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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长期影响近代日本消费需求变动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国民经济的不断增
长和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是近代日本消费需求逐渐上升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近代工矿
交通事业的发展，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朝着有利于劳动的方向转变，这是促进近代日本消
费需求不断上升的积极力量；人口规模及其构成的变动是近代日本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重
要推动力量；消费的示范效应、攀比行为和不可逆行为对消费需求不断上升起着一定的推
动作用。 

【摘 要 题】外国经济史 

【英文摘要】For long the factors have influenced the fluctuation of consumer demand in 
modern Japan are four： （1） The increasing of economy and national income is the 
foundation enhancing the increase of consumer demand gradually；（2）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mining and communication renders the pattern of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3）The change of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population would be the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impetus pushing forward the consumer demand in modern 
Japan；（4）The effect of giving example to be followed, the vying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 irreversible behavior in consuming would serve as the 4th cause push forward the 
consumer's demand in modern Japan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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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3）05-0064-
07

  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反映了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是人类
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在消费需求领域中的具体化。近代日本经济最根本的特征是由自然经济
转变为商品经济，由封闭经济转化为开放经济。过渡型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在其

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导向作用的显著和强化。日本自19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近代化至20世
纪40年代的50余年中，消费需求的长期变动总体上呈现出明显和快速的上升趋势，并表现

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和周期性波动规律[1]。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受多种客观条
件和因素的影响。因为消费需求总是以人为主体和归宿的社会需求，因此从最一般意义上
说，凡是影响人的需求以及与其有关的派生需求的因素，如经济增长、收入水平、人口状
况、就业状况、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社会习惯、民族习俗、市场状况、物价水平和体
制、政策、战争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等，都会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以一定的方
式影响人的消费需求，从而成为影响消费需求变动的因素。本文主旨就是对影响近代日本
消费需求的变动因素展开实证性分析，论证近代日本消费需求变动的内在规律。 

      一 

  近代日本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是消费需求逐渐上升的物质基础
和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学一般都将消费看作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影响消费力和消费需

求非常重要的因素。凯恩斯就曾指出："在通常情形之下，总需求函数中之消费部分，确以

总所得（以工资单位计算）为其主要变数"[2]（P.84）。美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加德纳·阿
克利也曾指出："任何消费支出的分析，从而任何总需求的分析（因为消费要占到这个总数
的三分之二），要是不把收入作为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它是一点也不值得我们注意

的"[3]（p.336）。从长期来看，收入变动的方向和消费变动的方向总是趋向一致的，消费
随收入的变动而变动，国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必然导致消费需求的增加，而国民经济的不断
增长则是国民收入得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近代日本经济取得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实绩（见图1），相对经济实力显著提高，从而为
其国民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大川一司、筱原三代平、梅村又次编：《长期经济统计：推计与分

析》卷1《国民所得》，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第178、215页数据绘制。 

  图1 近代日本实际GNP总额的长期变动 

  有关数字显示，日本名义GNP总值由1885年的8.06亿日元，增加到1940年的368.51亿
日元，55年间扩大44.72倍，年平均增加值6.55亿日元，年平均增长率7.2％。名义人均

GNP总值变动亦呈现同样的上升态势，由1885年的21.1日元增至1940年的512日元，55年
中扩大23.27倍，年均增长率近6％。若以1934-1936年不变价格计算，近代日本实际GNP
和人均GNP总值及其增长率变动亦呈现强劲的上升发展趋势。实际GNP总值由1885年的

38.52亿日元，增加到1940年228.48亿日元，55年中增加近5倍，年平均增长3.29％。而

同期内，日本的实际人均GNP值则由1885年的101日元，猛增加至1940年的318日元，55
年间增加2倍多，年均增长率2.1％。由此可见.无论是以可变价格还是不变价格计算的近代
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都大大高于国民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从而为国民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
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日本德川时代和明治初期经济的数量研究十分盛行，成果

丰硕（注：代表著作有日本数量经济史（QEH）研究会编辑《数量经济史论集》多卷本和8
卷本《日本经济史》，日本岩波书店1989年版等数十部。）。其中多数论点强调传统要素
的发展和历史的连续性，一改过去认为德川时代经济陷于停滞，日本前工业化的近世与工



业化的近代之间横亘着一道裂谷的传统观点，高度评价当时的经济发展实绩。指出江户时

代的传统要素在进入明治时代后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加之现代要素的作用，19世纪80年代
日本的社会和经济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近代日本的现代经济增长已具备了比较有
利的初期条件，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当时日本的经济水平还很低，资料显示，日本

1886年的人均国民收人只相当于英国（1765-1785年）的60％、美国（1834-1843年）的

29％、澳大利亚（1861-1869年）的18％、德国（1850-1859年）的45％、加拿大

（1870-1874年）的27％[4]（p.11）。根据格雪克隆和加森克劳提出的"相对后进性"假
说，即在初期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用人均GNP来测定）越低，其后来的经济增长率
就越高，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意味着该国的技术水平比先进国家落后，因此从先进国

家引进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大。日本在进入工业化之前经济就存在着"相对后进

性"优势，从而使日本享有现代经济增长开始之前的长期发展趋势所带来的相对有利地位。

工业化前与工业化间经济的连续性以及"相对后进性"优势的存在，使得日本在进入经济近

代化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经济增长出现了显著的趋势加速（trend acceleration）的特征。
而这种加速趋势是以人口及劳动力增长率的上升和过剩劳动力的存在为基础所产生的资本
形成的加快，及其相关的技术进步的加速得以实现的。 

      二 

  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近代工矿交通事业的发展，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朝着有利于劳动
的方向转变，这一趋势也决定了日本近代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 

  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不仅受国民收入总量变动的影响，更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
制约。而国民收入向劳动者倾斜后，就会使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财产收入比
重下降。因此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朝着有利于劳动收入的方向变动，决定着消费需求上
升的速度和方向。 

  资料显示，近代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技术与设备的引进和改善，以及劳动生产
率的不断提高，劳动收入在数量上和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上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财产收
入虽然在数量上增加，但其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却波动较小，总体上呈现稳定状态。劳动

收入由1920年的3119百万日元，增加到1944年的21388百万日元，24年间增加了近6倍，

年平均增长率为8.4％。其所占国民收入比重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由1920年的27.8％上

升至1944年的51.4％，24年中上升了近24个百分点；而财产收入则由1920年的2264百万

日元增加到1944年的8346百万日元，其间仅增加了2.7倍，年均递增5.6％，大大低于劳动

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且其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体上为20％左右[5]。 

  在日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近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一方面
是资本主义部门或曰现代部门；另一方面是生存资料部门或曰传统部门。在其经济发展初
期，现代部门的比重较小，整个经济中的劳动力供给大部分被传统部门所吸纳，第一产业

就业人口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1885年达64.9％[6]，因此，日本传统部门存在着"剩余

劳动力"。刘易斯模型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有一个以剩余劳动力为特征的阶段，该阶
段的工资取决于生存水平。在由劳动力剩余转入劳动力不足的转折点实现之前，农业工资
仅能维持生活，不会有很大提高，但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实际证明，刘易斯二元结
构发展模型中所设想的，后发展国家由于存在着过剩的劳动力，因而在其开始近代化之
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近代部门可以用农业生存工资雇用其所需的劳动力，并长期保持
低工资率的设想是不符合实际的。伴随着一个国家近代经济的增长，城乡劳动者的工资都
有不同程度的上涨。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日本近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日本，非农业部
门的实际工资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为基础的，伴随着近代经济增长和成功地发
挥二元结构的优势，使日本城乡劳动者名义和实际工资不断上升，而且近代部门工人的工

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的差距大大低于中国。据日本学者研究表明，18世纪前期至

后期，农村及城市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呈上升趋势，18世纪末期趋于停滞。1820年开始，有

许多资料显示，实际工资处于低落倾向。进入明治时代以后，从1870年开始上涨，进入20
世纪以后继续保持上升势头[7]（P.430）。从20世纪10年代后期至20年代城乡劳动者实际

工资大幅度上升，尔后下降，1900-1938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4％[4]（p.211）。其中农业

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在近代初期比较稳定，1916-1920年间急剧上升，尔后因20年代的下降

而处于缓慢上升状态。战前的实际工资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增幅缓慢，1896-1938年的增

长率按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折算为0.2％[4]（p.207）。制造业的劳动者工资从1915年以后

数年间急剧上升，其后至战前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总体上，1880-1938年的半个多世纪

中，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大体上与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化相同，即"二战"前较为稳定

地上涨，30年代下降，战后一直上升[7]（p.430）。 



  由上可见，在日本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城乡劳动者实际工资收入的不断上涨，
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增加，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朝着有利于普通劳动者阶层的方向
转化，从而使整个社会消费需求不断上升。 

  西方国家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逐步下降趋势，19世纪中期为20％～40％，
在一个长时期内的稳定和轻度增长后，有些国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另一些国家从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下降，现在只占国民收入的20％或20％以下；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
中所占的比重则呈相反方向变动，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比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更快。 

      三 

  人口规模及其构成的变动也客观上决定了日本近代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 

  与中国传统社会人口规模加速增长的特征相比较，日本工业化之前的全国人口总量呈

现缓慢增长的态势。人口规模由1650年的1718万人增加至1872年的3311万人，200余年

间人口仅增加93％，年均递增0.3％，大大低于同期中国人口0.6％的增长速度，也低于同

期世界人口0.47％的增长幅度，使日本在进入近代化之前没有像中国那样对社会经济发展
形成一个很大的人口压力。 

  步入近代社会以后，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50余年间，日本的
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进而对近代日本消费需求上升产生了重要影响和

拉动作用。人口总量由1886年的3854.1万人增加到1944年的7443.3万人，增加了93％，

年平均增长率为1.14％，大大高于同期中国人口总量0.58％的增长速度。这期间日本的人

口规模变动还呈现出阶段性变动态势，19世纪的最后十余年人口增长开始起动，1887-
1897年间，人口年增长速度为0.96％。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人口增长幅度加快，

1897-1904年间，人口年增长率达1.16％。1904-1919年的15年中，人口总量继续攀升，

人口年增长率为1.19％。20世纪20年代为1887年以来各时期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时

期，其间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1.51％。进入30年代，人口规模仍不断上升，人口增长幅度

与20年代相比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年均增长率1.28％的高水平[8]（p.20）。纵观明治维

新以后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其总体特征是低水平增加，并以1920年作为一个重

要的分水岭。从明治至大正时代是日本近代化的初期阶段，人口增长总量由明治初的3500
万人增加到大正9年（1920年）的5550万人，约50年间增加60％，年均增长率0.92％。从

大正9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25年中，人口总量由5550万人增加至昭和20年（1945
年）的7200万人，增加了1650万人，这时期的年均增长率达1.08％。其中大正14年
（1925年）至昭和5年（1930年）的5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1.53％[9]（pp.3～4），
是日本人口史上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时期。 

  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并由此保证人均消费水平不低于前期，那么，随着人口
规模的不断增加，社会消费需求总量必然呈上升趋势。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近代中国经济

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也存在于近代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中。资料显示，1887-1938年的51
年间，近代日本GN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3.16％（5年移动平均值）[10]（p.16），而同期人

口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14％，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增长速度，这样就为消费需
求的上升提供了空间和物质基础。 

  同样人口结构变动对近代日本消费需求的上升变动也具有促进作用。从人口年龄结构

来看，近代日本经济增长开始初期，"从属人口指数"（注："从属人口"是指不参加生产劳

动的幼少年（0-14岁）和老年人（65岁以上，即使参加工作，人数也不多），而从属人口

对成年人口之比即为"从属人口指数"，它表示社会及家庭负担的大小。）比较低。1865年
只有57.8％，其后随着幼少年人口的相对增加而逐渐上升，但增长幅度极为有限，1880年
为60.7％，1900年为62％，1930年为70.5％，1940年为69％[4]（p.193）。从属人口总

量的上升主要是因出生率的上升所致，因此幼少年的年龄结构系数由1865年的31.3％上升

至1940年的36.1％[4]（p.193）。幼少年人口是纯消费者，老年人口是负的储蓄者（消耗
过去的储蓄，以用于消费），因此，这部分人口的比例低下，会减轻成年人口的生活压

力；同时生产人口的比例高，即使生产人口的人均GNP相同，总人口的人均GNP也会高，
这样会促进经济增长，最终牵动消费需求得以上升。实际上，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需求的
牵动作用是有限的，或是间接地发挥作用，而人口结构中的职业构成和城乡构成变动对消
费需求的上升具有显著作用。随着近代日本经济的不断增长，人口流动与劳动力转移较之



近代中国更加快速，城市化进程更加显著，城镇人口比重持续上升，三大产业的人口结构

分布也更加合理。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885-1940年的50余年中，日本城镇人口规模显著

扩大，1889年城市人口总量为514.9万人[11]，1893年以前，以5年率计算，城市人口增长

率大约不超过10％。这虽也超过了全国人口的增长率，但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东京、大阪、横滨、神户等大城市，其他的地方城市则或停滞无变化，或仅显示出若干的

人口回升。到1893年以后，全国大城市人口的增长率（5年率）已达到15％以上，其他地

方城市的人口数量也在显著增加，就是说，全国性的城市化已经开始。到1918年时，达到

了最高的增长率19.8％（5年率）。其间，尤其是在明治时代，港口城市的人口显著增加，
工业城市的人口也在逐渐加速增多，商业城市的人口增长率虽然较低，但确实在稳步上升

[12]。进入20世纪以后，城市人口加速增长，到1920年增加至1408.7万人，比1889年增

加1.7倍，年平均增长率3.3％，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由13.1％上升到212％[11]。大

正、昭和时代的城市人口变动呈现出更加强劲的势头，请看表1。 

  表1 大正、昭和时期日本城市人口的变动 

  附图  

  说明：京滨地区指东京府、神奈川县，京阪神地区指京都、大阪、兵库三府，四大工
业地带指京阪神地区加上爱知、福冈两县。资料来源：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编：《日本

经济史》第6卷《双重结构》（中译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4页。 

  20世纪20年代，"一战"期间迅速膨胀的城市构成了近代日本近代城市的雏形，这一点
颇具时代特征。城市人口在此期间呈强劲增长趋势，市区、近郊以及后来并入市区的地区

人口总和，按照日本政府1925年公布的市制城市规模标准，1920年已经达到总人口的三分

之一，此后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不断上升，至1940年时已达2924.8万人，其所占比例为

40.7％。其中，京（东京）滨（横滨）、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地区的城市人

口数量由1920年的858.4万人增加到1930年的1367.5万人，又增至1940年的1831.1万
人，如果加上爱知、福冈两县，则从1028.7万人增到1367.5万人和1831.1万人。其占总人

口的比例则由1920年的15.3％上升到1930年的17.5％，又增至1940年的20.9％。若再加

上爱知、福冈两县，其比例则由18.5％升至21.2％和21.5％。正是在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

期，日本形成了象征近代工业发展的四大王业地带。自"一战"开始，这四大工业地带的工

业无论是工厂数或者是员工数均占全国的半数以上，1914年时工厂数占全国总厂数的比例

达51.3％。员工人数占49.1％，生产额达到全国的60％。除在关东大地震后短时期内出现

下降倾向外，到30年代中期为止，这一比重一直持续稳步上升，1936年以上三项指标分别

为54.1％、54％和65.3％。尤其是重化工业（指化学、窑业、金属、机械仪表工业的合

计）的比重占到从业人员70％左右，占生产额的7成以上[12]。1920年东京市区的人口为

217万人，达到最高水平，以后再没有突破。大量的劳动力转移和流动人口加剧，使东京

的"郊外化"市政规模不断扩大。1920年东京117万人的郊区人口，到1925年就增加到210
万人，到1930年更高达289万人。大阪市的人口由1913年的99万人，增加到1920年的125
万人，进一步增加到1925年的211万人，增长迅速。京都市的人口，1913年为50万人，以

后在20年时间里增长到61万人，1925年为67万人，1930年增至76万人。神户市人口在

1913年时为39万人，受"一战"时期反常的出口高潮的影响，1920年猛增到60万人，在六

大城市中发展最快[13]（pp.328～333）。 

  从三大产业的人口分布来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由1887年的78％，

降至1920年的55％，到1936年又降至45％。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则

分别由1887年的9％和13％上升到1920年的22％和23％，又升到1936年的24％和31％
[14]（p.25）。就三大产业人数的增长率而言，1910-1938年间，第一产业的就业增长率

几乎为零，而非第一产业增长2％左右，其中第二产业年增长2.4％，第三产业年增长1.3％
[4]（P.224）。日本学者中村隆英利用1920年进行的《国势调查》中职业小分类别资料，
将第一产业以外的就业人口分为近代产业、旧有产业和新兴的旧有产业三种类型进行统

计，其中近代产业工人数由1881/1985年的40.6万人增加到1911/1915年的196.5万人，又

增加到1931/1935年的369.6万人，其所占总就业人口比例则由1.8％上升到7.6％，又升至

12.1％[15]（p.188）。由此可见，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入城市以及城市化水平的不
断提高，人口的城乡结构和职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与职业工资水平差异所导致
的收入水平的扩大，必然对近代日本国民消费需求的上升起着十分显著的拉动作用。 



      四 

  消费的示范效应、攀比行为和不可逆行为也对消费需求不断上升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周围其他人

消费行为及其收入和消费相互关系的影响，这就是消费的示范效应[16]（p.67）。一般来
说，消费示范效应首先影响的是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低收入者总是极力模仿、攀比高

收入者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并努力将自己纳入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者的"关系集团"中，

因此，高收入者的消费模式就成为低收入者消费行为的引导器，努力进行"模仿"并力图尽

快"赶上"的倾向则是消费"示范效应"的典型反映。日本的绅士阶层作为高收入者有他们传
统的生活标准和消费模式，如住宅、饮食、娱乐等等，这些标准和模式是维持其名誉与声

望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他们权力和富贵地位的象征。到了19世纪后半期，随着外国资本
主义的入侵，日本的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更加刺激了富有阶层的消费欲望
和消费行为。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发展，追求西方舶来消费品又成为他们的一种时尚，成为
他们权力和地位新的象征。他们挥金如土、奢侈糜费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对社会上其他
富有阶层乃至贫穷者都产生了强烈的示范作用。努力逆行效仿，并力图尽快赶上，不考虑
预算约束的限制，一味地极力攀比，成为许多人追求的生活目标和行为准则。另外，消费

者行为中所具有的消费"不可逆性"特征，在近代日本社会生活中也不乏其例。所谓消费不
可逆性是指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依赖于其现期收入水平，而且依赖于其过去收入即相对

收入和消费水平，特别是受过去"高峰"时期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和牵动[16]（p.67）。
也就是说，消费支出在收入下降时不是减少，而是还维持其原有的消费水准。根据这种假
定，消费就成为现期收入和以前达到最高收入之间比率的函数。在近代日本，我们看到一

些破落的官宦富绅或书香门第的后代虽已十分窘困，但外表还极力维持"大架子"，不愿意
降低其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事例是不胜枚举的。这种极力维持其原来的消费水平的
行为，是消费不可逆性特征的真实写照。 

  通过上述对长期内影响近代日本消费需求变动因素的分析，可以辨析日本经济发展的
历史经验，并对中国的发展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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