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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解日本经济变化之谜 

张舒英 

 

世界经济正处在深秋的寒风之中。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显得最弱不禁风的是日本经济。2001
年，日本经济将再度跌入负增长。 

一、谜一样变化的日本经济 

回想1973年，世界经济也曾因石油危机而陷入严重萧条。然而，近乎100%依赖进口石油的日
本却逆势而上，日本生产的节能型家电等产品风靡世界市场。正是从那时起，日本生产的轿车打
入了作为汽车王国的美国市场。日本把一场石油危机变成了提升产业结构、拓展世界市场的契
机。它不仅被公认为经济增长优等生，而且被视为适应能力最强的国家。曾几何时，日本经济从
优等生的位子上滑落下来。 

从泡沫经济崩溃的1991年算起，日本经济已在低迷中走过了整整10年。在这10年中，日本一
直在努力恢复经济增长。中央银行的再贴现率降了又降，已经降至0.1%，到了无法再降的地步。
10多次实施财政刺激政策，却只见国债包袱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就是不见经济有多大起色。如
今的日本经济同以往的出色表现相比，简直像谜一样令人难以捉摸。 

二、问题缠身的日本经济  

目前，日本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需求不足。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出口难以增长。内需方面，尽管日本政府多方采
取刺激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需求不足导致了如下的恶性循环：消费低迷→ 生产不振 → 企
业倒闭增多 → 失业率上升 → 收入减少 → 消费更加低迷。  

二是产业结构问题。从国际分工角度看，日本的产业结构如同处在“夹缝”之中，即：在高
技术领域和技术集约型产品方面竞争不过美国；在传统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竞争不过新兴
工业国家和地区，甚至竞争不过某些发展中国家。尽管日本已认识到需要进行结构性的大改革，
但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旧的主导产业在走下坡路，新的主导产业尚不明朗，产业结构
的调整也因此失去了方向感。 

三是金融问题。旧的不良债权尚未彻底解决，新的不良债权还在增加。投资信心不足，加之
“9.11事件”的影响，股市大跌，致使银行资产大幅度缩水。从最近发表的中期结算报告来看，
日本主要的大银行集团纷纷出现亏损。银行经营自身难保，已失去支持企业发展的余力。近年
来，人寿保险公司也加入倒闭行列。人们加入保险本来是为了多一份安全，如今连保险公司也接
连倒闭，对社会和人们的信心是个巨大的打击。 

    四是财政问题。近年来，日本中央财政基础收支每年有大约30万亿日元的缺口。1992~2001
年，日本政府发行的普通国债将近205万亿日元，10年间的国债发行量相当于过去27年发行总额
（184.2万亿日元）的1.1倍多。目前，包括地方财政在内的政府债务余额约相当于2000年GDP的



1.3倍。庞大的政府债务给国民消费心理投下了阴影。因为日本国民知道，政府本身并不创造价
值和财富，政府的钱来自国民交纳的税款,政府的债务早晚还是落在国民头上。这使日本国民普
遍对未来的生活感到不安，不管政府采取什么刺激措施，消费需求依然萎靡不振。如今，日本财
政陷入两难境地。若继续实行刺激经济政策，财政不堪重负，但若停止刺激政策，经济可能因失
去支撑而大幅度滑坡。 

    五是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日本在快速走向老龄化社会，2001年，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
的比重接近18%。人口老龄化从两方面加重了社会负担，一方面是劳动力人口比重下降，使可征
收的税源减少，另一方面是社会用于老年人的生活保障费、医疗费、护理费等在迅速增加。2001
年度，社会保障费预算为175552亿日元，比10年前的1991年度增长近30%，占中央经常性预算支
出的21.2%。如果经济持续低迷下去，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能否继续维持也将成为问题。 

六是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难题。在迄今日本经济的发展中，财政和金融政策是日本政府发挥
主导作用的两只手。如今，中央银行再贴现率已降至0.1%；隔夜拆借利率事实上已降为0；扩张
性的金融政策几乎用到了家。庞大的政府债务负担，不见效果的刺激景气政策，表明日本财政这
只手近乎残废，积极财政政策难以延续下去。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是，今后靠什么
实施宏观经济调节政策。 

三、日本经济的症结所在 

除人口老龄化之外，上述问题的暴露几乎都是从泡沫经济崩溃开始的。日本长达10的经济低
迷，也是以泡沫经济崩溃为起点的。泡沫经济几乎成了万恶之源。然而实际上，泡沫膨胀本身恰
恰是经济存在问题的表现，而不是根源。真正的根源在于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一）日本没有搞好两个发展阶段的衔接 

这里所说的两个发展阶段，一个是追赶型的经济发展阶段，另一个是自主开拓型经济发展阶
段。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起，日本的经济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以发达国家为目标的追赶史。
1968年，日本的GNP跃居主要发达国家的第二位。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日本不仅在经济规模上
仅次于作为第一经济大国的美国，而且在工业技术装备水平、高精尖加工能力、产业结构等方
面，均已居世界前列。这些表明，作为一个历发展阶段的追赶时代在日本已经结束。以追赶为目
标建立的经济体制、生产关系以及经营思想等，不可能继续适应新的发展阶段的需要。但是，日
本似乎没有意识到大转折时期的到来，仍然延续过去的政策思想和发展模式，没有注意培育自主
开拓发展的能力与机制。大量的过剩资本没有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相结合，而是流向房地产和
股市，制造了一场泡沫经济。由此带来了难以消除的后遗症，如大量的银行不良债权，股市疲
软，投资信心不足，消费低迷，巨额财政赤字等等，至今困扰着日本经济。  

    （二）后发展效应消失，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如同物理现象那样，落差越大、能量也越大，差距本身可以转变为量能。由于后进国家与发
达国家之间在经济技术上有差距，后发展的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往往表现出很高的增长速度。
这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成熟的技术可以模仿和引进，而不必自己从头摸索。伴随技术引进，过
去国内没有的新兴产业部门相继建立起来，产业结构同时向广度和高度扩展，经济规模迅速扩
大，大量劳动力由农业、传统工业等低附加价值部门转向高附加价值部门。新产业的建立和发展
同时也创造了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反过来又推动投资的扩大，从而形成经济整体的迅速发展。这
就是所谓的后发展效应。50~60年代日本经济的腾飞，60~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增长，我国目
前的快速发展，都是后发展效凸显的阶段。 

    但是，后发展效应不可能永远存在，它或早或晚总会消失。除非在后发展效应尚未消失前具
备了自主开拓发展的能力与机制，否则，随着后发展效应的减弱或消失，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下
降。这是因为，随着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逐步缩小，可供模仿的成熟技术
减少，新的产业部门难以像以前那样迅速出现和建立起来，需求方面的新陈代谢也不再像过去那
样快，于是，经济中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变少，甚至出现需求不足、设备过剩、资金过剩等现
象。日本80年代后期经济泡沫的膨胀以及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都与后发展效应消失有关。 

日本提供给我们的一条宝贵教训是，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要保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地增
长，需要在后发展效应尚未完全消失前，培育起自主开拓创新的能力与相应的机制。这种机制的



形成需要对原有经济体制与制度进行调整；需要健全和完善风险投资、风险鉴别、风险控制的金
融体制；需要对教育制度进行相应改革，以便培养出更多的适应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需要的人
才。这些是日本今天正在做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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