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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 2014 年 4 月起，日本已将消费税率从 5%提高至 8%。众所周知，上调消费税率是为缓解濒临危机

的财政困境的无奈之举，但能否实现政策目标令人怀疑。相反，增税必然减少私人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使国民生活

陷入困境，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十分严重。增税之前，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日本经济取得了短期复苏。但是，

随着安倍经济学预期效应的衰减，消费税提高后的日本经济前景未必乐观。

关键词: 安倍经济学 财政政策 消费税率 顺差 逆差

一、消费税增税前的日本宏观经济形势

2013 年初安倍晋三首相上台伊始就出台了“安

倍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就是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

的财政政策和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即所谓

“三支箭”。由于政策预期的效果，日经平均股指迅

速飙升，日元大幅度贬值。在股市回升资产效应的

带动下，消费有所扩大，而日元贬值又促进了出口的

增长，多重作用拉动了经济的短期复苏。2013 财年

日本实际 GDP 增长率达到 2． 3%，特别是 2014 年第

一季度更高达 6． 1% ①，私人消费、就业以及设备投

资等主要经济指标也大有好转。年初提出的两年内

实现 2%的通胀目标，也在一步步地向前迈进，核心

消费 者 物 价 ( 除 生 鲜 食 品 外 ) 从 2013 年 4 月 的

－ 0． 4%提高至当年 11 月的 1． 2%，这是 2008 年以

来首次突破 1%，12 月又上升到 1． 3%，截至提高消

费税率之前的 2014 年 3 月一直维持这一数字，这说

明长期困扰日本经济的通缩有所缓和。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短期复苏并不完全是“安

倍经济学”带来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告诉我

们，大凡经济出现景气或衰退，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当然本次出现较高增长也不例外。
首先是“安倍经济学”发挥了作用。其政策传

导路径如下: 第一支箭即超宽松的“量化质化”货币

政策，通过“开闸放水”向市场投放大量的货币，产

生通胀预期。通胀率上升使实际利率下降，而预期

实际利率下降，使企业增加设备投资。不仅如此，预

期实际利率下降还带来日元贬值效果，而日元贬值

使出口增加，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环境得到改善也

使企业利润上升，继而增加投资。另外预期通胀率

的提高还促进了资产价格的上升，进而增加投资和

消费。第二支箭即灵活的财政政策，说到底就是由

政府增加公共投资，直接创造有效需求，而总需求的

扩大，增加了劳动需求，使失业率降低，收入状况也

得到改善。失业率下降和名义收入上升也带来了消

费的扩大。
其次是经济周期循环的作用。此前日本经济经

历了 7 个月的衰退之后，于 2012 年 11 月触底，2013
年 1 月刚好进入战后日本第 16 次经济循环高涨期。
换言之，无论谁执政，也无论有无“安倍经济学”，日

本经济都将出现较高增长。
再次是消费税增税之前集中消费的拉动。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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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修正值。转引自《日本经济新闻》2014 年 9 月 1 日。



事先知道消费税将要上调，2013 年第四季度以来，

汽车、大型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特别是住宅的销售剧

增，骤然增加的集中消费推高了经济增长率，这也是

今年第一季度实际 GDP 出现 6． 1%高增长的主要原

因所在。
从 2013 年四个季度的实际 GDP 增长速度来

看，分别为 4． 5%、4． 1%、0． 9%和 0． 7% ①，递减的趋

势十分明显，这说明“安倍经济学”的预期效果已经

越来越弱。而 2014 年第一季度 6． 1% 的高增长主

要与扎堆消费有关，与“安倍经济学”关系不大。
另外，2013 财年实际 GDP 增长 2． 3%，其中内

需拉动 2． 7%，外需为 0． 5% 的负拉动②。这说明两

个问题，其一是安倍试图通过日元贬值促进出口、通
过外需拉动经济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其二是从安倍

政权成立至今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扩大公共投资和增

税前集中消费所带来的，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已进

入自律性的复苏。

二、消费税增税对宏观经济打击沉重

2014 年 4 月 1 日，日本如期实施了提高消费税

率的政策。消费税是日本的三大主力税种之一。目

前消费税收入仅次于所得税，约占日本国税收入的

25%。1989 年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逐年增加的问题，

竹下内阁首次开征 3%的消费税。1997 年桥本内阁

将消费税率提高至 5%，并一直沿用至今。
在本次上调消费税率之前，已经预料到此举会

对宏观经济造成一定冲击。如前所述，2013 年下半

年以后，为了规避增加消费税带来的损失，出现了比

较明显的超前消费现象，住宅消费和汽车等耐用消

费品的销售量出现较大的增长，人们都意识到增税

后，将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消费衰退。但是，刚刚公布

的 2014 年第二季度的主要经济数据还是让人感到

惊讶，实际 GDP 增长率环比下降 1． 8%，换算为年率

下降了 7． 1% ③，不仅远远超出了此前市场普遍预测

的下降 4%左右，也成为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 2009
年第一季度 ( － 15． 0% ) 以来的最大跌幅。更为严

重的是，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几乎全是负增长。其中，

私人消费下降了 5． 1%，这是 1994 年以来的最大降

幅，住宅投资下降 10． 4%，设备投资下降 5． 1%，工

矿业生产指数下降 3． 7%，出 口 和 进 口 分 别 下 降

0． 5%和 5． 6%。1997 年 4 月上调消费税后，当年第

二季度实际 GDP 增长率下降了 3． 5%，很显然这次

调税带来的冲击也远远超过上次。
其实出现如此大的冲击并不奇怪，这正是安倍

经济政策失误的必然结果。在增税之前，日本政府

也曾预测了增税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且为防止景气

夭折而推出了总规模为 5． 5 万亿日元的 2013 年度

补充预算，但遗憾的是该项对策并没有发挥应有的

作用。问题就出在该项对策的主要支出项目对刺激

私人消费并无直接效果。在 5． 5 万亿日元的补充预

算当中，用于防灾对策的公共投资为 1． 2 万亿日元，

用于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的经费为 1． 9 万亿日

元，用于促进中小企业设备投资的支出为 1． 4 万亿

日元，三者加在一起占总额的 82%，而直接用于促

进消费 的 低 收 入 者 补 贴 仅 为 6500 亿 日 元，只 占

11． 8%。过去 20 多年的日本经济政策实践证明，用

扩大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是其一贯做法，但在

经济成熟阶段，以土木建设为中心的公共投资的乘

数效果已越来越低，而对消费的拉动更是有限; 用于

灾后重建的经费虽然有一些刺激经济的效果，但由

于东北受灾地区本身占全国 GDP 比重太低，灾后重

建对全国经济的拉动效果十分有限，对扩大全国性

消费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 促进中小企业设备投资

的投入，可能对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起到一定效果，

但由于中小企业数量众多，长期缺乏资金援助，欠账

太多，1． 4 万亿日元投资根本无济于事，而带来刺激

消费的效果更是难以期待。增税后，遭受冲击最大

的是年收入 700 万日元以下的工薪家庭，而补充预

算中区区 6500 亿日元的补贴对象主要是年收入

200 万日元以下的家庭，占人口比重最大的年收入

在 200 ～ 700 万日元的家庭未得到丝毫补贴。原本

以刺激私人消费为政策目标的补充预算变成了各种

利益集团的“盛宴”，“挂羊头卖狗肉”，其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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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日］ 三菱 UFJリサーチ＆コンサルティング:『調査レポート グラフで見る景気予報( 2014 年 5 月) 』( 主要経済指標の

推移) 。
［日］内閣府経済社会総合研究所:『2014( 平成 26) 年 4 －6 月期四半期別 GDP 速報( 2 次速報値)』、2014 年 9 月 8 日公布。
［日］内閣府経済社会総合研究所:『2014( 平成 26) 年 4 －6 月期四半期別 GDP 速報 ( 1 次速報値)』、2014 年 8 月 13 日公布。



若不打折扣，岂不怪哉?

本次上调消费税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财政难

题。政府承诺将增加的税收与社会保障捆绑，用于

填补因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这

样至少可以保证今后的财政不再因人口老龄化而进

一步恶化，长期来看对改善日本的财政状况是有益

处的。但是，此次增税能否实现其政策效果尚有待

观察。
随着日本人口少子高龄化的不断加剧及在社会

保障上连年膨胀的财政负担，使得日本财政状况日

趋恶化。衡量一个国家的债务状况，通常有三个指

标，一是当年度经常性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二

是政府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重，三是扣除金融资产

后的政府净债务余额占 GDP 的比重。2013 财年日

本上述三个指标分别为 6． 5%、227% 和 144%，无论

用那个指标衡量，日本的财政状况在主要发达国家

中都是最糟的。然而，很难期待通过上调消费税率

来摆脱财政困境。提高消费 1 个百分点的税率每年

最多增加 2． 7 万亿日元左右的税收，提高 3 个百分

点仅为 8 万亿日元左右，即便明年再提高 2 个百分

点，每年增税额也就是 13． 5 万亿日元，对于解决目

前 1000 多万亿日元的长期债务无异于杯水车薪，但

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1997 年日本

将消费税率从 3% 提高至 5%，提高了 2 个百分点，

结果给次年的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本次调

税也给日本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而且这一冲击现

在并没有结束，一来第三季度以后经济能否恢复还

是未知数，二来日本还可能在 2015 年 10 月以后将

消费税率再提高 2%，达到 10%，而且以后还有可能

继续提高，据说到 2020 年甚至还要提高到 15% 甚

至 20%，长期的增税预期，不可避免地对日本私人

消费造成持续的负面影响。

三、日本经济的潜在风险与走势分析

安倍执政以来，日本经济表面上出现了较为强

势的短期复苏，特别是就业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设备

投资增长势头很猛，但在消费税增税后的 2014 年第

二季度出现了全面后退。这说明日本经济还存在许

多问题，面临许多挑战，除了提高消费税率带来的负

面影响外，还存在诸多风险，前景未必乐观。

( 一) “安倍经济学”似乎已走到尽头

“安倍经济学”的预期效应刺激了日本经济的

短期复苏，但其效应正在减弱或消失。第一支箭的

货币政策只是短期政策，效果只能是暂时的。日本

的股市、汇市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点。日经平均股指

在 2014 年 1 月冲破 16000 点大关后，便开始出现下

挫和震荡，此后基本在 15000 点徘徊。与股市同样，

日元兑美元汇率跌破 105 日元以后出现了小幅升

值，基本维持在 101 ～ 105 日元之间。可以预见，利

用量宽政策刺激股市重新回升和日元贬值的空间已

相当有限。需要注意的是，9 月上旬以后出现的大

幅度日元贬值和股市回升与安倍经济学无关，主要

是由于市场对美国经济看好，大量购买美元，结果导

致美元升值日元贬值，事实上这种急剧的日元贬值

对日本经济并没有好处。
第二支箭的财政政策效果也很难期待。以扩大

公共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政策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刺

激内需的扩大，但一来其乘数效果越来越小，二来在

日本财政状况如此糟糕的情况下，也难以挤出更多

的资金。恣意增加公共投资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长

期债务的不断累积，无异于饮鸩止渴。
第三支箭的增长战略对解决结构性问题能否产

生效果，尚有待观察。日本的财政问题、人口老龄化

现象所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创新能力下降等结构

性问题是长期遗留问题，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
错综复杂，绝不是安倍内阁一届政府所能解决的。

第三支箭确定了 200 多项政策，林林总总，但缺乏重

点。安倍提出的众多量化目标几乎都难以实现。例

如，“未来十年实现年平均名义经济增长率 3%、实

际经济增长率 2%”这一最基本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过去 的 20 年 中，日 本 上 述 两 种 数 字 分 别 只 有

－ 0． 1%和 0． 8%，可以想象未来十年的世界经济增

长率要远低于前 20 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只能比前

20 年更加严峻，因此要实现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无异

于天方夜谭。其他指标，诸如财政重建和增加人均

国民收入等 20 多项具体指标的实现，都是以年平均

名义 GDP 增长和实际增长率分别达到 3% 和 2% 为

前提的，而一旦这一前提落空，所有的目标也就变得

虚无缥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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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台的《日本再兴战略( 改订版) 》①是第三支

箭的延伸，并无太多新意，基本上是对 2013 年《日

本再兴战略》的重复或强调。该文件出台后，股市

反应平淡，这说明投资家对其并不抱有期望。该文

件强调要对企业所得税制、农业、雇佣和医疗等“堡

垒”领域进行改革，但要取得成效相当艰难。其中

实现可能性最大的是降低企业所得税，即经过数年

后从现行的 35%降至 20%，第一步是先减 5%。降

低企业所得税的目的是为了给企业减负，促进企业

设备投资，同时也可吸引外国投资家对日投资，但其

带来的弊病也不可小觑。目前一方面不断提高消费

税率，使穷人越来越穷，而给企业减税自然会使企业

特别是大企业越来越富，政策效果向两个不同方向

发展，长期来看对经济发展有害无利。而且现在尚

不知道如何填充下调企业所得税后所产生的财政收

入亏空，但不管怎么说，从理论上讲，下调企业所得

税必然使税收减少，这与财政结构改革的大目标严

重冲突。下调企业所得税，或许对降低企业成本、对
冲消费税增税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改善企业经营会

有一定作用，但能在多大程度促进企业设备投资和

吸引外企来日投资很难说，而税收减少，延缓财政重

建是肯定的。
( 二) 私人消费可能重返低迷

日本的私人消费占 GDP 的 56%，是左右经济增

长的关键因素。过去的 20 年当中，由于经济长期低

迷，私人消费大多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2013 年私

人消费却出现了显著回升。据内阁府的统计，2013
年四个 季 度 的 民 间 最 终 消 费 支 出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1． 0%、0． 6%、0． 2%和 0． 5% ②。这次消费扩大主要

来自两方面原因，其一是资产价格上升带来的效应;

其二是消费税率增税前的“扎堆消费”。
据日本银行统计数据，自 2013 年第一季度以

来，居民个人金融资产余额与上年相比迅速上升，前

三个季度分别上升 3． 4%、5． 1%和 5． 9%，创下了近

四年来的最高水平③。贡献较大的项目有股票、股

金、投资信托、保险和养老金准备金，其中股票价格

上涨的贡献度最大。扎堆消费主要体现在汽车等耐

用消费品，特别是住宅消费的超常扩大。但是，非耐

用消费品的销售增幅有限，消费扩大并没有波及以

食品为中心的生活必需品。由于是非常规的消费，

所以对不同种类消费品的消费很不均衡、不稳定，也

不具备可持续性。
私人消费出现大起大落之后，日本将长期处于

“物价上涨，收入难增”的状态，消费再度陷入疲软

的可能性很大。倘若 2014 年如期提高消费税率至

10%，私人消费还将出现新一轮的大起大落，此后，

慢性消费低迷恐怕难以避免。
( 三) 物价上涨，收入难增

收入能否提高是决定日本经济景气的关键因

素。其一，提高收入是扩大消费的基础，只有收入提

高才有可能托起因消费税率提高而带来的私人消费

下挫; 其二，在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的推动下，日本

的物价持续上升，如果工资不能随物价同步上升，则

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下降，届时国民生活将陷入困境，

不仅会直接影响消费，还会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
“实际上，影响物价的真正因素是工资水平的低下，

而工资 提 高 与 否 并 不 是 由 货 币 供 应 关 系 所 决 定

的”④，安倍经济学并没有把增加工资作为政策重

点，所以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败笔。
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日本的职工工资一直处于

下降和徘徊的状态。收入不增加是日本私人消费长

期低迷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收入难增加的原因除了

经济长期低迷、企业经营困难外，非正规就业人员的

不断增加也是其重要原因。雇用非正规就业的临时

工、计时工以及派遣工人，企业可以不为其购买养老

保险和医疗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险，而且其工资仅

为正式员工的 60%左右。2013 年以来失业率下降，

就业人 口 增 加，但 非 正 规 就 业 人 员 比 重 仍 高 达

37%，其中仅计时工比例就高达 29． 41%，为历史最

高纪录。由于非正规就业比重的增加，使 2013 年的

人均月收入仍徘徊在 314054 日元的低水平。这是

连续第三年下滑，也是 199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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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不景气且国内外竞争都十分激烈的大背景

下，企业往往通过减少雇用正式员工和扩大雇用非

正规员工的手段来削减经营成本，以提高国际竞争

能力，这也是无奈之举。因此，要想在短时期内实现

全面提高工资的目标十分困难，而实际工资若不能

提高，扩大消费就是一句空话。
现在，提高收入已成为日本的一大政治任务，安

倍首相已在不同场合恳求大企业以及经团联为提高

工资做出努力。2014 年上半年在景气循环的大背景

下，工资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但远远跟不上物价

的上涨。4 月份以后每个月的物价上涨都在3． 2% 以

上，而工资仅上涨 2%，经厚生劳动省测算，考虑到物

价上涨因素，日本实际工资下降了 1． 4%①。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今后能不能保持工资的持续

大幅上涨。一般而言，涨工资意味着企业经营成本

的上升，企业效益将会下降; 如果企业效益得不到提

高，第二年以后的工资不仅不能上涨，甚至还有可能

下降。所以保证企业效益与提高工资同步推进，才

是保障持续提高工资的经济良性循环的前提。从国

际比较来看，日本工资低迷的原因并不在于劳动分

配率的低下，而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和企业竞

争能力出现了问题。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改善企

业的竞争力是关键所在。然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

高，绝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从现状来看，由于日本

企业正面临各种经营困境，制造业大面积亏损，创新

能力不继续下降就算万幸了。
( 四) 外需疲软，贸易逆差难扭转

近年来，出口约占日本 GDP 的 14%左右。由于

私人消费、设备投资等主要内需项目长期处于低迷

状态，生产诱发系数越来越小，出口成为日本经济复

苏的重要起爆剂。2013 年日本出口大幅度回升，出

口 总 额 达 到 69． 79 万 亿 日 元，与 上 年 同 比 猛 增

9． 5% ②。据日本财务省的测算，2013 年日元兑美元

平均汇率为 96． 91 日元，比上一年贬值了 21． 8%，

日元贬值对出口扩大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另外，

世界经济形势好转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美国

经济的恢复，扩大了日本对美出口，时隔四年，美国

又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国。
虽然出口出现了转机，但贸易逆差却越来越突

出。2013 年日本进口总额为 81． 26 万亿日元，增幅

更高达 15%，打破历史最高纪录，为连续四年的正

增长。尽管出口和进口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进口还是远远大于出口，结果出现了 11． 47 万亿

日元的巨额贸易逆差，比 2012 年增加了 65． 3%。
这是 1979 年以来第一次连续三年出现贸易逆差。
产生如此巨额的贸易逆差，固然与日本经济结构的

变化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还是能源大量进口和日

元贬值。2013 年化石燃料进口占日本进口总额的

33． 8%，而同比增长率又高达 13． 9%，对进口的拉

动为 4． 7%，接近进口增长率 15% 的三分之一。加

之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此消彼长，结

果出现了破纪录的巨额贸易逆差。估计在现阶段的

日本经济状况下，贸易逆差将常态化。由于贸易逆

差幅度较大，也使经常收支顺差持续下降，据财务省

的统计，2013 年经常收支顺差创历史新低，仅为 3． 3
万亿日元，比上年减少了 31． 5%，这已经是连续三

年的减少。
按照日本政府的预测，2014 年度日元兑美元的

汇率约为 100 日元左右，估计此后日元升值的压力

不大，这意味着出口可能比较顺畅。但外需扩大与

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从

目前的情况看，世界经济虽然有所恢复，但不强劲，

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平均预测值，中

国经济增长率也基本在 7． 5% 左右，新兴经济体经

济增长率在 5% 左右，美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不会高

于 2%，世界经济增长率大体在 3． 5%左右徘徊。世

界经济增速趋缓，意味着贸易需求的下降，这势必会

减少日本的对外出口。另外，由于安倍的倒行逆施，

导致日本与中韩关系十分紧张，而且直到现在也仍

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增加了日本在全球的出口难度，

对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和第三贸易伙伴的韩国的

出口难度增加扩大，出口总额还有出现大幅度增加

的可能吗?

与出口总额难以扩大相反，进口总额的扩大却

难以抑制。核电站迟迟难以重启，能源进口不会下

降，加之伊拉克局势恶化，使原油价格上升，也会增

加日本的进口负担，贸易逆差的局面必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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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 6 月，日本贸易逆差高达 7． 5984 万亿日

元，再创历史新高。更为严峻的是由于海外投资收

入已经不能覆盖贸易逆差，同期经常收支也陷入逆

差，金额高达 7371 亿日元①，全年也有陷入逆差的危

险。贸易顺差和经常收支顺差，是日本政府长期债

务负担极为沉重但又能维持财政正常运转的重要防

线。一旦贸易逆差长期化，特别是经常收支逆差长

期化，将导致长期利率的上升，最后将导致财政崩

盘，其后果不堪设想。
( 五) 长期风险莫过于财政危机

除各种短期风险外，日本经济还存在财政风险、
社会保障问题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长期风险，其中财

政风险最为突出。财政重建，日本喊了 20 多年，

“安倍经济学”也将其作为改革的重头戏，但安倍实

际实施的许多经济政策，却是与财政重建相矛盾的。
例如，实施企业所得税减税政策，必将减少总体税

收; 以国土强韧化、东京奥运会为中心的公共投资的

增加将使财政长期债务负担进一步扩大。另外，日

本央行为了推行量宽政策，不断扩大长期国债的回

购，这可能引起长期国债利息上升，势必会导致财政

危机金融化。
据日本政府的最新测算，安倍提出的“2015 年

基础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重与 2010 年相比减半，

到 2020 年实现盈余”的目标根本不能实现。即便

在年平均实际 GDP 增长率为 2% 的情况下，到 2020
年日本的基础财政也仍有 1． 8% 的赤字，若平均实

际 GDP 增长率为 1． 3% 的情况下，基础财政将有

2． 9%的赤字②。现在日本政府长期债务余额已超过

1000 万亿日元，占 GDP 的比重超过230%。政府每年

用于国债还本付息的费用已超过财政预算的 25%，

加上向地方转移支付等必要开支，财政可支配资金仅

有 50%，财政支出严重刚性化，几乎到了难以维持的

状态。如果长期国债利息一旦攀升，国债费势必会骤

然增加，财政崩溃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另外，人口老

龄化也是众所周知的长期风险。随着老龄人口的增

加，劳动力短缺，经济活力下降，而社会保险费用支出

越来越高，这也会使财政状况更加恶化。

结 语

综上所述，上调消费税率对日本经济造成很

大冲击，增税后的 2014 年第二季度出现了超出市

场预期的大幅度衰退，这体现出日本经济复苏的

脆弱性。2014 年 9 月 3 日新登场的“安倍改造内

阁”声称，依然要把经济增长确定为首要任务。近

期与经济政策相关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决定是否

在 2015 年 10 月如期再次提高消费税。最终结论

要根据第三季度的经济指标在 12 月份作出，但在

此之前，就此问题，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赞成派

和反对派免不了一场混战与厮杀。其实这确实是

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选择按计划提高消费税，对

经济的冲击可想而知，刚刚增完税，其负面影响还

没有被完全消化吸收，此时若再增税，无异于雪上

加霜; 但如不能按计划增税，将会失信于民，失信

于国际社会，因为若不能如期增税本身就表明日

本经济已经陷入了困境，国际社会对日本市场就

会丧失信心，其后果更加严峻。由此可见，消费税

增税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由于日本经济存在消费税再增税、能源短缺、外

需疲软以及财政危机等诸多短期和长期的风险，估

计近期消费、出口和投资三驾马车都很难跑起来，加

之其他因素的叠加作用，2014 财年的日本经济增幅

将远远低于 2013 年度。鉴于 2014 年第二季度经济

大幅度 衰 退，日 本 经 济 界 普 遍 认 为，政 府 设 定 的

2014 财年实际 GDP 增长率 1． 2% 的目标值很难实

现，8 家主要智库的平均预测值仅为 0． 5%的增长③。
2015 年至 2016 财年实际 GDP 年平均增长率顶多在

1． 3%左右。鉴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只有 0． 5% 左右，

未来十年的日本实际 GDP 年平均增长率在 1%以下

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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