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英文版   Français 法文版    投稿信箱：skw01@cass.org.cn  投稿须知  网友之声信箱：skw02@cass.org.cn    

 

新闻摘播  马列主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国外马克思主义   重要言论    重要文章    本网首发   学术动态   各地综合信息  

六大建设  社科论坛  社科大讲堂 专家访谈 热点解读 政策法规解读 国情调研 反腐倡廉 法治社会 读与评 咨询台 网友之声  

报刊文摘  网络文摘  科技动态  学部委员   名家风采   学林新秀 学术经典库  专家库  数据库  研究生论坛  手机短信  

哲学  文学  历史学  考古学  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政治学   法学   新闻与传播学   教育学   管理学   社会学  

民族学  宗教学  语言学  统计学  艺术学   情报与文献学  军事学   港澳台   国际问题研究   国外社会科学   综合研究  

当前位置:首页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要闻 

返回首页      正文字号：【小】【中】【大】

《日本经济蓝皮书（2013）》 发布

“安倍经济学”长期影响尚待观察

2013-06-04 10:53:00   来源：2013年5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5月21日，《日本经济蓝皮书（2013）》在京发布。发布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与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联合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会长王洛林出席会议并致辞。 

  蓝皮书回顾并展望了2012—2013年度日本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指出2012年受欧债危机拖累，日本经济曾一度陷入技术型温

和衰退，但第四季度转为微弱正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安倍政府上台后所推出的新经济政策，已出现一定的刺激效果。而这一系

列以无限度量化宽松政策和大规模公共投资为特征的经济政策，更被舆论冠以“安倍经济学”之称。 

  日本经济实力 

  仍不能小觑 

  长久以来，世界舆论惯以“萧条”来形容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后萎靡不振的经济状况，甚至有人称之为“失

去的20年”。但此次会议上，专家指出，这种说法存在误读。 

  “日本经济其实一直保持着一种低增长的发展态势，或者说是‘无水分发展’。这种缓慢的发展趋势很可能在未来还要持续

很长一段时间。”蓝皮书主编之一、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季风表示。 

  研究数据显示，日本至今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一大债权国、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其海外净资产总额高达296万亿日

元，其中大部分是优良资产；其经济结构较为合理，技术创新力始终保持在世界领先行列；在经济陷入“低迷”的几十年里，日

本企业和国民的财富并未流失，日本民众的生活水平仍在缓慢提高；日本社会公平化的程度、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仍远远

高于世界许多国家。“因此，日本经济只能说是‘长期低迷’而非‘萧条’。当今日本的经济实力仍不容小觑。”张季风表示。 

  当前，为了提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创的经济，以英美为代表的许多国家都在推行量化宽松政策，由于这种政策具有较大负

外部性，往往受到其他国家的抗议或谴责。“奇怪的是，唯独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没受到国际舆论的过多关注和指责，这可能

正是得益于它的低调和‘哀兵之策’。”张季风说。 

  未来日本经济 

  仍面临诸多风险 

  日本政府在其公布的《平成25年度经济预测与经济财政运营的基本态度》中提出：2013年，日本经济有望实现实际GDP增长

率2.5%，名义增长率2.7%的目标预测值。但这一目标能否真正实现？与会学者认为，这主要取决于世界经济整体复苏的进程，以

及“安倍经济学”最终达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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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由于‘安倍经济学’更关注应对通缩而非扩大内外需，因此，其效果主要存在于短期，长期影响尚待观察。”张季风表

示。蓝皮书分析，短期来看，这种金融、财政、民间投资“三管齐下”的综合政策，使日本基础货币显著增加，对降低日元汇

率、提振股价作用明显；但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负担增加、财政状况恶化以及企业创新能力相对下降等结构性

问题仍难以消除。 

  同时，蓝皮书还指出，2013年日本经济仍面临着诸多风险，欧债危机、汇率变动、电力不足的制约以及中日关系前景等都是

影响其经济复苏的变数。 

  专家特别提示，鉴于量化宽松政策的负外部性效果，作为与日本有着较紧密经济关系的邻国，中国应注意防范其推高货币汇

率和资产价格的双重风险，加强对资本项目的管制，防止热钱大规模流入、流出。（记者邓之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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