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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自由主义急先锋的忏悔录

作者：  

2010-6-12 16:56:00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1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郑 萍博士 

   

  编者按〓 日本经济界知名人士中谷岩的新著《资本主义为什么自我毁灭了？》（日本：集英社）自2008年12月问世到2009年3月，销售量突

破13万册，引来社会各界褒贬不一的激烈反响。本文对中谷岩的思想脉络做了梳理和介绍，指出他对曾经奉为至理的新自由主义既有亲身经历又

进行了实证性解构，对我们颇具启示作用。现刊登如下。  

   

   

  《资本主义为什么自我毁灭了？》之所以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一是因为作者中谷岩的特殊背景，二是因为人们开始思考近年日本经济

改革带给社会的变化，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众关注日本的应对措施可能带给自身的影响乃至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关注的结果。中谷岩是

日本经济界的知名人物，他的影响范围从学界到政界、从公司的工薪阶层到企业的经营者。 他曾是细川护熙内阁和小渊惠三内阁的首相智囊团成

员。2009年3月中旬由麻生太郎首相召集的各界名流智囊会议中也有他出席。中谷岩现为大型智囊机构三菱UFJ研究咨询株式会社理事长、多摩大

学教授。他早年曾赴美留学，1973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次年回国，曾任一桥大学教授、多摩大学校长等；1999年至2005年，担任索尼株

式会社董事、董事会议长。他的著作《宏观经济学入门》被日本很多大学当作经济学教材。 

  中谷岩曾经是“美国式市场万能论”、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20世纪90年代，他在担任细川内阁和小渊内阁的首相咨询机构成员时，曾热心

地挥舞“缓和规制”、“开放市场”大旗，积极推进“日本的美国化”；在任小渊内阁“经济战略会议”代理议长时提出的建议，后来通过同为

该会议委员、后就任小泉纯一郎内阁经济财政大臣的竹中平蔵得以在小泉的结构改革中实现。因此，正如中谷岩自己评价的那样，他“间接地参

与了改革，是将结构改革（新自由主义）引进日本社会的首要人物”。 

  中谷岩主张的美国式资本主义经过小泉首相的结构改革终于在日本得以实现，他本应感到满足，但却转而著书宣告“转向”、“忏悔”。他

在媒体上公开宣布“我坦率地反省，自己迄今的主张是错误的”，“对自己主张的错误而抱悔恨之念”。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急先锋、旗手，中谷

岩痛心疾首的忏悔对日本经济界乃至整个日本社会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事件”。 那么，曾经的新自由主义旗手忏悔了些什么？他对未来的展望

又如何呢？ 

   

  一、从新自由主义的旗手走向批判者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谷岩赴哈佛大学留学。当时的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成长初期，而美国已经是一个成熟富裕的经济大国。放眼

可见的社会物质的富足、人们在精神上表现出的富裕，对留学生的优待政策，使得年轻的中谷岩对美国产生了美好的憧憬和由衷的崇拜。 

  中谷岩在哈佛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教授。他在课堂上学到的经济学理论，主张的是“支持经济活动的自由和资本的

移动。规制不过是对既得权益的维护，被作为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枷锁而被否定”。而回望日本，中谷岩看到的则是“一个被以系列、终身雇

用制为首，政、官、业的铁三角等既得权益五花大绑的封闭的社会，是一个美国经济学最重视的市场原理完全没有发挥机能的‘前近代社

会’”。结合美国当时的情况，中谷岩以为，“如果日本也能像美国那样进行自由经济活动，转变成市场机制发挥机能的社会，就能变得像美国

人那样富裕、幸福”。他开始认为，“还是在哈佛学的美国式经济学才是正确的”。于是，“一个醉心于市场主义经济学的激进的‘改革派’被

制造出来了”。 

  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曾经使中谷岩心醉的中产阶层支撑的美国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里根强调“小政府”，“对高收入者减税”、

“个人责任”，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搞活了停滞的美国经济。但是， 在其后不足30年的时间内，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中产阶级随之

消失，医疗和福祉出现后退。占总人口0.1%的超富阶层的收入所占比例达到美国整体收入分配的7%。美国102家代表性大企业的高管年薪与普通

员工的平均收入比，从20世纪70年代的40倍增加到2000年的367倍。 2007年，美国4700万人没有健康保险。从享受医疗和教育的水平来看，美

国还不及古巴。1999年，中谷岩担任索尼株式会社董事，开始深入接触美国的政经界人物，真正认清了美国阶级社会的本质，引发中谷岩对他从

美国书本上学到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行重新思考。 



 

  小泉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小泉的“结构改革”结果被中谷岩称作“美国现象的缩小版”。 近20年中，日本的贫富差距扩大，出现了

“胜组”和“负组”的两极分化。 为了在全球化竞争中取胜而进行的日本企业的“雇用改革”，使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和论资排辈体制形同虚设，

不平等意识蔓延，开始给日本社会和日本的企业文化造成恶劣影响。 仅仅10年不到，年收入不足200万日元的贫困层就增加了200万人，达到

1000万人。曾经被叫做日本特色的“一亿人口总中产社会”已经无影无踪。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出现问题，犯罪增加。原本以凝聚力而自豪的日本

社会急剧分化，“人情”和“温暖”消失，日本社会安心、安全的神话被新自由主义完全摧毁。 

   

  这些严峻的现象让中谷岩开始“意识到‘这样不行！’”。终于，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美国金融风暴顷刻间引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综合

几年的反思，中谷岩总结到： 这次的金融危机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律性调整的过程”，而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本质性缺陷和问

题的暴露。“如果说得更严厉些，‘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自灭’”。“迫于世界情势的紧迫，我不能再沉默”。“资本主义全球

化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没有明确的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将来必定还会多少次地犯同样的错误”。 

   

  二、资本主义全球化理论不过是对部分国际资本家有利的理论 

   

  新自由主义主张一切遵从市场原理，认为由人们的自由意志进行买卖的“市场”决定资源分配，由个人竞争决定的社会定位，是“民主

的”、最恰当的。他们极力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主张自由经营，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贸易，鼓吹经济全球化。 

  而中谷岩反省的就是自己曾经“过于天真地相信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市场至上主义的价值”。他承认为了最大限度尊重个人自由，“国家”应

该尽可能回避介入“市场”的想法太“天真”。仅仅依靠美国经济学的合理逻辑来决定日本的国策，是错误的态度。他进而指出， 资本主义全球

化能够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同时也存在“本质性缺陷”，其表现为：一是造成世界经济的巨大不稳定；二是因生产和消费的断裂而造成贫富差

距扩大；三是因以追求利润为第一命题而破坏环境。 

  中谷岩尖锐地指出， 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贪婪的利益追求者的意识形态。而美国社会的特质就是“贪得无厌的扩张和个人主义的

绝对容忍。 从历史上看，这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自由贸易之所以得到支持，是因为这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扩大统治阶层的利益”。 中

谷岩认为， 美国式近代经济学具有一流的理论体系，作为学问的完成度或许很高。 但它被捧为人类的普遍真理，绝不只是由于它单纯地作为学

术或理论的“正确”，首先是因为它对美国和欧洲的精英们而言是将扩大贫富差距正当化的绝好“工具”。 资本主义全球化就是美国的精英们用

以掩饰他们贪婪欲望的堂而皇之的借口和工具。在当今多元化、全球化的市场中，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制度是一件极其民主的外衣。但是，由于

信息存在不对称性，由于对信息的操纵，因此，必定会产生胜者和败者。将胜败归结为个人责任，这样的民主主义只不过是欧美精英们利用的

“工具”。他严厉地指出， 贪婪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使人们不幸，这种理论只对一部分国际资本家有利。 

   

  三、根据各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构建理想社会 

   

  中谷岩总结到，归根结底，所谓市场机制、自由竞争，或者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机制，都是精英们作为榨取大众而利用的“工具”或者“隐身

服”而已，因此， 无论多么积极地推进自由竞争、扩大全球化，也不能保证因此就能使美国人或日本人中的一般百姓获得幸福；只不过是让世界

上能自由操纵资本的人们更加富裕罢了。 那么，应该怎样驾驭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个“怪兽”？如何才能使广大的民众幸福呢？ 

  中谷岩分析到，资本主义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发展的最大的营养源。因此，新自由主义势力会要求更大的“自由”，但是， 不受限制的“自

由”的扩大，最终会造成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因此，一个有强制力的国家或“世界中央政府”对一国或全球的货币、分配、环境等进行有节制

的管理是必须的。 同时，还需要人类接受教训，进行精神革命和价值观的转变，学会对膨胀的欲望进行节制。 

  中谷岩强调， 经济学也必须学会讨论“社会”问题。他说：“人与人相互接触，相互信赖，喜怒哀乐共享，这才是社会。”人们应该认识到

“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不应该把社会的去向委托给“市场”。他提出，人们首先要清楚自己理想的社会是什么，然后讨论如何改革，为此如何

利用市场，再实施必要的改革。他认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应该“相互承认”，“没有必要将全球化标准作为唯一的标准让各

国普遍接受”。 

   

  在解读中谷岩的思想时应该注意，中谷岩虽然指出“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自灭”，“如果存在适当的统制，资本主义尚可踉跄着存续下

去，但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主张的那样，建造出完全没有摩擦的全球化自由贸易市场，将必定会加快人类的灭亡”，但他的目的还是在于“防止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自灭”。虽然他宣称“忏悔”和“转向”，但他对自己过去历史的忏悔，在于忏悔自己过于相信市场机能、竞争原理；他的转

向，还限于“不能再助长差距扩大、不再支持破坏日本社会价值的改革；他开始认为，有必要大声反对追随美国那种抛弃弱者型的结构改革”。



  作为日本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经济学家，一个曾经的新自由主义的旗手，一个与日本经济政策和实业界有过且仍保持着深层接触、谙熟日本和

美国政经界实际情况的日本学者， 中谷岩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问题，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主

义的本质的深刻剖析，是从完善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的角度出发，但他对曾经奉为至理的新自由主义，既有亲身经历，又进行了实证性

 



的解构，对我们仍有颇多的启示作用。 

   

   

   

  

 
京ICP证     号    服务电话： 010- 85196461 ；010-85196462   Email:gjbjb@cass.org.cn  

合作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网所载文章、数据仅供参考，使用前务必核实，风险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