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第３４卷 （总第２０９期）

日本问题研究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４

Ａｕｇ．２０２０


“新冠冲击”与后疫情时代的日本经济

张季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直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恢复，２０１３年以

后出现了低水平的长期景气，但２０１９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下行阶段。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给日本经济沉

重打击，可谓雪上加霜。日本观光旅游业、航空运输、酒店、餐饮业以及会展等行业遭受直接打击；因全

球经济萎缩和产业链阻断导致日本外需减少、国内生产停滞。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日本国内经济活动逐

渐恢复，但目前依然处于极为严峻的局面。而且以美国为中心的疫情蔓延势头依然很强，根本看不到尽

头，世界经济预期不断下挫，后疫情时代的日本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前景不容乐观。２０２０年日本经济将

萎缩５％左右，完全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恐怕要到２０２２年以后。从中长期来看，随着超老龄化社会的进展，

财政状况将进一步恶化，劳动力短缺日益成为制约因素，潜在经济增长率提高无望，日本经济慢性衰退的

命运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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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伊始，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此后迅速在

全球蔓延，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６月份的最新预测，２０２０
年全球经济可能因此萎缩４．９％，其中发达国家将

萎缩８％，日 本 经 济 将 萎 缩５．８％［１］。世 界 银 行、

ＯＥＣＤ等国际组织的预测结果也大体相同。新冠疫

情对日本经济的打击十分沉重，其严重程度不仅仅

体现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而对经济发展的综合

打击程度可能大于上述国际组织的预测。其原因在

于，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

状态并未真正复苏，而且又出现许多新问题。２０１３
年以来，日本经济进入缓慢的复苏阶段，出现了长

达７１个月的所谓 “安倍经济学景气”①。但是，由于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以及经济周期的影响，２０１９年

下半年日本经济明显下滑，第４季度日本实际ＧＤＰ
下降７．１％，这意味着战后日本第１６次经济周期已

进入下行阶段。然而，祸不单行，恰恰是在日本经

济举步维艰之时，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真可谓雪上

加霜。问题是疫情在全世界的蔓延仍然看不到尽头，

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强，而日本经济也更加前途难

卜。日本经济能否恢复景气对日本政局、社会发展

影响巨大，同时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也是中

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日本经济的走向对世界经

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很大。文章拟利用最新数

据，对疫情来临之前的日本经济状况特别是 “疫情

冲击”和后疫情时代的日本经济走向做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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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来临前夕的日本经济状况

自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

经济可谓 满 目 疮 痍，陷 入 旷 日 持 久 的 低 迷 状 态。

２０１３年以 来，在 “安 倍 经 济 学”的 强 力 刺 激 下，

日本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进入２０１９年

下半年后明显下降，各项经济指标已显露出进入新

一轮慢性衰退的端倪。为了更清晰准确地认识疫情

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有必要对疫情来临之前，

特别是２０１９年的日本经济状况做一简单梳理。

（一）宏观经济复苏持续放缓

２０１３年日 本 经 济 虽 然 出 现 较 长 时 间 的 恢 复，

但增长率很低，平均年增长率仅为１％左右，其原

因在于增长动力不足。因此一旦外部环境恶化，国

内经济很容易出现波动。实际上在世界经济减速的

影响下，早在２０１８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就开始减速，

而由于内外 形 势 复 杂，２０１９年 的 日 本 经 济 更 是 增

长乏力，陷入举步维 艰 的 局 面。从 国 内 环 境 来 看，

主要是１０月１日以后将消费税从８％提高至１０％，

尽管只提高了２个百分点，而且政府也出台了各种

补贴政策以缓解提高消费税带来的冲击，但仍然对

消费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另外，大规模台风导致

经济几乎短期停摆，再加上暖冬，使个人消费受到

一定冲击。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

战使世界贸易、世界经济预期受到负面影响，不确

定性增强，中国经济减速，导致日本进出口贸易下

降。在内外诸 多 不 利 因 素 的 共 同 作 用 下，２０１９年

第４季 度 日 本 实 际 ＧＤＰ出 现－６．３％的 大 幅 度 下

降，此后修正至－７．１％，下调的主要原因是 设 备

投资下降 幅 度 从－３．７％下 调 至－４．６％［２］。２０１９
年 （日 历 年，下 同）全 年 实 际 ＧＤＰ 增 长 率 为

０．７％ （后 修 正 为０．３％）［３］。２０１９年 度 （财 政 年

度，下同）实际ＧＤＰ增长率为－０．１％［４］，这是时

隔５年 的 负 增 长，远 低 于 日 本 政 府 ２０１９年 初

１．３％的预期值。

２０１９年日本 经 济 也 出 现 些 许 亮 点，如 日 经 平

均股指仍维 持 在２２　０００点 左 右 的 较 高 水 平，日 元

汇率平稳，企业效益依旧坚挺。在就业不断扩大的

背景下，个人消费略有好转，成为当年日本经济增

长的支撑力量。通缩也有所收敛，物价基本保持正

值。２０１９年 的 经 济 增 长 动 力 主 要 来 源 于 内 需 的 扩

大，内需对实际ＧＤＰ的拉动为０．９％，贡献率超过

１００％，而外需对实际ＧＤＰ的拉动为－０．２％［３］。上

述数据表明，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出口下降的情

况下，即便是微弱的内需扩大，也对刺激经济复苏

发挥了主要作用。

不能不提的是，近年来 “中国爆买”极大地拉

动了日本经 济 复 苏，２０１９年 中 国 游 客 在 日 消 费 对

日本内需的贡献依旧强劲。据日本观光厅的统计，

自２０１４年以来，中国访日游客每年以百万人次的

速度逐年增加，２０１９年高达９５９万人次，与上年同

比增长１４．４％，在日消费１．７７万亿日元，占访日

游客在日消费总额 （４．８１万亿日元）的３６．８％［５］，

相当于日 本 实 际 ＧＤＰ总 额 （５３６．５万 亿 日 元）的

０．３２％，而 同 年 日 本 实 际 ＧＤＰ增 长 仅 为０．３％，

足以证明 “中国爆买”对日本经济的贡献率之高。

（二）对外出口不断下滑

日本属于出口导向性经济结构，对外贸易在日

本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出口占

ＧＤＰ的１５％左右，一直是日本经济的主要动力之

一。从过去的经济发展实践上看，日本的经济景气

循环一般是遵循 “出口增加→生产增加→设备投资

增加→就业增加、工资增加→消费增加”的机制展

开的，反之亦然。出口是否能扩大主要取决于国际

经济形势。从世界经济形势来看，受中美贸易摩擦

的影响，世界实际ＧＤＰ增长率从２０１７年的３．８％
降至２０１８年 的３．６％，２０１９年 又 降 为３．３％，美

国和欧洲经济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几乎全部出现经

济减速，导致日本的出口环境越来越差。

安倍经 济 学 实 施 以 来，日 本 的 出 口 曾 有 所 增

加，但２０１８ 年 日 本 出 口 开 始 减 速，同 比 增 长

４．１％，仍维持正增长。２０１９年却急转直下，出口

总额为７６．９３万亿日元，同比下降５．５％，进口总

额７８．５３万亿日元，同比下降５．０％，这是日本时

隔３年的货贸进出口负增长。从出口品种上看，汽

车零部件下降９．８％，钢铁下降１０．７％，汽车下降

２．７％。从 出 口 地 区 来 看，对 美 出 口 下 降１．４％，

对中国出口下降７．６％，对欧盟出口下降２．８％［６］。

日本对美国、对中国出口同时下降，这反映出中美

贸易摩擦就日本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严重程度；日本

对欧出口下降一方面反映出世界经济减速对日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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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带来的影响，同时也说明日欧ＥＰＡ的效果已经

接近极限。２０１９年 日 本 进 口 也 出 现 了 负 增 长，同

比下降５．０％，降幅稍低于出口。进出口双双跌入

负增 长，货 物 贸 易 收 支 也 持 续 逆 差，逆 差 额 为

１．６４万亿日元，其 主 要 因 出 口 降 幅 大 于 进 口 下 降

幅所至。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日本的入境旅游业

发展很快，入 境 游 客 需 求 逐 年 增 加。２０１９年 访 日

游客达到３　１８８万人次，比上年增加２．２％，赴日

游客消费达４．８万亿日元，比上年增长６．７％。人

均消费额超过上年。强劲的服务贸易收入弥补了货

贸逆差，使日本货物、服 务 贸 易 总 收 支 转 为 顺 差。

另外，目前日本拥有海外净资产３５０多万亿日元，

海外投资收益不菲，近年来主要是依靠投资收入来

弥补贸易逆差，使得经常账户一直保持顺差。据财

务省的统计，２０１９年经常收支顺差为２０．６万亿日

元，比上年增 加８　３７５亿 日 元［７］。每 年２０万 亿 日

元左右的经常收支顺差数目可观，对日本经济支撑

作用不可小觑。

（三）个人消费略有改善

个人消费 占 日 本 ＧＤＰ的 比 重 一 直 在６０％左

右，战后以 来 一 直 是 拉 动 日 本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力

量。泡沫经济崩溃后，个人消费骤然下降，此后基

本处 于 萎 靡 不 振 的 状 态。２０１３年 日 本 政 府 出 台

“安倍经 济 学”政 策，消 费 有 所 扩 大，但 由 于 受

２０１４年提高消费税率的影响，个人消费急剧下滑。

两口人以上家庭消费支出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度 出 现

连续３年的负增长，２０１７年转为０．４％的微弱正增

长，２０１８年依然保持缓慢回升的 态 势。２０１９年 前

３个季度出现大幅度恢复，每月均为正增长，特别

是５月 增 长４．０％，９月 更 增 长 了９．５％。第４季

度受消费税增税以及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个人

消费出现负增长，但全年仍维持一定程度的消费水

平，全年民间最终消费支出为０．１％。需要提及的

是，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提高消费税后，日本政府在观察

不同物品和不同业态销售动向的基础上，采取相应

措施，使增税前的扎堆消费额和增税后的消费下降

额总体小于２０１４年的增税期。但是，因为消 费 者

消费信心仍处于较低水平，今后的消费动向还值得

关注。

个人消费与就业、收入状况密切相关。第２次

安倍内阁上台以来，积极推行扩大女性就业政策，

完全失业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近几年，基

本控制在２．８％以下，职工收入虽然涨幅不高，但

也仍有所增长，因此维持了一定的消费水平。

（四）企业设备投资触顶，进入下行拐点

设备投资是日本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从供给

和消费两方面驱动经济发展。长期以来设备投资一

直占日本 名 义 ＧＤＰ的１５％左 右，２０１８年 上 升 至

１６％，２０１９年也大体在１６％以 上，居 近 年 来 的 高

位。２０１３年出 台 的 “安 倍 经 济 学”设 定 的３年 内

设备投资额要增加１０万亿日元的目标在２０１５年基

本实现，２０１６年 以 来 又 出 现 了 新 一 轮 的 设 备 投 资

高潮。２０１９年设备投资依然比较坚挺，这一期间，

为了解决和应对劳动力不足，企业对机器人、人工

智能 （ＡＩ）方面的投资较大。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由于出口下降会直接导致生产减少 （设备开工率降

低），企业效益减少，进 而 抑 制 企 业 设 备 投 资，但

自２０１８年以来，出口明显下降，特别是２０１９年出

现了－５．５％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但设备投资并没

有停下脚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本轮设备投资，并

非以增强生产能力为目的，而主要是以应对人手不

足的投资为主，例如，以合理化、省力化为目的的

软件投资增长做出了贡献［８］。

从民间 企 业 设 备 投 资 实 际 增 长 率 来 看，２０１９
年呈现出前高后低态势，前３个季度设备投资增长

较快，分别为１．４％、０．４％和５．４％，但第４季度

骤降至－４．６％，甚至成为该季度日本实际ＧＤＰ修

正值下调的主要原因［３］，这也意味着本轮设备投资

似乎已接 近 尾 声。２０１９年 财 政 年 度 设 备 投 资 （全

产业，不包括土地、软件、研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０．６％，这是２０１０年 以 来 首 次 负 增 长。因 为２０１９
年财年的数据包括２０２０年第１季度的投资额，这

意味着２０２０年的设备投资已进入下行拐点。

综上所述，自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直

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恢复，也没有进入自律性

发展的轨 道。２０１３年 第２次 安 倍 内 阁 出 台 了 “安

倍经济学”后经济形势出现好转，实际ＧＤＰ维持

了长达６年之久的微弱正增长，但是所付出的代价

是巨大的。而在２０１９年拉动经济增长的出 口、消

费和投资三驾马车都没跑起来，下半年以后明显减

速，第４季度实际ＧＤＰ出现断崖式下降，降幅高

达７．１％，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几乎全部恶化，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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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本经济虽然算不上摇摇欲坠，但也岌岌可危。

二、新冠疫情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２０２０年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给世界经济带来严峻的挑战，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

新的挑战。目前，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大流行局面

还在恶化之中。欧美发达国家已纷纷停止正常生产

活动，“封城”甚至“封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前所未

有，而对已经进入下行模式的日本经济来说无异于

雪上加霜，其负面影响更是难以估量。

（一）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的特殊性与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８日）全球累计确诊

感染人数已超过１　６００万，死亡人数接近６５万，

日本累计感染人数已超过３万，死亡人数近千人。

应当说，在全球抗疫活动中，日本的表现是比较好

的，无论是感染人数还是死亡人数都远远少于欧美

等发达国家，但是尽管如此，对于战后日本来说，

如此大规模的传染病感染与病亡也尚属首次，对日

本社会产生巨大的震动。在疫情之前学者们常常提

起的可能会对日本经济前景产生风险的英国脱欧、

提高消费率 （从８％提高至１０％）、贸易保护主义、

逆全球化等话题再也无人提及，焦点基本都集中到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与过去的石油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东日本

大地震等大规模外部冲击相比，新冠疫情的冲击具

有显著的区别。主要在于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自

身将会导致感染的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说防疫抗疫

与恢复经济成为一对悖论。对于普通的经济萧条，

可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

济复苏，但在疫情大暴发的情况下，扩大经济活动

会助长感染的扩大，使危机进一步深化。从生产活

动带来 “外部不经济效应”这一点来看，与水质污

染、大气污染等公害具有相似的一面，但公害所涉

及的范围、部门以及程度毕竟有限，而新冠疫情所

涉及的地理范围以及带来的 “负面外部性”的严重

程度完全难以预料。从影响的宏观范围上看，新冠

疫情与地球温暖化有类似之处，但其负面影响的传

播速度极快，这是气候变化给经济带来的影响所无

法比拟的。

新冠疫情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经济产生负面

影响。新冠疫情的扩大会导致消费、投资活动更加

慎重，使物资与服务需求减少，同时也抑制生产活

动，使供给能力降低。与自然灾害不同，疫情对需

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产生复合型冲击。从全球来

看，各国都普遍出现了类似观光旅游客人急剧减少

等等对需求侧产生严重影响的难题，同时也出现了

由于生产链、供应链阻断引起的需求侧的冲击。疫

情危机由于具有经济活动自身会造成感染扩大的特

殊性，以抑制感染增加为目的的禁止营业、禁止外

出等社会隔离政策，自然就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给

经济活动带来负面影响。这种新的冲击，使经济预

期的不确定性显著提高，感染人数及程度的实际状

况的不确定性、疫情结束 （包括治疗药物和疫苗开

发成功）时间的不确定性是最根本的因素，当然还

包括限制营业、限制外出措施何时解禁等政策的不

确定性。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又不断地提高宏观经

济预期与企业经营业绩的不确定性［９］。

关于疫情的预测、感染人数的预测以及对经济

活动的影响，许多研究机构通过建立数字模型

（ＳＩＲ模型）来进行计算，但由于样本基数的不准

确，再加上几乎每天都在不规则地发生动态变化，

计算的结果及预测结论都不很理想。对于不确定性

的测度，学者们经常使用各种有代表性的变量进行

模拟计算，例如，比较常用的是关于股市的不确定

性指标。许多学者通过观察美国的 ＶＩＸ （恐怖指

数）和日经ＶＩ（不确定性指数），认为３月中旬的

股市不确定性达到与世界经济大危机时期相匹敌的

水平。但是，后来的情况大家都清楚，包括道琼斯

股指、日经平均股指在内的全球股市并未因为世界

经济基本面的下行而出现动荡，反而一路高歌，十

分稳定。明明是实体经济十分低迷，而且经济预期

不乐观，但股价和债券价格却十分坚挺，出现这种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背离的局面着实令人不解。

一般来说，因为经济预期不确定性的存在或提高，

企业会出现抑制投资的倾向，而且为了预防不测，

个人也会增加储蓄，减少家计消费，但目前在日本

上述现象仍不明显。总之，由于以美国、欧洲为

“震中”全球新冠大流行仍在进展当中，而且南美、

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也出现暴发的迹象，日本

在７月中旬以后也出现反复的苗头，太多的不确定

性使新冠疫情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更加难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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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因此，目前只能做出阶段性的分析，很难得出

最终的结论。

（二）新冠疫情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分析

新冠疫情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和

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是对日本观光旅游业、航

空运输、酒店、餐饮业、会展等行业的直接 打 击；

间接影响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导致全球产业链阻断、

世界经济下 行，导 致 日 本 外 需 减 少、国 内 生 产 下

降，出口困难，进而导致设备投资下滑、失业率上

升以及收入减少、消费减少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１．日本 旅 游、娱 乐、会 展 等 产 业 遭 受 重 创。

近年来，入境旅游收入迅速增加对日本经济的好转

功不可没。２０１９年入境旅游客人达３　１８８万人次，

在日消费高达４．５万亿日元。其中，中国赴日旅游

人数 迅 速 增 长，２０１９年 已 达９５９万 人 次，占 全 世

界赴日 旅 游 人 数 的１／４强 以 及 来 日 消 费 总 额 的

３６％，成为支撑日本旅游业的主要力量①。在疫情

初期，中国旅游团组取消赴日旅游行程，这对日本

的航空公司、酒店、餐饮店、百货公司和旅游景点

就已经产生很大影响，一些以中国游客为主的中小

旅行社所受冲击更大。据日本观光局统计，第１季

度外国人赴 日 入 境 旅 游 消 费 骤 降４７．３％，访 日 游

客同比减 少５１％，特 别 是 新 冠 在 欧 美 大 流 行 的３
月同比 减 少９３％，４月 份 降 幅 扩 大 至９９．９％［１０］。

可以看出，由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日本政府采

取了严格的入境限制措施，各国也对赴日履行人数

进行了严格限制，使日本入境需求几乎处于蒸发状

态。按日本旅游专家估算，因为这场疫情，日本旅

游业一天至少损失４４亿日元［１１］。保守估计，日本

２０２０年第１季度仅在旅游业方面，将损失４　０００亿

日元以上。第２季度以后，欧美地区与日本国内疫

情日趋严重，国际航空旅游观光业、餐饮业、电影

等需要人员聚集的产业的损失进一步扩大。据三菱

综合研究 所 的 测 算，如 果 下 半 年 疫 情 还 得 不 到 控

制，入境游客就不会增加，日本至少要损失４．０万

亿日元［１２］。

另据日本政策银行的６月２９日公布的测算数

据显示，２０２０年３月 至５月，日 本 各 地 音 乐 会、

体育比赛、展览会等 活 动 大 量 停 办 或 延 期，由 此，

导致的经济损失超过３．０万亿日元。３月至５月份

的３个月间，由地方政府等主办的１　１１６场节庆活

动停办或取 消，经 济 损 失 为１．７４１　１万 亿 日 元；１
万多 场 音 乐、戏 剧 等 活 动 停 办 或 取 消，损 失 为

９　０４８亿日元；１　１５０场 体 育 比 赛 停 办 或 取 消，损

失为２　６８８亿 日 元。从 历 年 的 情 况 看，７至８月 份

是活动举办旺季，如果这些活动继续停办或延期，

导致的经济损失将继续扩大。

２．东 京 奥 运 会 被 迫 延 期。奥 运 会 是 日 本 继

１９６４年东 京 奥 运 会 以 来 时 隔 半 个 多 世 纪 的 盛 事，

举国上下 期 盼 已 久，日 本 政 府 更 是 将 其 视 为 改 变

“国运”和经济翻身的天赐良机。倘若因疫情扩大

而导致奥运 会 取 消，对 日 本 的 国 际 形 象、政 治 影

响、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难以估量。仅从经济方面

看，日本现已为筹备奥运会直接投入超过１．３５万

亿日元，期 待 能 获 得 数 倍 的 回 报［１３］。鉴 于 此 次 奥

运会具有如此重大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意义，因

此，日本曾 千 方 百 计 规 避 因 疫 情 而 取 消 或 推 迟 举

办，力争如期举办。但是，尽管日本感染病例并不

多，病死率也处于较低水平，但无奈以欧美为中心

的全球性迅速蔓延，东京奥运会无法按期举办，最

后日本与国际奥委会协商决定延期一年后举办，这

确实是无奈的选择，但也是最明智的选择。当然东

京奥运会的延期举办也给日本经济带来很大损失，

据日本学 者 计 算，直 接 损 失 可 达６　４００亿 日 元②，

而间接损失则很难计算。

３．外需 萎 缩，出 口 与 生 产 急 剧 减 少。如 前 所

述，受世界经 济 下 行 的 影 响，２０１９年 日 本 对 外 出

口已经陷 入 负 增 长。２０２０年 初 以 来，受 新 冠 疫 情

影响，世界经济停滞，日本外需急剧萎缩，进出口

持续大幅度减少。据日本财务省统计，２０２０年第１
季度日本对外出口同比下降了６．０％，特别是受疫

情影 响 比 较 严 重 的３月 份 出 口 下 降 幅 度 达 到－

８．５％，４月份降幅更扩 大 至－２１．９％，这 是 近１０
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从国 （或地区）别来看，对美

国、中国和东 盟 地 区 的 降 幅 较 大，从 产 品 分 类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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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日本对外出口占比较大的运输机械降幅最大，

其次，是通用机械、生产设备和建筑机械等。由于

国内市场萧条，进口也遭受打击。第１季度进口同

比减少４．９％，特别是２月份以来自中国的进口大

幅度减少。从 亚 洲 经 济 圈 中 间 产 品 的 进 口 降 幅 较

大，这反映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发生阻断，对生

产的影响在所难免。

受进出口大幅度减少的影响，３月份的日本工

矿业生产指数骤降了３．７％，这反映出新冠疫情的

蔓延，中国停工停产，产业链阻断对日本的生产带

来冲击。日本汽车企业在３月份以后，国内工厂开

始缩小生产规模或停产，整个汽车产业、通用机械

产业等许 多 行 业 大 幅 度 减 产。随 着 疫 情 的 持 续 蔓

延，第２季 度、第３季 度 海 外 需 求 还 将 进 一 步 恶

化，特别是欧美最终市场的需求减少，产业链、供

应链阻断 的 影 响 会 更 加 突 出，出 口 还 会 进 一 步 萎

缩，估计２０２０年可能减少１０％左右，工矿业生产

指数将下降７％左右。

４．对日 本 设 备 投 资 的 影 响。受 疫 情 影 响，外

需减少、生产受挫，而且在经济预期不透明的背景

下，企 业 设 备 投 资 慎 重 化 倾 向 凸 显。如 前 所 述，

２０１９年日本的 设 备 投 资 已 经 触 顶 转 弱，第４季 度

已明显下降，再 加 上 疫 情 冲 击，设 备 投 资 持 续 下

滑，据日本内阁 府 统 计，２０２０年 第１季 度 民 间 企

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０．５％，这是连续两个季度的

负增长 （参见图１）。

图１　日本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变化情况 （实际季度调整值）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相关数据绘制

　　由于外需内需疲软，生产停滞，再加上企业业

绩恶化导 致 流 动 资 金 短 缺，特 别 是 经 济 预 期 不 透

明，企业对设备投资更加没有信心。而且许多制造

业企业出现设备过剩感，早在２０１９年下半年以后，

除电子产品、元器件材料外，制造业的设备开工率

几乎全部 处 于 下 降 状 态，设 备 过 剩 的 苗 头 已 经 出

现。从具体数 据 来 看，２０２０年 第１季 度 “日 银 短

观”的设备投资判断ＤＩ的 “过剩”幅度已经明显

扩大，但相关数据表 明，在 非 制 造 业 用 于 自 动 化、

省力化的投资尚处于小康状态。但是，进入４月份

以后日本国内疫情扩大，以餐饮、旅店、航运等服

务业纷纷 停 工 停 业，非 制 造 业 的 设 备 过 剩 也 开 始

增强。

另外，设备投资受企业的业绩影响也非 常 大。

据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调查，接受调查的２　６０１家

上市企业中有８７９家企业回答：“受新冠疫情影响，

企业业绩将会下降”，被调查企业最终利益损失可

能达到３．１万亿日元。企业业绩恶化，会导致设备

投资缩小 或 推 迟。当 然，随 着 “网 上 办 公”的 扩

大，与ＩＴ相 关 的 投 资 会 有 所 增 加，但 尽 管 如 此，

也并不能扭转设备投资总体下降的趋势。据日本银

行６月最 新 的 调 查，２０２０年 财 政 年 度 全 产 业 （所

有规模）的 企 业 都 下 调 了 设 备 投 资 计 划，这 是２０
世纪９０年 代 以 来 很 少 有 的 现 象，这 也 再 次 说 明，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特别是外需内需的急剧减少，

企业的设备投资越来越慎重。

·７·

新冠疫情下日本经济和社会专题 张季风：“新冠冲击”与后疫情时代的日本经济



５．对就 业 与 收 入 的 影 响。受 疫 情 的 影 响，大

面积停工停产，自然会影响到就业的扩大。据日本

总务省 “劳 动 调 查”统 计，２０２０年 第１季 度 日 本

的正规就业人员仍有所增加，但非正规就业的临时

工、计时工 减 少 了１０万 人。这 反 映 出 前３个 月，

日本疫情并不十分严重，就业影响相对反应滞后，

但尽管如此，经济出现波动后，也对非正规就业人

员产生了一定冲击。而随着日本国内疫情的日益严

峻，５月份就业形势急转直下，急剧恶化，就业人

数骤减７６万。从２０１８年以来，日本的失业率长期

处于２．５％以下，但今年２月份以来失业率逐渐上

升，４月 上 升 至２．６％，５月 更 上 升 至２．９％ （图

２），失 业 人 口 高 达２００万人，倒 退 至３年 前 的 水

平［１３］。失业 人 口 的 增 加 与 疫 情 的 进 展 相 关 密 切，

由于经济活动被严格限制，特别是入境旅游需求几

乎消失，导致旅店业、餐饮服务业的人员大量离岗

休假，只能依靠政府补贴维持生计。如果经济活动

不能尽快恢复，大量的离岗休假人员将有可能转变

为失业人员，届时日本的失业率还将继续上升。

图２　日本完全失业率的变化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２０年５月）

资料来源：日本総務省統計局 「労働力調査 （基本集計）」

　　在新冠疫情扩大的背景下，企业停工停产，必

然导致职 工 收 入 的 减 少。据 日 本 厚 生 劳 动 省 的 调

查，自３月份以来，企业的规定外劳动时间大幅度

减少，各类就业人员的收入也随之减少，临时工收

入下降更为显著。５月份一般劳动者临时性收入同

比 下 降２６．２％，固 定 工 资 收 入 也 下 降２．８％［１４］。

从行业来看，受 “外出 自 肃”影 响 比 较 大 的 度 假、

外食、餐饮等服务业的减薪情况最为严重。另据三

菱总研调查，大约有３成左右的家庭收入减少［１５］。

４月以后，零售业、交通、旅馆业、娱乐服务业由

于经济活动受限，销售额已下降８０％，可以预料，

如果经济活动自我限制政策常态化，就业人员的报

酬还将继 续 减 少。虽 然 日 本 失 业 率 不 至 于 上 升 到

５％，但是由于就业人数减少以及收入减少最终将

影响个人消费，即便在疫情结束后，也很难在短时

期内得以恢复。

６．对个 人 消 费 的 影 响。长 期 以 来，消 费 疲 软

一直是日 本 经 济 的 大 难 题，如 前 所 述，２０１９年 虽

然稍有所改 善，但 动 力 明 显 不 足。在 疫 情 的 影 响

下，失业人员增多、收入减少必然会导致个人消费

的减少。据 日 本 内 阁 府 统 计，２０２０年 第１季 度，

实际民间最终支出环比下降０．７％，是连续两个季

度的负增长，家计最终支出环比换算为年率也下降

１．１％ （图３）。新冠疫情突然来袭，为了防止感染

扩大，百姓被要求 “外 出 自 肃”，使 个 人 消 费 大 幅

度减少。从 消 费 品 品 种 来 看 出 现 了 苦 乐 不 均 的 现

象。居家用食品、饮料和日用品等消费品大幅度增

加，而外 食、交 通、教 育、娱 乐 服 务 等 “不 要 不

急”的消费品以及耐用消费品、半耐用消费品的消

费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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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日本家计最终支出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内阁府 《国民经济计算》相关数据绘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蔓延的背景下，消费者

信心指数 呈 现 出 下 降 趋 势。日 本 总 务 省 “ＭＩＲ消

费者信心指数”调查结果表明，４月份消费者信心

指数降至２１．６，这一数据是自２０１６年有此项调查

以来的最低水平。消费意愿下降的理由主要是对将

来的不安感增强。因新冠疫情的扩大，特别是何时

结束令人担忧，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挫。消费者信心

的恶化还很可能导致潜在需求的减少。一旦经济活

动自我限制常态化，将引起失业和收入减少的家庭

增加，即使在疫情结束后也依然存在潜在需求难以

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风险。
更令人担忧的是消费减少、就业环境和收入环

境恶化还可能引起经济的长期停滞。在受消费税率

提高的影响个人消费尚未从下行状态恢复之时，新

冠疫情又突 然 来 袭，外 需 内 需 减 少，企 业 停 工 停

产，经济活动被严格限制，严重抑制个人消费，宏

观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增大。日本政府虽然

出台了一系列紧急刺激政策，可能产生一定效果，
但难以扭转消费疲软的总趋势。

三、后疫情时代的日本经济展望

展望后疫情时代的日本经济走向，要考虑日本

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因素。日本经济短期走向取决

于日本政府的应对疫情措施是否得当、经济刺激政

策的力度大小以及能否奏效，当然还取决疫情的进

展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中长期经济走势主要取

决于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能否提高，国际格局的变

化以及日本能否妥善应对。总体看，在疫情蔓延的

背景下，日本经济发展预期不确定性不断增强，内

需外需减少，短期衰退不可避免，中长期前景亦不

容乐观。
（一）日本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与紧急经济政策

日本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防灾体系 严 密，
对新型传染病的防控也十分重视。但是在新冠疫情

初期，日本也与欧美同样心存侥幸，对自身的医疗

体系、掌控能力表现出强大的自信。因担心出现过

多的感染者会产生社会恐慌，唯恐东京奥运会不能

如期举办，同时也为 了 防 止 “医 疗 系 统 崩 溃”，因

此采取了不 对 多 数 人 进 行 核 酸 检 测 的 自 欺 欺 人 的

“佛系”应对方针，结 果 埋 下 了 隐 患。在 宣 布 奥 运

会延期举办后，感染者大量出现，４月初日本感染

人数已经过９　０００，死亡人数接近２００人，形势已

变得十分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亡羊补牢，４月８日

开始实施 “特别措 施 法”，宣 布 包 括 东 京 都、神 奈

川县、千叶县、埼玉县、大阪府、兵库县和福冈县

７个地区为紧急状态，此后疫情持续蔓延，从４月

１７日起又 将 “特 别 措 施 法”的 适 用 范 围 扩 大 到 全

国。日本地方政府要求居民留在家里，企业必须关

闭，但是并没有严厉的违规处罚。政府号召国民实

行 “新生活模式”，其 内 容 包 括：注 意 公 共 卫 生 管

理、经常洗手、测体温、注意个人卫生礼仪、在工

作场所实 行 新 的 交 流 方 式、与 他 人 交 流 要 保 持 距

离、错峰错时上班、鼓励居家办公等。
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支撑，日本政府出台

了空前规模的紧急刺激计划。４月７日内阁会议通

过了 《新冠病毒感染症经济对策》，事业规模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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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名义ＧＤＰ的２０％，是

战后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是２００８年金融危

机刺激政策规模的２倍以上，其中，中央政府财政

出资３９．５万亿 日 元。该 项 经 济 刺 激 政 策 共 分 为５
个支柱：（１）防止感染扩大对策与医疗供给体系的

整备及治疗药物的开发；（２）维持就业与持续生产

和生活等社会活动；（３）关于下一阶段官民并举恢

复经济活动；（４）构筑强韧的经济结构；（５）为未

来发展做好准备。从资金分配来看，政府财政资金

用于第二个支柱——— “维持就业与持续生产和生活

等社会活动”的经费高达２２万亿日元，占财政支

出的５５．６％，事业规模８０万亿日元，占事业规模

的７３．９％，而 用 于 抗 击 疫 情，即 用 于 “防 止 感 染

扩大对策与 医 疗 供 给 体 系 的 整 备 及 治 疗 药 物 的 开

发”经 费 为 ２．５ 万 亿 日 元，仅 占 财 政 支 出 的

６．３％，占事业规模的２．３％ （表１）。

表１　 《新冠病毒感染症经济对策》主要内容

万亿日元

主要内容 财政支出 事业规模

１ 防止感染扩大对策与医疗供给体系的整备及治疗药物的开发 ２．５　 ２．５
２ 维持就业与持续生产和生活等社会活动 ２２．０　 ８０．０
３ 关于下一阶段官民并举恢复经济活动 ３．３　 ８．５
４ 构筑强韧的经济结构 １０．２　 １５．７
５ 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 １．５　 １．５

　合计 ３９．５　 １０８．２　

　　资料来源：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緊急経済対策～国民の 命 と 生活 を 守 り 抜 き、経済再生 へ，令和

２年４月７日閣議決定

　　鉴于疫情形势日愈严重，４月２０日和５月２７
日，日本内阁会议又决定追加新的经济对策和第２
次补充预算，加上此前已确定的１０８万亿日元，总

事业规模合 计 高 达２３３．９万 亿 日 元，相 当 于 ＧＤＰ
的４０％。具 体 内 容 包 括 在 疫 情 期 间，第 一，对 所

有国民每人支付１０万日元补助；第二，对困难家

庭补助。对育儿家庭、无收入居无定所、收入减少

生活困苦、收入减少无法支付保险费、生活困苦无

法交税、水电、煤气电话ＮＨＫ收视费等公共费用

的人，都有补助。第三，扩大对企业的雇佣调整补

助金发放范围，并且提高补贴率；第四，强化扩充

信用保证，利用政策金融机构的实质性无息、无担

保融资等政策，扩大对企业的融资；第五，减免低

收入者的社会保险金、缓缴或减免固定资产税等。
日本央行也配合政府出台进一步的量宽政策，

例如，将１０年 期 国 债 利 息 控 制 在０％左 右，央 行

不设上 限，积 极 购 入 所 需 额 度 的 长 期 国 债、ＥＴＦ
及Ｊ－ＲＥＩＴ；援 助 企 业 获 得 流 动 资 金 融 资，引 入

支持企业融资特别操作政策，增加购买ＣＰ、公司

债的额度等。
综上可见，日本陆续出台的紧急刺激政策的规

模真可谓 史 无 前 例，能 否 奏 效 还 有 待 于 时 间 的 检

验，但是财政资金的筹措也只能靠增发国债，其结

果只能使已经十分严峻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留

下的后患也将是前所未有的。正因为如此，日本社

会对政府的应对政策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紧急刺

激政策出台及时，力度大，对经济下滑将产生抑制

效果，可将经济增长率从－７．６％提升至－４．５％左

右。反对者则认为，政府的紧急刺激政策表面上看

是应对新冠肺炎流行的对策，实则与过去的经济刺

激计划别无二致，对防疫抗疫事业产生的直接效果

值得怀疑。
不过，从最新的数据来看，紧急刺激政策还是

收到了一 定 效 果。日 本 内 阁 府 的 消 费 动 向 调 查 显

示，日本消费者 信 心 指 数 从４月 的２１．６提 高 到６
月的２８．４。“外出自肃”政策期间日本居民减少了

消费，很多人获得了补助金后消费呈现出报复性增

长，４Ｋ电视等高附加值耐用品变得畅销。日本的

家电业、零售业均出现了销售增长，家电商场出现

了全家出动购买高价家电的现象。日本国民自律性

很强，积 极 响 应 政 府 号 召，自 觉 限 制 外 出，规 避

“三密 （密闭空间的 聚 集、密 集 的 场 所、与 人 密 切

的接触）”，企业也配合政府积极实施各种抗疫政

策。在国民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日本的新冠疫情

很快得到控制，在５月下旬宣布陆续解除 “特别措

施法”。７月 中 旬 疫 情 又 出 现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反 复，
但应当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二）后疫情时代日本经济展望

１．日本 经 济 现 状 与 短 期 走 势。目 前，全 球 的

疫情还在蔓延之中，日本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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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７月份又出现一些反复，可以说日本经济仍处于

疫情的严重影响之中。疫情发生以来，国内经济活

动虽未完全停摆，但局部以及个别行业的停工停产

也造成极大冲击。２０２０年１－３月，日本实际ＧＤＰ
增长 率 环 比 下 降０．９％，换 算 年 率 为－３．４％ （后

修正为－３．２％），这是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 （参
见图４）。由 于 日 本 国 内 外 新 冠 疫 情 的 扩 大，内 需

和外需均大幅度萎缩，国民普遍自觉限制外出，餐

饮、旅游以及室外娱乐等服务消费大幅度减少，导

致个 人 消 费 总 体 下 降０．７％。另 外，受 疫 情 的 影

响，外需减少，特别是入境旅游人数骤减，对外出

口大幅度下降６．０％，进 口 也 下 降 了４．９％。因 出

口大幅 度 下 降，生 产 减 少，设 备 投 资 下 降０．５％，
这也是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外需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转为０．２％的负拉动，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为０．６％的负拉动。

图４　日本实际ＧＤＰ增长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相关数据绘制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实际ＧＤＰ连续两个季度

负增长意味着日本经济已进入 “技术性衰退”。但

问题还不止 于 此，第２季 度 的 经 济 状 况 将 会 更 糟

糕。众所周知，日本的疫情是在４月份以后逐渐扩

大的，对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在紧急事

态宣言的状态下，经济活动大幅度受限，企业纷纷

停工停产，特别是以外食、旅游、度假相关消费为

中心的个人消费锐减，虽然５月１４日大部分地区

解除紧急状 态，５月２５日 全 国 所 有 地 区 解 除 紧 急

状态，各种经 济 活 动 陆 续 重 启，摆 脱 了 最 严 重 局

面，但在推行 “新生活模式”的背景下，经济活动

的重启也是十分慎重而且分阶段推进，企业以及店

铺的经营活动、家庭消费一时还难以达到疫情前的

水平。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外

需锐减，入境旅游需求几乎消失，对外出口必将进

一步恶化。大多数日本智库预测，第２季度日本实

际 ＧＤＰ环 比 将 下 降６．３％，换 算 为 年 率 将 下 降

２３％左右，其降幅要打破国际金融危机后２００９年

第１季度－１７．８％的记录，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日本

经济实际ＧＤＰ季度增长率的最低值。

进入６月份以来，新冠疫情明显缓解，企业开

始复工复产，餐饮业也恢复营业，经济活动逐渐恢

复正常水平。对每人补助的１０万日元的消费效果

逐步显现出来，餐饮等服务业逐渐恢复，特别是随

着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对中国货物贸易可能会大

幅度增加。但 “新生活模式”还将继续推行，这就

要求供给侧与需求侧都需要谨慎行事，防止疫情卷

土重来，而且当前疫情的国际蔓延还在持续，入境

旅游需求短时间内很难期待。但无论怎么说，第三

季度日本经济可能摆脱最严峻的局面。多数日本智

库预测，第３季度日本经济将转为正增长，环比可

达２．５％，换算为年率为１０．３％［１６］。但是，由于７
月中旬后，日本东京地区疫情又出现反复，能否继

续扩大并且对经济活动还将产生何种影响，尚有待

观察。
日本经济虽 有 所 好 转，但 出 现 Ｖ字 型 复 苏 的

可能性不大。因为在 “新生活模式”下，所追求目

标是防止感染扩大与恢复经济活动并行，而两者又

相互踩脚，因此，国内需 求 不 可 能 一 举 迸 发 出 来。
企业和店铺的营业还受到诸多限制，如缩短营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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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入场限制、缩小娱乐活动规模等等。对家庭而

言，还要求继续实行减少和自我限制 “不要不急”
的外出，其结果必然 带 来 旅 游、度 假 等 娱 乐 服 务、
外食、服装以及日常用品消费支出减少的后果。由

于疫情影响程度不同，重启经济活动也难以做到各

地步调一致，使整体经济效果大打折扣。例如，由

日本政府主导的 “Ｇｏ　Ｔｏ旅游”活动于７月２２日

开始实施，但是由于排除了东京地区，结果要减少

１．５万亿日元的收入［１７］。
另外，由于网上办公、轮 流 上 班、错 时 出 勤、

缩短工作时间等原因，企业活动也尽可能减少人员

接触的机会，写字楼相关的需求也可能减少。下半

年如果疫 情 不 再 出 现 反 复，经 济 活 动 会 进 一 步 放

开，企业业绩恶化局面会逐步得到改观，但要完全

恢复并不现实。大部分日本智库预测，在政府各项

紧急经济政 策 的 刺 激 下，２０２０年 日 本 经 济 萎 缩 程

度将会有所降低，实际ＧＤＰ增长率可能为－４．８％
左右，略高于ＩＭＦ的预测。

在７月１５日召开的日本银行金融政策决策会

议上，黑田东 彦 总 裁 指 出，尽 管 经 济 形 势 还 处 于

“极其严峻的状态”，但日本经济总体已经触底，今

后将缓慢复苏。日本银行决定继续支援受新冠疫情

影响而陷入困境的企业的短期融资，继续维持现行

的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以保障经济的复苏。在次

日公布的 日 本 银 行 《经 济、物 价 形 势 展 望》也 预

测，２０２０年 度 日 本 实 际 ＧＤＰ的 增 长 率 在－５．７％
至－４．５％之间，其中间值为－４．７％ （表２）。

表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度日本经济预测

％

年度 实际ＧＤＰ
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生鲜食品除外）

含消费税提高影响 扣除消费税提高等影响

２０２０
－５．７～－４．５
（－４．７）

－０．６～－０．４
（－０．５）

－０．７～－０．５
（－０．６）

２０２１
＋３．０～＋４．０
（＋３．３）

＋０．２～＋０．５
（＋０．３）

２０２２
＋１．３～＋１．６
（＋１．５）

＋０．５～＋０．８
（＋０．７）

注：括号内数字为中间值

资料来源：日本銀行：『経済·物価の展望 （展望レポート）』、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６日

　　随着疫 情 的 缓 解 与 结 束，２０２１年 日 本 经 济 可

能出现较大幅度的恢复，个人消费有望出现报复性

增长，成为支撑日本经济的重要力量。５Ｇ的运用、

ＡＩ、ＩＯＴ的导 入，居 家 网 上 办 公 的 相 关 信 息 化 投

资以及为应对人手不足的设备投资还会有所增加。
另外，东京奥运会已推迟至２０２１年７月举 办，场

馆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外国游客增加等对日

本经济将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奥运会推迟一年举

办是一种无奈之举，但也有可能坏事变好事，人们

会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说不定观看比赛的人数

还会意外增多，奥运 会 收 入 有 增 加 的 可 能。因 此，
日本主要智 库 大 多 预 测２０２１年 度 可 能 实 现４．０％
左 右 的 正 增 长，日 本 银 行 的 预 测 值 为３．０％至

４．０％之间，中间值为３．３％ （表２）。

２．日本 经 济 的 中 长 期 展 望。从 中 期 来 看，疫

情过后日本经济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增长

幅度不会太大。首先，世 界 经 济 短 期 内 难 以 恢 复。
世界最终市场的美国经济、欧洲经济的恢复尚需要

时日，外需减少会继续抑制日本的对外出口，制造

业销售额减少将导致企业收益减少，入境需求短时

间内也不能很快恢复，经济复苏将需要一个比较漫

长的时间，著名智库 “日本总研”认为，国内经济

要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至少要在２０２２年以后［１８］。而

且，２０２２年即奥 运 会 举 办 的 第２年 很 有 可 能 出 现

“后奥 运 萧 条”。１９６５年 即 东 京 奥 运 会 的 第２年，
曾出现 过 较 大 的 萧 条，史 称 “昭 和４０年 萧 条”，

２０２２年可能重演，但经济下滑程度要低于上次。
其次，中美贸易摩擦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不可低

估。由于中 美 两 国 分 别 是 世 界 第 一 和 第 二 大 经 济

体，因此，贸易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美两国的范

围，对全球 经 济 预 期 都 产 生 了 难 以 估 量 的 负 面 影

响。由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存在，一旦美国对中国

产品增加关税，不仅中美两国受损，其他相关供应

链国家 也 将 受 损。据ＪＥＴＲＯ 亚 洲 经 济 研 究 所 于

２０１９年５月 的 预 测，未 来３年，如 果 中 美 关 税 所

有产品均提高２５％的话，将拉低美国ＧＤＰ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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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低中 国 ＧＤＰ　０．５％，拉 低 日 本 ＧＤＰ　０．２％。其

实，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在２０１９年有所体现。第 一

阶段中美贸易协议虽已签署，但美国何时变脸，尚

难推测。发生疫情以来，中美关系日趋恶化，不断

升级，可以断 定：中 美 之 间 的 战 略 博 弈 将 会 长 期

化，对世界经济、日本经济的影响也会长期化。另

外，疫情过后，美国不仅会对中国进行打压，还会

对美国第二大贸易顺逆差国的日本进行贸易方面的

打压，这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亦不可小觑。据日

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品目中，汽车

以及汽车配 件 约 占７６．６％，倘 若 日 本 通 过 自 主 规

制等方式将对美汽车出口减半的话，将会直接导致

日 本 ＧＤＰ 减 少 ０．５％，如 果 再 加 上 波 及 效 应，

ＧＤＰ减少幅度还会增大。
第三，主要经济政策已山穷水尽，财政状况日

愈恶 化。从 日 本 国 内 经 济 发 展 环 境 来 看，截 至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付出巨大政策代价的 “安倍经济学

景气”已经结束，旧 “三支箭”已将货币政策和财

政政策几乎用至穷尽，“新三支箭”的目标并未实

现。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日本又出

台了 “史上最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货币

政策看，日本银行又采取了更大力度的宽松政策，
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距离退出异常的超宽松货币政

策的 “出口”越来越远；从财政政策看，为了应对

疫情，日本政府出台了２３３万亿日元超大规模刺激

经济的政策，对抗击疫情可能产生一定效果，但留

下的隐患越来越大。在危急时刻出台临时性大规模

补充预算，确实有迫不得已的一面，但是却给中长

期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带来巨大风险。目前，日本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长期债务余额占ＧＤＰ的比例

已经超过２３０％，在全世界主要国家中是最糟糕的，
再加上这次巨额的财政支出，又将日本推向 “财政

悬崖”的边缘，万一在疫情结束前发 生 财 政 崩 溃，
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难以想象。如此看来，财政

重建的第一阶段目标———基础财政平衡转为盈余的

目标也只能一推再推，或许只能成为一个遥远的梦。
综上所述，泡沫经济崩溃后３０多 年 来，日 本

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２０１３年以来，
在 “安倍经济学”的强力推动下，日本经济实现了

长期的低水平景气，但在２０１９年以后经济增长已

经转入下行模式，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日本经

济雪上加霜，内需外需急剧减少对日本经济打击沉

重，后疫情时代日本经济陷入新一轮经济衰退不可

避免。从长期视野来看，随着超老龄化社会的不断

深化，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会越来越大，财政状况

也将进一步恶化，而且劳动力短缺问题又成为日本

经济的新制约因素。鉴于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只有

０．７％左右，很难提高，估计以 “两低一高 （低 经

济增长率、低 物 价、高 杠 杆 即 政 府 长 期 债 务 负 担

重）”为主要特征的 “日本病”将长期持续，慢性

衰退的局面难以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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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日本经济和社会专题 张季风：“新冠冲击”与后疫情时代的日本经济



［１２］日本株式会社 三 菱 総 合 研 究 所．新 型 コ ロ ナ ウ イ ル ス

感染症の世界·日 本 経 済 へ の 影 響（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度

の 内 外 経 済 見 通 し）［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１９）
［２０２０－０６－３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ｒｉ．ｃｏ．ｊｐ／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ｅｃｏ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０５１９．ｈｔｍｌ．
［１３］日本総務省統 計 局．労 働 力 調 査（基 本 集 計）２０２０年 令

和２年５月分［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６－３０）［２０２０－０７－
１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ｇｏ．ｊｐ／ｄａｔａ／ｒｏｕｄｏｕ／ｓｏｋｕｈｏｕ／

ｔｓｕｋｉ／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１４］日本独立行 政 法 人 労 働 政 策 研 究·研 修 機 構．新 型 コ

ロナウイ ル ス 感 染 症 関 連 情 報：新 型 コ ロ ナ が 雇 用·

就業·失業に与 え る 影 響（国 内 統 計：賃 金）［ＥＢ／ＯＬ］．
（２０２０－０７－１４）［２０２０－０７－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ｉｌ．ｇｏ．

ｊｐ／ｋｏｋｕｎａ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ｃｏｖｉｄ－１９／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１５］日本三菱総合研 究 所．新 型 コ ロ ナ ウ イ ル ス 感 染 症 の

世界·日本経 済 へ の 影 響（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度 の 内 外 経

済見通し）［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１９）［２０２０－０６－３０］．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ｒｉ．ｃｏ．ｊｐ／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ｅｃｏ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２０／ｄｉａ６ｏｕ０００００２１２ｉ３－ａｔｔ／ｎｒ２０２００５１９ｐｅｃ＿ａｌｌ．ｐｄｆ．
［１６］日本三菱 ＵＦＪリ サ ー チ＆コ ン サ ル ティン グ 調 査 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短 期 経 済 見 通 し（２０２０年６月）［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６－０９）［２０２０－０７－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ｍｕｒｃ．ｊｐ／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０／０６／ｓｈｏｒｔ＿２００６．

ｐｄｆ．
［１７］時事通信社 ．「東京 外 し」で１．５兆 円 減ＧｏＴｏ経 済 効 果

民間試算［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２２］．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ｙａ－
ｈｏｏ．ｃｏ．ｊｐ／ｐｉｃｋｕｐ／６３６６２４２．

［１８］日本総合研究所調査部マクロ経済研究センター．日本経

済展望２０２０年７月［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７）［２０２０－０７－２２］．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ｒｉ．ｃｏ．ｊｐ／ＭｅｄｉａＬｉｂｒａｒｙ／ｆｉｌｅ／ｒｅｐｏｒｔ／ｊａｐａｎ／

ｐｄｆ／１１９２５．ｐｄｆ．

［责任编辑　李　颖］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Ｐｏｓｔ－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Ｅｒａ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ｆｅ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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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ｔｈｅ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ｈａｉｎ　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ＶＩＤ－１９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ｗａｎｉｎｇ，Ｊａｐａｎ’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ｎｄ，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ａｎ　ｅｘ－
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　ＵＳ－ｃｅｎｔｒｉｃ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ｐｒｅａｄ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ｖｅｒｙ　ｇｒｉｍ，ａｎｄ　ｉｓ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ｏ－
ｖｅｒ．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ｄｅｃｌｉｎｅ．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Ｊａｐａ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ｐｏｓｔ－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ｅｒａ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ｉｓ　ｎｏｔ　ｂｒｉｇｈｔ．Ｊａｐａ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ｉｌｌ　ｓｈｒｉｎｋ
ｂｙ　ａｂｏｕｔ　５％ｉｎ　２０２０，ａｎｄ　ｉｔ　ｗｉｌｌ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ａｆｔｅｒ　２０２２．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ａｇ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ｅ，ｌａ－
ｂｏ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ｔｈｅ　ｈｏｐｅｄ－ｆ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ｙ
ｎｏｔ　ａｒｒｉｖｅ，ａｎｄ　ｓｌｏｗ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ｏｓｔ－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ｅｒａ；Ａｂｅｎｏｍｉｃｓ　ｂｏｏ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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