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9

二
战后的日本，经历了 10 多年高速经济

增长，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成为继美

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其他经

济大国相比，日本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国内经济

社会发展水准相对均衡，因此，有学者称日本为

公平社会或均质社会。

日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利益共

享和共同繁荣的社会理想，值得我国借鉴。

日本实现共享式增长有一个过程。战后经济

增长初期，日本的农村与城市，大企业与中小企业，

经济发展密集地区与经济发展滞后地区，高所得

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也曾存在较大差距。

一、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享式

增长

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是发展过程中带有决定

性的处于主要矛盾位置的差距，从根本上决定着

整个社会的发展均衡和公平。

发展的城市，其人均收入、社会基础设施水

平、公共福祉，都远高于农村，形成城市与农村

的巨大落差。这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少数大城

市，造成城市纠结和农村落后。

为解决农村与城市的差距问题，日本在不同

发展阶段做了多种努力。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

日本城市中的工人工资快速上涨，农民收入增速

较慢，为稳定农民收入，政府对以大米为主的农

产品价格给以保价，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还参

照城市工人每年工资上涨幅度，为农民争取相应

幅度的收入增长。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农

业劳动人手锐减，政府鼓励农民实现农业劳动机

械化、技术进步。依靠机械化、技术进步和农业

经营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村的富裕。

伴随经济发展和日本的城市化，农村与城市的差

距、地域间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实现了日本总

体发展的均衡。

二、缩小企业间收入差距，增加

社会均衡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处于高速经济增长初期，

高收入的大企业与低收入的中小企业之间差距较

大，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也比较突出，

每年春天都会出现工人要求涨工资的工潮运动，

日本称之为“春斗”。“春斗”主要发生在大企业。

在那个年代，大企业工人经过“春斗”，每年工资

能上涨 10% 左右。中小企业的工资虽然跟随大企

业上升，但速度较慢，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工资

水平拉开了差距，规模小的企业与大企业之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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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更大。

据统计，1958 年 500 人以上大企业工资水准

为 100 元，100 ～ 499 人规模的企业工资水准是

大企业的 70.8 元，30 ～ 99人的中小企业工资水

准是大企业的 54.7 元，30 人以下的小企业工资

水准是大企业的 43.6 元。日本中小企业占企业总

量 99%，其中绝大部分是小企业，因此，低收入

的小企业群体占相当大的比重。直到经济高速增

长后期，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收入差距明显缩小，

100 ～ 499人企业工资水准上升至 80.9 元，30 ～

99人中小企业工资水准上升至 71.0 元，30人以下

小企业工资水准上升至 63.2 元。

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收入差距的缩小，大幅度

缩小了日本社会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提高了

整个社会收入均衡程度。加之社会劳动福利整体

改善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及完善，日本社会拥

有生活稳定感和满足感的中等收入阶层扩大。据

日本总理府实施的“国民生活调查”，1958 年，

认为自己的生活属于“中上”的人占 3%，属于“中

中”的占 37%，属于“中下”的占 32%。1970 年，

“中上”的比例扩大至 8%，“中中”的比例扩大至

57%，“中下”的比例缩小至 25%。具有中等阶层

意识的群体占 90%，日本自称是“一亿总中流”

的社会，即收入差距较小、社会福利较均衡的公

平社会。 

三、缩小地方经济差距，促进平

衡发展

由于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任何国家都存在地方之间的经济差距。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中，制造业过于

集中在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中心的 3 大城市

圈，特别是东京的经济发展过于一级集中，导致

人口密集，交通拥塞，地价、房价、物价飞速上

涨。为了调整东京与其他欠发展地区之间的不平

衡，60 ～ 80 年代，通过国土综合开发政策和市

场的调节，日本不断将密集在东京的一些产业和

企业分散向周边地区，一方面，缓解东京的压力，

另一方面，促进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地区间

差距。经过多次调整，日本形成了 3 大城市经济

圈和太平洋沿岸工业地带的经济格局，尽可能地

缩小了地域经济差距。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

展，日本很多企业离开本土，向海外发展，又一

次给日本带来地域经济空洞化和贫困化的问题。

企业的出走大幅度减少了日本一些地方的雇佣机

会，日本失业者增加，低收入群体增加，社会贫

富差距出现反弹。再次治理差距，找回均衡，成

为当今日本政府的重要政策课题。 

四、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公平

财富分配

缩小社会群体间经济差距，实现利益共享式

经济增长，发展经济是前提，搞好分配是保障。

经济不发展，蛋糕做不大，没有利益可分。经济

发展了，蛋糕做大了，分配不公，人心不稳，无

法保障下一步的再发展。

战后日本建立了累进税率制，收入越高税率

越高，1986 年最高税率曾高达 70%，1999 年税

制调整，降至 37%，2007 年回调到 40%。日本

征收所得税的税种很多，有利息，分红、不动产、

工资、退职所得、临时所得等十几种，对遗产课

税的税率较高，高额遗产税可让遗产财富大幅度

缩水，因此，日本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此外还有

高消费税等。日本税收制度既保证了国家的税收，

汇集兴办公共事业的财源，也起着调节贫富差距

的作用。当然，过苛的税收可能导致一些资金外

流，有人指出日本一些企业苦于国内税负担太重，

才将企业转移海外。税收制度既要照顾社会公平，

也要注意实际效果。除税收制度是调节收入的重

要手段外，还有其他方法也可调节收入再分配，

如鼓励慈善事业，支持兴办公益事业等等。

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帮扶弱

势群体

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劳动福祉保障、失业保障、

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宅保障等一系列保障体系。

依法制定最低工资，年均劳动工时，交纳失业税费，

一旦失业，领取失业救济金，是保障所有劳动者

基本利益的制度。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是减轻劳动者后顾之忧，造福全社会的基本保障

制度。向低收入群体提供低廉公营住宅，是关怀

弱势群体的一种社会福利措施和稳定国民基本生

活的重要措施。

日本于 1951 年颁布《公营住宅法》，该法律目

的在于，促进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协作，建设公

益住宅，以低廉的租金租借给低收入群体，以此

保证国民生活的稳定和社会福利的进步。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日本 自称 是
“ 一 亿 总 中
流”的社会，
即收入差距
较 小、 社 会
福利较均衡
的公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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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消费从生活必需品的满足提升到昂贵消费

品的满足。生活欲望的增加即促进相应产业和经

济发展，如家电、汽车、住宅产业，也带动相应

资源价格和物价的上涨。日本地价和房价在 50 年

代到 80 年代末期间，一直处于波动上涨的趋势。

80 年代房价高涨，让许多工薪族望房兴叹。买房

的工薪族背上巨额银行贷款负担，出现了大批长

达 10 ～ 20 年的负债族。一些买房的工薪族感叹，

自己还完银行贷款也就老了，为一套房子付出终

生代价。很多低收入者更是无力在城市买房，依

靠住宅出租市场或政府廉租房解决自家居住问题。

在日本大城市，购房者约占 70%，租房者占 30%。

政府提供廉租房只面向最低收入者，其筹建

和运营主体一般有国家、地方政府、地方公共团体。

为筹建和运营廉租房获得土地、占用农地、购买

不动产、转让承租不动产，可依法获得政策免税、

补贴、低息住宅金融贷款。为解决国民住宅问题，

国家设立了住宅金融机构。鉴于日本少子高龄化

社会引发了新的住宅问题，2006 年日本又颁发了

《住生活基本法》，目的在于针对日本住宅现实问

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公共团体及住宅相关事业

者的责任和义务，继续确保国民住生活稳定和提

高住生活质量。

借鉴日本公平公正、共同繁荣的社会发展理

念和做法，需要综合考虑国情、文化和发展阶段。

日本文化中内含不图高人一等和冒尖，但求平稳

与他人大同小异的元素，这也是日本人比较有团

体意识、较少内部恶性竞争的文化根源。战后日

本教育也注重人的平均意识，强调共同发展。日

本人口规模仅为我国的 1/10，用 20 年的经济增长

抹平了大部分社会差距，实现了差距较小的平均

社会。日本的共享式增长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法制建设，无疑是共享式增长

的重要推力。（编辑 ：王露）  

作为亚洲国家，我国和日本既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余。同样地处东亚和深厚的历史渊源，

使我国和日本在社会、文化结构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在近代，中日两国在社会发展上分道扬镳。

日本先于我国进入工业化时代，先于我国步入经济发达国家之列时代，甚至先于我国经历各种危机。

因此，日本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在完善社会制度、缩小贫富差距，合理征收税款等方面很值得我们

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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