍经济学
”

，
也包含有很多凯恩斯主义的 内容 。 尽管

“

小政

府
”

的 目标迟迟没有实现 ， 但对改革带来的阵痛有所缓解 。

总之 ，

“

失去的二十年
”

之
“

实
”

多半是 日 本的新 自 由主义改革带

来的 ， 但政府时常出 台 的
“

反新 自 由主义
”

经济政策 ， 在一定程度上

阻止了危机的发生 。 不管怎么说 ，

“

失去的二十年
”
一语也有太多的夸

张成分 。 因为 日本人忧患意识很强 ， 包括大部分政治家 、 普通 国民都不

喜欢张扬 ，
特别是媒体出于各种 目的更愿意报忧不报喜 ，

而且不负责任

地夸大事实以追求新闻效果 。 媒体长期的宣传 ， 再加上许多 日 本学者精

细片面的
“

科学论证
”

， 导致多数 日本国 民甚至国际社会都误认为 日 本

确确实实
“

失去了二十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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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二
） 比较找错 了参照物

“

失去的二十年
”

的谬误根源在于找错了参照物 。 其实 ， 我们在观

察 日本经济时一直存在一个误区 ， 即总是 自觉不 自觉地以 中国经济 、 美

国经济或者 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和泡沫经济时期为参照物 ， 来考察和衡量

现在的 日本经济 。

中 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 、 中级阶段 ， 也是城市化进程最快的阶段 ，

经济高速增长有其必然性 。 日本早已完成追赶任务 ， 与中 国不在同一个

水平线上 ， 难以和中国相 比 。 日本与美国也不可 比 。 虽然美国也进入后

工业化的成熟阶段 ， 但美国可利用政治霸权 、 军事霸权在全球呼风唤

雨
， 利用所谓

“

能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
”

的借 口
， 有能力调动全球资

源 ， 为其经济发展服务 ，
还可利用美元作为基轴货币的优势维持印钞权

和定价权 ， 借此在世界经济中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 ， 即便 自身经济出了

问题也可以让全世界为
‘

其买单 。 而 日本绝没有这种经济以外的能力支撑

和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

另外 ， 从纵向 比较来看 ， 目前的 日 本经济与 日本高速增长时期也不

可比 。 日本在 年至 年间实现了高速增长 ， 完成了追赶欧美发

达国家的任务 。 昔 日 日本的高速增长与中国现在的情况比较相似 ， 甚至

是在比中 国更为有利的条件下实现的 ： 其一 ， 当时 日本正处于后发展阶

段 ，
经济发展的潜力很大 ，

国 内和国际市场空间宽广 ； 其二 ， 从支撑经

济发展的三要素——劳动力 、 资金和技术层面来看 ，
三者的供给都十分

旺盛 ； 其三 ， 世界经济与技术革命环境良好 ， 日本实现了一枝独秀的发

展 。 而现在 ，
上述的基本背景和基本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所以现

在的 日本经济无法与高速增长期进行比较 。 还有很多人拿现在的 日本经

济与泡沫经济时期进行比较 ， 例如 ， 年 月 中旬 日 经 种平均

股指为 点左右 ， 仅仅相当于 年的三分之
一强

；
现在的地价

不足当 时的三分之
一

；
与泡沫经济时期相比 ， 日 本 的资产损失高达

万亿 日元 现在 日 本的金融 、 产业 、 企业实力与当时更是有天壤

之别 。 其实 ， 与泡沫经济时期进行比较更不恰当 ，
因为泡沫经济本身就

是
一种异常或者说非理性的危险经济状态 。

① 「失 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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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 ， 现在的 日 本经济状况若与 尚未发 生泡沫经济之前的

年的 日 本经济相 比 ， 应当是 比较客观的 。 如图 所示 ， 若以

年为 ， 股市 （ 除泡沫期外 ） 有升有降变化不大 ， 地价也未发生太大

变化 ， 劳动者个人收人略有上升 ，
而法人收人有升有降 。 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 ， 个人金融资产上升幅度较大 ， 年大概是 年的三倍 。

年

厂

日经平 价
地价 （

六大城市 ）
个人金融资产

：

广
）

；

： 職
法人收人
”

厂
年

寸 寸

— — — — — —

图 日本 年来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化

注
：

“

个人金融资产
”

的数据由 于统计标准的变更 ， 年以后并不连续 。

资料来源 ：
根据 日本银行 、 国税厅 、 日 本不动产研究所等资料绘制 。

储蓄率下降是人们认为 日 本经济失去 年的主要论据之
一

。 从图

可以看出 ，
虽然家庭的储蓄率在下降 ， 但企业的储蓄率在上升 ， 民 间

储蓄总体仍维持较高水平 。 在 年 以 后 ， 企业储蓄率
一直维持在

以上
， 这说明企业早已解决了 资金短缺问题 ，

而且赢利水平较高 。

当然企业储蓄率较高 ， 也反衬出 日本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 ， 投

资动力不足 ， 这也是 日 本长期 以来的结构性问题 。 表 的数据则显示 ，

日 本人均 从 世纪 年代 中 期 以来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 ， 从

年的 美元上升到 年的 美元 ， 增长 倍 。 从对

上述数据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 ，
与 日本经济正常状态的 年相 比 ，

日 本的主要经济指标并没有
“

失去
”

。 而且
， 标志 国民 富裕程度 的人均

仍处于上升状态 ， 显示 民 间财富 的个人金融资产和 民间储蓄仍居

于髙位 ，
日 本的经济实力 和 国 民生活水平绝不逊色 于欧美主要发达

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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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 企 、
丨 家计

乂

、

⋯

、
、

乂、

、 广、

、

—“

年

图 家庭与企业的储蓄与 之 比

注 ：

“

企业
”

是非金融法人与金融机构的合计。

资料来源 ：

「平成二十年度 国民経済計算確報」 （ 平成 年基準 、 、 年 月

日 ）
、
深尾京司 『 「 失 々二十年 」 日本経済

一構造的原因 再生八乃原動力 解明一 』 、

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 、 年 。

表 日 本人均 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比较 （单位 ： 美元 ）

年 年
年 年 名称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增长率 增长率
排名 排名

卢森堡

挪 威

卡塔尔

瑞 士

中国澳门

澳大利亚

丹 麦

瑞 典

加拿大

荷 兰

新加坡

奧地利

芬 兰

爱尔兰

美 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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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日 本

法 国

德 国

冰 岛

文 莱

英 国

新西兰

意大利

中国香港

以色列

西班牙

希 腊

斯洛文尼亚

沙特阿拉伯

资料来源 ：
，

， 。

二 客观认识过去二 年的 日本经济

很显然 ’

“

失去的二十年
”

这
一说法并不准确 ，

不能概括 日本经济的

真实面貌 ， 甚至有舆论误导之嫌 ， 但并不意味着 日本经济不存在问题 。

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是
一

个不争的事实 ， 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 ， 但在

这一过程中还出现过多次
“

小阳春
”

， 日本经济发展依然存在不少亮点 。

一

）
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 必然性与偶然性

众所周知
，
泡沫经济崩溃后 ，

日 本经济
一

直萎靡不振 ， 陷人了长期

低迷状态 。 其主要特征如下 ： （ 经济增长疲软 ； （ 国 际经济地位

相对下降 ； （ 财政状况不断恶化 ； （ 长期通缩 ； （ 地区差距与

贫富差距扩大 ， 等等 。 其实 ， 日本经济之所以 陷入这种长期低迷状态 ，

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

日本早已进人后工业化的成熟阶段 ，
经济进入低速增 长有其必然

性 。 由于 日本完成了追赶任务 ， 与欧美发达国家站到同
一起跑线 ， 后发

优势消失 ， 前面有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打压和堵截 ， 后面有
“

亚洲 四小

龙
”

（ 以及以中 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髙速追赶 ， 日 本经济的

国际地位必然相对下降 。 从国 内情况来看 ， 人 口迅速老龄化 ， 需要加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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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费用支出 ， 劳动力人 口开始减少 ， 经济增长活力下降 。 而且
，

由于 日本经济长期推行均衡发展模式 ，
全国各地区几乎 同时进人后工业

化的成熟阶段 ，
国土基础开发已经完毕 ， 国内发展空间受限 ，

这使得公

共投资的乘数效果不断下 降 。 日 本经济后发优势消失 ，
全要素生产率

增速放缓 ，
而 自身的创新能力不足 ， 导致供给难以 提高 。 由于

国 内市场饱和 ， 进
一

步扩大 内需极为困难 ，
只能依赖出 口 刺激经济复

苏 ， 但又遭到来 自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 ， 导致需求严重不足 。 长期通

缩
， 居民收入增长停滞 ， 导致消费疲软 。 消费疲软直接导致企业生产和

设备投资的减少 ， 进而使总供给能力萎缩 。 特别是 国际金融危机以 后 ，

发达国家同时陷人去杠杆化的低速增长 ， 这也说明 日本经济衰退不是孤

立 、 个别现象 。
（参见图

人口老龄化 后工业化阶段 国际金融危机 、 欧

劳动力较少
■

经济发展成熟 长期通缩 债危机 ， 世界经济

人口减少 后友优 失
職饱 减速 、 日元升值

▽ 国土开发完毕

下降 居民：人减少 出 口减少
费用 活力 创新下降

——

支 出 下 降

增加 消费 消费减少

低 迷
总供给 总需求

，

不足 不足
企业生产减少

个
士 土 设备投资减少

、卿絲腿迷
‘

雇脈，

丨

公共投资扩大

於 收入减少

财政状况恶化

税收减少

消费减少

图 日 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必然性分析

而且 ， 经济发展是有周期性的 ， 战后 日 本曾出现过高速增长和中速

增长 ， 进入长期有波动的低速增长也是很 自 然的现象 。 从 日本战后经济

发展轨迹来看 ， 其表现出来的 次景气周期循环变化 ，
基钦周期 和朱

格拉周期的特征比较 明显 ， 同时也能观测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库兹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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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周期的痕迹 ， 但其更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 ，

加之上述的客观因素制约 ，
日 本陷人长期低迷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 目

前
，
日 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 左右 ，

经济长期低迷应当是
一种常

态 。 换句话说 ， 低速增长本就是泡沫破灭后 日本经济的正常状态 ，
既然

是正常状态 ， 何谈
“

失去的二十年
”

？

但是 ， 不可否认 ，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 过

去的 多年里 ， 可 以说 日本运气不佳 。 年的阪神大地震 、 年

的亚洲金融风暴 、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 年发生的 日本大地震、

大海啸 、 核泄漏事故 ， 国 内外环境制约对 日 本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

的 。 其中 ， 特别是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东 日 本大地震对 日 本经济

的打击极为沉重 。 也许有人会说 ，
世界其他国家也发生过 自然灾害 ， 也

同样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 ， 这
一点不足以构成 日 本陷入长期低迷的偶然

性 。 此话不错 ， 但关键是 日本正处于长期低迷之中 ， 抗击外来冲击的能

力 比较脆弱 ， 这些外来冲击无异于雪上加霜 ，
使刚刚看到一点复苏希望

的 日 本经济又陷人深渊之中 。 换言之 ， 如果没有这些外来冲击 ， 日本经

济的状况或许会好
一

些 。

二
） 在总体低迷中也有

“

小 阳春
”

世纪 年代以后 ， 日本进人新 自 由主义改革期 ，
经济发展过程

中 的不可测 因素增多 ， 加大了政府的宏观调控难度 。 特别是从政局来

看 ， 政府更迭频仍 ， 当政者将主要精力用于争权夺利 ， 使经济政策无法

保持连贯 。 特别是政府当局对
“

泡沫
”

的危害认识不足 ， 对不 良债权

问题未能采取及时对策 ， 而且对经济形势多次判断失误 ， 贻误战机 ， 政

策摇摆不定 。 加之国内外客观环境的恶化 ， 拖累 了 日本经济的复苏 。

其实 ， 综观过去 多年 ，
日 本真正出 现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只有

年和 年 ， 其间金融机构纷纷倒 闭 ， 并出 现轻微的信用危机 ，

但很快就得到控制 。 由于经济周期 的作用 ， 在总体低迷的 年 中 ，
曰

本经济也曾出现过低水平的恢复 。 如图 所示 ， 阪神大地震后的

年的
“

小阳春
”

， 年出 现的
“

景气
”

， 年 月

至 年 月 还出现了长达 个月 的战后最长 、 年均经济增长率为

的低水平景气 ， 亦称
“

没有实感的景气
”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截

至 年 日本解决了不良债权问题 。 正因为如此 ， 当 年国 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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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来临后 ， 日本金融机构遭受的直接损失有限 ， 金融系统始终保持稳

定状态 。 但是 ， 由于美 国 、 欧洲等外部市场急剧恶化 ， 使 日 本的实体经

济遭受重创 ，
这也暴露 出 日 本过度对外依赖的经济结构 的致命弱点 。 在

年第四季度 ，
几乎所有主要经济指标都出现了 自 由 落体式的下跌 ，

年度实际 增长率出现了 的战后最大幅度滑坡 。 但是 ，

在外需扩大和超宽松货 币政策 、 积极财政政策等 因 素的强力推动下 ，

年第二季度 以后 日本经济形势逐渐好转 ， 年度实际 增长

率为 降 幅明 显收 窄 ， 年度 实现 的正增 长 ， 这是

年以来的最高增长率 ， 远远超过 日 本国 内及国 际经济组织的预期 。

这意味着 日 本 已 经从金融危机的最 困难时期 走 出
，
开始进人复 苏 的

通道 。

「

°

彳 年度平均

謂
一

年度平均

°

￡

° 上

寸 寸 寸 寸 《
—

—

图 战后 日 本经济增 长率变化情况

注 ： 以年度数据计算 ， 平均值为各年度数据 的简单平均值 。

资料来源 ： 内閣府 「 国民経済計算 」 、 ： 。

年 月 ， 日 本遭受 了百年一遇 的大地震和千年一遇 的大海啸 ，

再加上核泄漏 ，
面对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复合型大灾难 ， 日本国 民表

现出惊人的淡定 ， 社会秩序井然 ， 抢险救灾有条不紊 ，
而且出人预料地

迅速恢复 。 在大地震和大海啸发生的 同时 ，
日 元出现了急剧升值 ， 特别

是 年下半年还受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环境恶化的影

响 ，
即便是在这种极度恶劣的环境下 ， 年度 的 日 本经济仍保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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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增长 ， 并没有陷人负增长 。 年 月 ， 占 日本发电总量

的 个核电机组全部停机 ，
但 日本经济 、 企业生产与国民生活并没有受

到约束性影响 ， 年度实际 增长率仍为 的正增长 。 这些都

充分反映出 日本经济所具有的雄厚实力 。 年至 年的三年 ， 日本

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为 与 年至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相比 ，

高出
一

倍。 年 ， 在
“

安倍经济学
”

的刺激下 ，
日 本第

一

季度实际

增长率高达 第二季度也是 的高增长 。
①

另外 ，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 特别是东 日本大地震以来 日 元

曾持续走高 ， 这虽然有不利于 日 本出 口 的
一

面 ，
但对 日 本大量进 口能源

和原材料却十分有利 。 其实
，

一

国货币的升值与否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发

展的基本层面和未来前景 ， 日本经济状况不算好 ， 但至少不 比美国和欧

洲经济状况更坏 ， 所以投资家才大量购入 日元 。 换言之 ， 日 元持续升值

本身就意味着 日本经济仍具有实力 。 也正是因为 日元升值 ， 尽管 日 本在

年名义 增长率为 ， 但如果换算为美元则为 万亿

美元 ， 与上年相比增长 。

三
） 灰暗的 年中也有诸 多 亮 点

泡沫破灭后的 日 本经济确实处于相 当灰暗的时期 ， 但如果认真分析

不难发现 ， 在过去的 年中 ， 日本经济也有许多亮点 。

日本是在 世纪 年代末经济处于鼎盛时期开始走 向停滞和低迷

的 ， 直到现在 ， 日本依然是一个极富有的发达国家 。 年 ，
日本

总量达 万亿美元 ， 仍居世界第三位 ， 人均 高达 美元 ，
仍

居世界前茅 。
② 海外净资产高达 万亿 日 元 ， 为世界第

一

； 个人金

融资产为 万亿 日 元
， 居世界之首 。

③ 从外汇储备看
，
到 年为

止
，
日本一直居世界第

一位
，

年以后被中 国超越 ， 居世界第二位 ，

年 月 为 万亿美元 。 另外 ， 日本还拥有可供半年消费的石油储

备 ， 以及大量的镍 、 铬 、 钨 、 钴 、 钼 、 钒、 锰 、 铟 、 铂及稀土金属等战

① 内閣府経済社会総合研究所 「 平成 年 月 期四半期别 速報 （ 次

速報値 ） 」 、 年 月 日 。

② ’

③ 「

対外純资産 、 過去最大 兆円 位中国 倍 、 年連続 『 世界
一刃債権国 』 」 、

年 月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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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物资储备 ， 实际上这是一种物化的外汇储备 ， 而且更具战略意义。

目前 ， 日 本 的失业率为 左右 ，
最高年份 的 年也 只 有

，
而欧洲国家大多都在 以上 （ 参见 图 。 国 民生活水平甚至

高于欧美发达 国家 ， 自 然环境和空气质量仍然是世界最好的 。 日 本在世

界产业链条中 仍居高端 ，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仍属一流 。 从某种意义上

讲 ， 过去的 年更是 日 本改革调整的 年 ，
经受历练的 年 ， 制度

创新的 年 。

意大利 法国

類 、‘

、

、声欲设分

年
寸 寸 寸

—

—

‘ ‘

图 失业率的国际 比较

资料来源 ：

，

日本经济之所以陷人长期低迷 ，
主要是对过去 日本所出现的超过 自

身实力的虚假繁荣 的彻底清算 。 经过不间断的改革 ， 在这 年当 中
，

形成了支撑 日本经济未来发展的三个重要条件 ： 第一 ， 是空前的成本下

降与效率提高
；
第二 ， 是 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和世界市民化 ；

第三
， 是持

续且高强度的技术积累 。 在应对美国要求的 日元升值过程中 ，
不仅工资

水平下降了 ， 而且流通成本和公共费用都大大降低 ，
日本从

一

个世界物

价最高的 国家变成了世界有数的低成本 国家 。 另外 ， 由于生产大量转移

到海外 ，
日本正从出 口 基地向全球商务 的总部功能和总部经济转变 。 企

① 武者陵司 『 「失 年 」 終
—地政学 診 日本経済

一

』 、 東洋経済新報

社 、 年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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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研发高投入 ， 促使 日本的潜在技术实力上升 。 过去的 多年 ， 日

本企业部门对研发的投入 占 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 ，

年高达 。 而从 年起 日 本对研发的投入占 的 比重在发

达国家中也是最高的 ， 特别是从 年代中期开始处于上升状态 ，

年接近 。 而且 ， 在过去的 年当 中 ，
日 本在物理 、 化学 、 生命

科学等领域涌现出十余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 在未来的经济发展 中 ， 推动

经济发展的三要素中简单劳动力资源的权重将会下降 。 从 日本来看 ， 人

口红利早已丧失 ， 人 口和劳动力都在减少 ， 代之而来的是
“

人 口重荷
”

的包楸 。 另外 ， 资本对经济的拉动力也在相对下降 ，
而人才 、 技术以及

创新能力将在推动经济成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在经济萧条期的

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 ， 意味着今后发展的后劲会更足 。

三 从国际比较看 日本经济的实力

从国际比较来看 ， 过去 年的 日本经济也有不俗的表现 。 首先从宏

观视角可以看出 ， 劳动力人均创造的价值仍处于高位 。 从 年到

年
，
美国的劳动力人 口增长 ， 而 日本仅增长 。 如果按劳动力人

均产值来看 ， 日本的增长速度不仅超过美国 ， 甚至超过了被认为是当代

经济发展成功代表的德国 。 日本过去
一直将长期通缩视为 日 本经济的病

源之一 ， 但在威廉 克莱恩看来 ，
回顾过去 年的 日本经济 ， 恰恰是物

价下降时比物价上升时更繁荣 。
③ 过去的 年 ， 日本实际 增长率不

足 ’
但冯艾盟认为这不能完全排除有 日本政府或世界银行 、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等人为操纵的可能性
，
因为 日 本人均电力生产从 年以来比

美国增长了一倍。 这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低迷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 。

一

） 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 比较

在贸易方面 ，
日本在过去 的 年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 。 年 以

后 ， 在主要发达国家中 ， 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只有 日 本和德国 。 而同

① 文部科学省科学技術政策研究所 『科学技術指導 』 。

② ’ ’
’

③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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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期
，
不用说美国 ， 英国 、 法国 、 意大利的贸易逆差近年来也都在扩大 。

不容忽视的是 ， 日本贸易的成功是在 日元不断升值的前提下取得的 。 如

果真是所谓
“

失去的二十年
”

，
日 元理应贬值 ， 而实际上 ， 日 元从

世纪 年代初到现在升值 。 年以后 日 本贸易虽然陷入逆差 ，

但其原因主要是东 日本大地震以后受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影响 ， 占全

国发电总量近 的核电站或废弃或停机 ， 造成电力短缺 ， 从而不得

不大量进 口化石燃料以解燃眉之急 ， 进而造成进 口异常扩大的局面 。 随

着未来核电站的陆续重启 ， 日本的贸易状况可能得到改善 。 尽管

年 日本的贸易收支 出现了连续两年的逆差 ， 但是由于 日 本海外资

产庞大 ， 国际收支仍处于顺差状态 ， 经常收支也
一直保持顺差。

在企业经营方面 ， 过去的 年 ，
日 本企业的赢利状况也远好于欧

美 。 诚然 ， 日本的股市尚未恢复到 年异常的
“

最高
”

水平 ， 但需要

注意的是 日本的股市变动并不
一

定真实反映 日本企业经营的实际状况 。

尽管 日元升值 ’ 但企业效益仍然保持较高增长 ’ 如图 所示 ’ 世纪

年代以来 ， 除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 以外 ’ 日本企业的经常收益基本

呈较髙增长之势。 由于效益较好 ’
日本企业也都维持着较髙的雇用率 。

「
全产业 制造业 一

非制造业

‘

‘ ‘

‘ ‘ ‘ ‘

—
—

图 日本企业销售营业收益率的变化

注
： （ 销售 营业收益率 营业收益 销售额 ） 。 （

“

全产业
”

和
“

非制造

业
”

的数据不包括金融业和保险业 。

资料来源 ： 財務省 『法人企業統計年報 』 。

从具体产业来看 ， 汽车产业的效益首屈
一

指 。 年丰 田汽车公

司 的销售额髙达 亿美元 ， 是 年 亿美元的三倍以上 ， 而且

这
一业绩是在发生了东 日本大地震 、 生产不得不大幅度缩小的情况下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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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 。 年丰 田公司 的销售额又进
一

步扩大 ， 高达 万亿 日 元

若按当年汇率 美元兑 日 元计算 ， 约折合 亿美元 ， 同 比增长

汽车产量超过 万辆 ， 居世界之首 ； 营业收益高达 万

亿 日 元 ， 与上年相 比增长 。
① 年 日产汽车公司销售额也达

到 亿美元 ， 为 年的三倍 ， 其他汽车企业也都取得很好的业

绩 。 与 日 本相比 ， 欧美汽车企业则大为逊色 。 年福特汽车公司 的

销售额为 亿美元 ， 与 年的 亿美元相 比仅增长 。 而通

用汽车公司的销售额为 亿美元 ， 与 年的 亿美元相 比仅

增长 。 在欧洲市场 ，
与标致雪铁龙 、 沃尔沃 、 雷诺 、 捷豹等当地

企业一样 ， 美国的子公司也被 日本企业夺走 了市场份额 。

二
） 与 中 国 的 比较

对 日本经济进行国 际比较 ， 绝对绕不开与 中 国 的比较 。 年 中

国 超过 日本 ， 对 日本人的心理防线造成巨大冲击 ， 这也成为反衬

日 本经济
“

失去的二十年
”

的重要依据 。 毋庸置疑 ， 中国 的 总量

超过 日本 ， 这充分体现出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 是一件具有历

史意义的大事件 。 但中 国人 口 是 日 本的十倍 ，
总量超过 日 本是很

自然的事情 ，
不能以 日 本 被中 国超越来反证 日 本经济

“

失去 了二

十年
”

。 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 ，
中国在经济质量上与 日 本还有相 当

大的距离 。 以购买力 平价来衡量的 总量 ， 中 国早就超过 日 本 ，

年 中 国 为 万亿美元 ， 而 日 本仅为 万亿美元 。 而名义

总量 ， 中国在 年超过 日 本 ， 年 日本的 总量为

万亿美元 ， 中 国 的 达到 万亿美元 。 但 日 本人均 为

美元 ， 居全球第 位 ，
而中 国人均 仅为 美元 ， 居

第 位 ， 远落后于 日 本，

虽然中 国 已超过 日 本 ，
但衡量经济总量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却未必 已经超过 日 本 。 日 本吸收外资很少 ， 在海外拥有大量优 良

资产 ， 其海外公司每年汇 回 日 本的利润约 占其 的 而中

国正相反 ， 在华投资的大量外资企业 ， 每年都要把中 国 中相当大

① 「 —

夕 見 世界 中 卜 彐 夕 」 、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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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汇 出 中 国 。 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 ， 很难统计 ， 但一加一减之

后
， 中国的 是否超过 日 本 ，

还很难说 。 事实上 ，
也许比

更能真实反映
一

国的经济状况和国民 的富裕程度 。

绿色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 是衡量各国扣除 自然资产损失后

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 。 简单地讲 ， 就是从现行统计的

中 ， 扣除由于环境污染 、 自然资源退化 、 教育低下 、 管理不善等因

素弓 起的经济损失成本 ， 从而得出真实的国 民财富总量 。 绿色 的统

计难度很大 ， 许多指标难以量化 ，
又无国际统一指标 ， 中 国 国家统计局

曾经进行过绿色 统计尝试 ， 尽管不十分精确 ， 但绿色 要比实际

低很多 。 有关测算表明 ， 世纪 年代至 年代 ， 中 国生态退化

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 的 ， 年以来这一数字

虽在下降 ’ 但到 年仍高达 左右 。

① 中 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停留

在
“

粗放
”

状态 ， 单位 所需的资源以及能源消耗远高于 日 本 。 日 本

在节能环保产业 、 循环经济 、 低碳经济等方面居世界一流 ， 而 中国在这

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 这样看来 ，
日 本绿色 将大于中国 。

在社会公平方面 ，
应当说 日 本是社会收人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

一

。

尽管 日本近年来也出现了差距扩大的趋势 ， 但总体来看 ， 仍居世界收入

分配最公平 、 差距最小的国家之列 。 其基尼系数只有 左右 而

中国高达 。 从地区差距来看 ， 在 日本 ， 最发达的东京与最落后的

冲绳人均 之比在两倍之内 若考虑到物价因素几乎没有差距 ， 而

中 国最发达地区与最落后地区之间却有十倍之差 。 在社会保障方面 ，

日本在 世纪 年代已 实现养老 、 医疗保险的全社会覆盖 而在中

国
， 社保系统刚刚启动 ， 水平还很低 ，

还有很多农村地区未能全部覆

盖 。 日本早在 年代巳进人后工业化阶段 ， 目前城市化率髙达 以

上
，
医疗 、 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实现了均等化 ， 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几

① 参见李扬 ： 《中国经济增长是 年绝无仅有的奇迹》 ， 《求是》 年第 期 。

② 厚生労働省 『

平成 年所 得再 分配調査報告 書 』 、 年 ，

■ 。

③ 《 统计局首次发布十年基尼系数 略高于世行计算的数据 》 ，
和讯新闻网 ，

年 月 日
， 。

④ 矢野恒太記念会編集
『
日本国势図会 』 、 矢野恒太記念会 、 年 、

頁
。

⑤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编制的 《中国统计年鉴》 历年版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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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不存在差距 。 中国仍处于工业化的初 、 中期阶段 ， 城市化率在

左右 ， 而且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少在三倍以上 ， 特别是城乡之间社会

公共服务的差距极大 。

从产业结构来说 ，
日 本在 世纪 年代已经实现了发达国家

中最先进的产业结构 ， 其农业人 口仅占总人 口的 左右 ， 而中国 的这

一比例现在还髙达 。 在世界产业链中 ，
日 本居高端地位 ，

而 中 国

仍居于中低端地位 。 中国虽然已成为
“

世界工厂
”

， 钢铁 、

一次能源 以

及中低端家电产品 、 服装等产量世界第
一

， 但是在高端 、 高技术含量和

高附加值产品方面并没有优势 。 此外 ， 在公共服务业特别是金融 、 保险

等现代服务业方面 ， 中 国与 日本的差距更大 。

从企业层面看 ，
经过改革开放 多年的努力 ， 中 国企业的整体实

力得到很大提升 ， 但与 日 本企业的差距还很大 。 早在 世纪 年代 ，

日 本的企业就已相当成熟 ， 拥有丰 田 、 日 产 、 日立 、 东芝 、 松下 、 新 日

铁等世界顶级企业 ’ 而且这些企业包括许多中小企业掌握着众多的核心

技术 ， 形成了许多世界级品牌。 日本企业与欧美国家相 比几乎无差距可

言
， 所生产的产品如高端电子芯片 、 半导体 、 机器人、 家电和汽车等甚

至要超过欧美 。 而从中 国的现状来看 ， 世界顶级企业和品牌极少 。 中国

的企业严重缺乏 自 主的核心技术 ， 大而不强 。 近年来中 国有越来越多的

企业进人 《财富 》 世界 强排行榜 ， 但是 日 本企业的总体排名更加

靠前 ， 而且多以制造业为主 ， 中 国多数上榜企业为具有垄断资源的国企

央企 。 中 国企业的竞争力较之 日 本还是略逊
一筹 。

过去 多年 ，
日 本头顶

“

世界第二
”

的光环 ， 既有积极转变增长

方式 、 调整升级产业结构 、 开发节能技术 、 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带来

的光荣 ，
也有被成功冲昏头脑 、 张扬于世 、 政策失误导致泡沫生成并破

灭
， 最终饱尝

“

长期低迷
”

的苦果而留下的沉痛教训 。 日本的经验与

教训 ， 着实值得中国认真借鉴和汲取 。

四
“

哀兵之策
”

的利与弊

日 本高调宣传
“

失去的二十年
”

也并不完全是因为 日 本人的低调

与内敛 ， 对外哭穷是 日本的一贯伎俩 ， 因为哭穷可 以给 日 本带来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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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 、 媒体 ， 特别是学者应当对经济数字很敏感 ， 但是笔者注意

到 ， 当金融危机对 日本造成沉重打击 ，
使 日本经济在 年第四季度

急剧下滑 年度 下降 ， 其他经济指标也迅速下滑

的时候 ， 日本政府官员的发言 、 学者的分析以及电视 、 广播 、 互联网和

平面媒体连篇累牍 ， 大肆渲染 。 但 年 月 日本经济在发达国家中

第
一

个
“

触底
”

， 年度 降幅收窄 ， 特别是 年度 增长

率达到 ， 不但政府不作声 ，
几乎很少有专家评论 ，

媒体报道也很

少 。 另外 ， 东 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的 月 份工矿业生产指数急剧下降 了

第
一

季度 下降了 关于 日本损失惨重的报道非常多 。

但 日本产业链条迅速恢复 ，
经济很快复苏 ， 第三季度出现 的高速

增长 ， 年第
一

季度又出现 的高增长 ， 诸如此类的事实却几乎

很少报道 。 日本这种报忧不报喜的做法 ， 自然与 日 本民族危机感较强 、

处事低调的 国民性有关 ， 但也不能排除这是一种
“

哀兵之策
”

。

回顾战后历史 ， 日本并非一贯低调 ，
也曾经张扬过 ， 但为此付出了

巨大代价 。 日本 自 年完成追赶欧美 目标 ， 特别是进人 年代中期

后一夜暴富 ，
据统计当时仅仅是东京的地价就相当于整个美国 国土的四

倍 。 此时的 日本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完成追赶任务 ， 经济进入

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 在这种背景下 ， 从政治家到普通国 民 ， 都开始头

脑发热 ， 日本列岛充满骄横 、 狂躁之气 ， 以为 日 本经济增长前景不可限

量 ， 世界上任何
一

个国家都不能与 日本相 比 。 这种 自满导致日 本整个国

家对泡沫失去警惕 。 企业 、 民众齐上阵 ，
全民炒股 、 买房 ， 就连家庭主

妇也加入投机行列 ，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投机风潮 。 钱多 了 ， 就到处张

扬 ， 忘乎所以 ； 钱多了 ， 就要想办法找出路。 于是 ，
日本投资者开始对

美 国进行大规模投资 ，
以高价购买美国 的土地 、 矿山 、 农场 、 工厂 、 企

业 、 银行 、 旅馆 、 摩天大楼 、 商业中心 、 高尔夫球场以及好莱坞等 ， 夏

威夷几乎成了 日 本的
“

殖民地
”

，
日本甚至声称要

“

购买美国
”

， 其结

果是不仅惹怒了美国 ， 而且也被世人称为
“

经济动物
”

而受到鄙视 。

众所周知 ， 美国很快就对 日 本进行反击 ， 首先是美 日 贸易战 ， 接下来就

是
“

广场协议
”

迫使 日元急剧升值 ， 迫使 日 本进行以扩大内需或者说是

以减少对美出 口为 目标的结构调整 。 在美 日经济战中 ， 日 本节节败退 。

再加上后来经济政策上的失误等各种原因 ， 日 本出现了泡沫经济 ，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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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泡沫破灭 ，
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 ， 进而陷人长期低迷状态 。

很显然 ， 昔 日 当
“

骄兵
”

， 使 日本吃尽了苦头 ， 所以才选择了明退

暗进的
“

哀兵之策
”

。 在被认为是 日 本经济最困难时期的 年 ， 大

藏大臣宫泽喜
一

曾说
“

日本经济已濒临崩溃的状态
”

， 索尼会长大贺典

雄也曾发表类似的言论 ，
几个月后丰田公司 总经理奥田硕甚至发出警告

称 日 本的问题
“

可能引起世界性金融危机
”

。 然而 ，
当时正是企业经济

效益最好之时 ， 年与 年相比 ， 索尼 的利润增加了 ， 丰

田的利润增加 了 。
①

当然 ， 日 本借这一
“

哀兵之策
”

也得到了诸多好处 。

“

日 本政府和

日本企业家居安思危 ， 之所以唱衰 日本经济 ， 是他们意识到 ， 日 本经济

衰退的说法有利于缓和美国政府对 日本市场封闭的追究 。 尝到甜头的 日

本人 ， 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述说着 日 本经济患上了不治之症 。

” “

但是 ，

对美国来说 ，

‘

孱弱的 日本
’

这一说法发挥了神奇的威力 。 高贵的美国

不会再打巳经倒地的对手。 其结果 ， 汽车 、 汽车零部件 、 金融服务和大

米等这些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日美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 直到现在连

一个都没有解决 。

”

正是因 为 日本的示弱与长期的低调宣传 ，
使得美

国放弃了与这个昔 日 的
“

经济宿敌
”

较劲 ， 而将打压的 目标转向 中国 ；

也正是因为 日本经济低迷 ，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

钱的 目光没有盯住 日本而是转向了 中国 ， 使得 日 本在经济全球化大环境

中顺风顺水 。 正是所谓
“

失去的二十年
”

的宣传功效 ， 日 本得以在不

被别人瞩 目 、 反被别人同情 ， 甚至是被人看不起的情况下 ， 低调地发展

经济 。 日本人的低调所获得的实惠和 中 国现在这样在被人
“

关注
”

、 捧

杀的情况下发展经济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

“

哀兵之策
”

不仅使 日本在发展经济方面得到了好处 ， 而且在其他

方面也得到实惠 。 正是在这种低调 、 不被人关注的情况下 ， 日本根据美

国
“

再平衡战略
”

的需要 ， 抓住美国人利用其充当
“

鹰犬
”

而给予
一

定松绑的机遇 ，
高调扩充 自身的军事实力 ， 向海外派兵 、 出售武器 ， 极

①
“

：

② 「語 始 『
日本 失 年 』 匕 “ 真実」

、
『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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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 日本
“

失去 的二十年
”

口

右势力在历史问题上大放厥词 ， 公然挑战战后 国际秩序 ， 向
“

修宪
”

的 目标步步逼近 ，
即便如此 ， 却很少听到西方的反对声音 。 正是在不被

人关注的情况下 ， 日本可以不遵守诺言 ， 即使没有实现 《京都议定书 》

提出的减排 目标 ，
也不会被人追究。 正是 由于低调和被人同情 ，

日本可

以把福 岛核电站的核污水轻松地排人太平洋而不受人指责 。 也正是在不

被人关注的情况下 ，
日本紧随美国 ，

一

方面加紧对中国 固有领土钓鱼岛

的实际掠夺 ， 步步紧逼 ， 大搞所谓
“

购 岛
”

闹剧 ， 同 时通过经济援助

等手段 ， 拉拢太平洋岛屿国家 ， 孤立中国 ， 甚至恐恿和支持菲律宾与中

国对峙 ， 在充当美国围剿中 国的
“

鹰犬
”

的同时 ，
不断谋取 自身利益 。

日本正是以
“

哀兵之策
”

， 虚退实进 ， 向实现其
“

正常国家
”

的
“

日 本

梦
”

迈 出实质性的步伐 。

不过 ，
日本的

“

哀兵之策
”

也有很大的负面作用 。 从 日本国 内来看 ，

由于人们整天被灌输的都是不景气 、

“

失去的十年
”

、

“

失去的二十年
”

，

现在又开始议论
“

失去的三十年
”

， 这种不负责任的宣传与鼓噪 ，
使人们

看不到明天的希望 ， 萧条预期增强 ， 消费欲望减退 ， 消费心理受挫 ， 全

社会消费不振 ， 自 然也会使总需求进
一

步下降 ， 影响实体经济的复苏 。

长期萧条的宣传还会使人心涣散 ， 特别是使年轻人感到前途无望 ， 丧失

信心
，
这不仅会对 日 本经济

，
也可能对 日 本的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

影响 。 目前 日本毕竟还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
还是世界最富裕的 国家之

一

， 但长期宣传
“

失去的二十年
”

以及
“

将要失去三十年
”

等论调 ，
也

有损于 日本 自身的国际形象 ， 将会加剧 日本国际地位的下降。

综上所述 ， 所谓 日本
“

失去的二十年
”

的说法有虚有实 ， 但虚多实

少 。 总体来看 ， 过去的 年
， 尽管 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很低 ，

但仍取得了
“

没有水分
”

的发展 。 在泡沫经济崩溃 年后 ， 日 本仍然保持世界第三

大经济体的地位 ， 未来 日本经济的 总量还将缓慢增长 ， 国际地位将

相对下降 ’ 但下降速度将是很缓慢的 。 到 年 日 本仍将保持前五地位 ，

即使到 年也仍能保持前八地位 。 日 本的经济实力和政府掌控宏观经

济运行的能力不可轻视 。 认识
一

个真实的 日本经济 ， 知 己知彼 ， 有助于

我们正确制定对 日政策
， 只有客观认识对手 ， 才能实现真正的超越 。

责任编辑 ： 叶 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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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要約

信念奁固 〈 持芯 、 困難奁克服 、 共二中 日

係 東 夕 発展乃新局面 奁開

唐 家璇

『 中 曰平和友好条約』 蹄結発効 周年 奁記念中石際 、

『

中 日平和友好条約 』

匕中 日間 乃政治文書刃含意 精神 奁再 温灼 、 確認 、 両国関係発展

方向性奁正 〈 把握 、 現在抱 之 、厶 問題 旮適切仁処理卞 必要办 中 国

側过中 日 善隣友好関係奁重要視 石方針仁迖変 、 政治文書 原

則奁堅持 上 、

「歴史奁鑑 未来 二 向力
、

」 精神 二基 §；

、 引 §続吞 中

日戦略互恵関係奁推進 双方共 二努力 、 両国人民乃根本利益力
、

物事旮考之 、 地域 平和発展 大局仁着目 、 共仁中 日関係 東 発展

新局面 奁開 〈 二 奁希望十 石 。

日本乃 「失 年 」 乃再認識

張 季風

日本経済匕対 「失 年 」 。 言 方迖偽《 命題 、 誤

認 甘亡主因 过
「参考物」 選跃刃間違 二 态 。 日本経済作長期低迷 二陥 亡

必然性 偶然性作态 。 匕 、 経済低迷乃中 低

景気 石現托 、 明 部分 冬 少 、
。 乇 、 国際比較 観点旮 為 日本

経済过乇 匕悪 〈 过 、
。 総合的旮亍

一

夕 二 証明 亡上 、 二 日本経済过失

旮 、
。 確介二 、

「失 札 年」
「哀兵 策」 宣伝仁 。 、 日

本过多大 利益奁得亡作 、 于又 影響 見逃 、
于

、
。

曰本 戦後憲法乃 「 社会契約 」 ：

乇乃蹄結 挑戦

潘 妮妮

日本 戦後憲法 立 、

一

種 「社会契約 」 、 戦後乃世界政治思想 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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