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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2000年6月，日本经济企画厅公布日本经济1999年度GDP增0.5％，为3年来首次正增长。此次景气回升是
在内外需共同推动下实现的。其中，IT产业的推动、亚洲经济的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中也有一些
不确定因素，且IT产业牵引力也较为有限，亚洲复苏与日本经济的低迷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关系，
加之日本产业革命尚未从根本上展开等条件的制约，我们认为日本经济的此次回升固然为其转入复苏、
增长提供了一次良机，但真正的繁荣尚有待于其产业革命来实现。  

[成果全文]
 

自9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长期的慢性萧条之中尽管1996年一度出现了走向复苏的迹象但由于
政府提高消费税这一错误的财政政策而再度落入低谷2000年6月9日日本经济企画厅发表2000年1-3月<<
国民收入统计速报>>宣布1999年度日本GDP比上一年度增长了0.5%为3年来首次正增长此次增长原因何在
是否意味着日本经济开始走向复苏乃至新的繁荣本文拟对此加以分析。 

一、 日本经济景气回升的特征 

1990年以来日本经济已出现过两次复苏迹象第一次是1994年至1996年间的缓慢上升但由于当时的桥本政
府不合时宜地推出提高消费税至5%的财政政策很快使复苏回落此次复苏与上一次复苏相比则具有以下一
些特点： 

1增长率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 

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的年增长率迅速下降1992年降至0.2%左右后转入缓慢回升1995-1996
年上升较快而后在1997年转入负增长1998年为最低点2.0%左右1999年增长率迅速提升为正增长的0.5%参
见图l 

应该说1997年之前的经济慢性萧条实质上是一种缓慢增长因为其经济增长率都是呈正比只不过不及从前
速度高而已19971998年的负增长不仅反映了日本经济慢性萧条的长期性更通过经济总量的绝对缩小反映
了这种慢性萧条的严重性。 

正因如此1999年度0.5%的正增长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扭转了经济发展的低落局面而且表示着日
本经济回到了增长的轨道上来这给日本政府和国民带来新的希望和信心。 

2内需外需共同拉动且以内需为主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由于日本经济处于一种企业和个人资产严重过剩的状态使得市场需求和设备投资的扩
大受到严重的阻碍1996年日本政府宣布将在1997年4月1日开始把国民消费税从3%提高至5%之后国民为逃
避消费税的过多负担纷纷提前购买耐用消费品这种提前消费只是带来了新一轮资产积累在泡沫经济过剩
资产尚未调整完毕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了资产过剩的质和量因此日本国内的民间需求一直处于较为低迷



的状态与此相反在日元贬值的刺激下1997年日本的出口增长较快到1997年10月贸易正常收支盈余已达
11074亿日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139.7%但尽管如此仍未能挽救日本经济1997年落入负增长的境地。 

但此次增长率的回升有所不同在内需方面企业生产活动活跃工矿业生产指数自1999年第三季度以来连续
3个季度保持上升势头由此带动设备投资连续2个季度的正增长综合民间最终消费民间住宅企业设备投资
资产存量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公共投资等因素来看内需对经济的贡献度为1.5%与此同时在外需方面净出口
在1999年第四季度出现19.7%的负增长之后在2000年第一季度实现了41.7%的高增长率最终使出口对经济
的贡献率也达到0.9%因此可以说内外需共同拉动增长而且以内需为主也是此次回升的一个特征。 

3民间需求动力大于公共事业 

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曾多次推出大规模的公共事业方案希望能由此带动经济的复苏但事与愿违GNP
统计结果表明政府支出的金额往往与其所带动的民间消费相差无几就是说政府投资财政支出的扩大给
GNP的影响并不是如西方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所推算的那样能带来成倍或数倍的增长相反只反映了其本
身的扩大财政支出政府公共事业投资带来的GNP增长幅度与其自身的规模相差无几在此日本民间企业资
产严重过剩是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由于这种资产存量的严重过剩使得公共事业投资仅能消耗现有的
存量而不能引起新的投资和消费。 

但此次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则不同其基本动力源于民间需求从2000年第一季度对上一季度比率来看民间最
终消费支出增长了1.8%民间住宅增长了6.6%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增长了4.2%相比之下政府公共事业需求在
总体上增长率为2.3%其中政府最终消费支出仅增0.1%政府公共事业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为7.5%可见此次
经济增长率的回升主要不是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而是日本民间企业设备投资民间住宅等方面拉动的参见
表l。 

二日本经济回升的原因分析 

就促成此次日本经济增长率回升的原因来看是错综复杂的而且其中的机制尚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和季节
性其各种因素的推进作用也是较为有限的。 

1．IT产业成为推动设备投资的主力 

随着信息时代一步步地走入经济社会日本企业界也认识到了网络经济的重要意义都为尽早摆脱困境赶上
时代潮流而加紧投入有关设备投资如电子商务网络等方面的系统硬件投资电力部门光缆的增设等等特别
是金融业的IT方面投资更为积极1999年8月第一劝业富士日本兴业的水穗财务集团就曾宣布将于年内投
资1500亿日元于IT方面东京三菱三菱信托三菱东京财务集团也提出在今后3年内投资5000亿日元左右于
IT方面。 

受此影响通讯电器厂商的IT投资也相当积极东芝在2000年3月宣布将投资于信息网络建设其中仅公司内
的IT化就将在3年内达到1500亿日元其它厂商如日立NEC富士通等也都在推进其半导体工场扩建等相关计
划生产手机的大厂家NTTDOCOMO在2000年计划的设备投资为9430亿日元比去年多8%。 

IT投资的迅速扩大一方面有世界经济发展必然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经济的此次设备投资的
扩大并未摆脱资产存量严重过剩的束缚正因为90年代之前资产存量中与IT产业相关的较少才会出现IT产
业在90年代兴盛起来之后企业界不得不追加有关投资的现象。 

2亚洲经济复苏与外部环境的改善 

90年代以来日本对外出口增长一直较快但以汽车计算机半导体等为主出口地区也以美欧为主因此出口带
动的业种比较少对经济牵引的力量也受到限制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受其影响日本对亚洲出口大
幅减少萧条进一步深化。 

1998年末1999年初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韩国新加坡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均呈现出增长势
头1999年一二季度韩国经济增长率为4.6%-9.8%马来西亚为1.3%-4.1%印尼为1.34%-0.47%泰国第二季度
也达3.5%。 

而随着亚洲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日本经济的国际环境也大大改善出口的活跃带动了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
的上升1999年第三季度以来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已连续3年保持了上升势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投资
的扩大推动了GDP的增加。 

3一些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 

第一2000年第一季度净出口41.7%的高增长率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为了应付计算机的2000年问题日本产业
界在1999年下半年就提前进口了大量的有关原材料配件等使得1999年第四季度的出口增长较少而进口增
幅较大净出口额因此而有19.1%的大幅减少而在2000年第一季度进口突然收缩至有0.6%的绝对减少而出
口大增5.4%造成了总体上的净出口增长率大幅度反弹的局面。 

第二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虽然贡献率达1.0%但客观上给人们的实际感受仍未有改观根据经济企画厅的估
算闰年带来的消费扩大效果为0.8%左右再加上上一季度下落部份的反弹成分民间最终消费支出实质上只
不过是持平或微增。 

第三 在设备投资方面其先行指标民间设备订货除电力船舶外依然保持低迷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
日本经济当前资产存量严重过剩的状况在大多数业种中并未改变加之政府公布此次季度统计恰在大选之



前特别是经企厅在公布数字的当天对1999年三季度增长率做了第三次修订将2000年5月公布的1.4%再削
减到1.6%因此公众的不信任感较为强烈。 

三日本经济景气前景分析 

尽管日本经济出现了近2年来首次正增长但也很难断定日本经济会在今后顺利地转向增长因为此次增长
率回升的推进因素并不充分而且即使这些因素在今后仍发挥作用也未必能支撑日本经济长期繁荣。 

（一） IT产业的牵引作用与美国有较大差别 

在美国经济中信息产业发挥着支配作用第一信息产业指计算机电讯设备半导体科学仪器等信息机械制造
业增长速度快成为拉动其它相关产业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这些产业技术日新月异使得美国实质上已进入
了一个产业革命的起步阶段或者说是初期阶段也正是由于这些产业领域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使得美国出
现了上述产业的风险产业不断倒闭但更多的风险产业以快于倒闭的速度诞生成长的局面勿庸置疑如此大
规模的投资浪潮是推动上述产业部门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其他产业部门随之进行技术变革的牵引力量第
二在美国的汽车钢铁等传统产业部门的技术变革过程中往往要借助于IT产业技术来完成在此也体现出信
息产业对美国整个经济领域的牵引作用。 

相比之下日本的IT产业作用尚不可同日而语日本IT产业所带动的投资是有限的且除IT产业自身的设备投
资外其余不过为其他产业部门企业管理的网络化过程中的有关投资其数额远不及整个技术体系借助IT技
术而进行变革的投资因此从表1可以看到1999年度民间设备投资增长率为2.5%由此即可证明IT产业在日
本并未能推动科技革命的满园春色只不过是其自身一枝独秀香染数家而已。 

（二） 日本的外部环境存在不稳定因素 

第一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恢复与日本经济一样缺乏有力的支撑长期以来东南亚各国依靠从日本转移产业技
术来发展自身的加工制造业实现其“东亚奇迹”而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看似金融体系问题而
实质上则是东南亚各国在日本产业技术发展停滞后再无法从根本上改进其产业技术而使整个经济走向
“泡沫化”所致。 

正因如此东南亚经济的反弹虽然目前为日本的出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机
制不同于重化工业时代已向知识化信息化发展东南亚各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必将依靠日本的技术转移产业
转移或依靠其自身的技术变革来支撑但日本经济长期萧条自身产业革命尚无力展开何来余力转移其新技
术既然资本主义大国日本尚无法跟上美国的技术革新步伐那么技术开发能力远逊于日本的东南亚就更不
能在技术变革上走在日本前面了。 

因此这里表现为这样一种矛盾一直向东南亚提供产业技术的日本无力以此推动东南亚各国的发展却期待
东南亚经济有良好的发展以为其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二美国经济增长政策的变化日益成为日本朝野忧虑的一个因素美国经济已持续增长9个年头失业率在
1999年10月份已降至4.1%为29年来的最低点而与此同时经济泡沫化的倾向也有发展股票房地产价格不断
攀升为此美国采取了两个方面对策其一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前已达6.5%提高利率政策具有紧缩作用尽管
目前美国经济仍然增势强劲但突发性的股市暴落情况仍有可能发生其二美国为减轻通货膨胀压力逐步推
高日元比价1999年8月日元对美元比价一度降至147日元对1美元几次起伏后2000年6月仍在106日元兑1美
元左右日元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日本企业出口的利润并带来进口的增加。 

（三） 日本自身的不稳定因素也较多 

就日本经济的内部环境来看其在政治经济方面都存在着不利的因素 

首先日本经济增长率的此次反弹有许多因素并未发挥积极作用尽管IT产业相关投资增加但设备投资总体
上增长乏力从民间设备机械订货来看原材料行业基本处于低迷状态毫无恢复迹象IT相关领域之外也无较
大增长再从个人消费来看1999年度个人消费仅增1.2%而且由于民间企业工资增长缓慢政府公务员工资更
有实际减少的可能使得个人消费前景不尽乐观而个人消费占日本GDP的60%左右它的停滞也必然影响其经
济恢复的步伐。 

其次日本经济之所以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低迷根本原因在于其生产体系老化亟待产业革命加以彻底变
革然而从日本经济当前情况看企业个人的资产过剩尚未调整完毕设备投资处于零打碎敲状态IT产业也未
发挥产业革命引擎的作用因此日本经济今后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在酝酿产业革命的痛苦中
起伏只要产业革命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展开就很难期待日本经济有强劲的真正的增长。 

最后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走向也值得关注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政局动荡不安多党联合执政体制频生
变故政治体制的脆弱加强了日本国民对经济恢复的不信任感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也败笔不断
桥本政府提高消费税的做法打断了1996年的增长势头一度大力提倡的六大体制改革进展缓慢而收效甚微
终至渐渐消无声息历届政府推出的多次大型财政预算公共事业的大规模投入也并未实现“乘数原理”的
目标政府的失策无策使得日本经济恢复道路更加坎坷了。 

总之日本经济尽管初现恢复势头但能否真正走向复苏增长尚须拭目以待但可以断定日本经济只有在技术
革命推动下才会实现真正走出低谷的增长否则只能是在低谷中起伏升降而终无缘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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