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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日本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陈虹 

 

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2004 年度日本经济白皮书》，该年度日本经济的主要表现可概

括为：初步实现了以民间消费与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结构改革初见成效，企业部门收益增

加；13 年以来首次出现了失业率下降，家庭部门状况有所改善；通货紧缩得到遏制，但仍

需政策支持；财政与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日本经济正以新姿态迎接经济全球

化的挑战。 

未来日本景气能否持续上升，将依赖原油价格走势以及世界经济动向对日本经济的影

响。 

 

一  2004 年度日本景气回升的特点 

 

自 2002 年以来，日本经济持续回升，特别是 2003 年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回暖的趋势更

加明显。这次景气回升最大的特点就是初步实现了以民间需求为主导的经济复苏。为消减财

政赤字，日本政府控制了公共事业等政府部门支出，因此 2004 年度景气回升主要依靠的是

设备投资等民间需求。2003 年度，日本实际 GDP 增长 3.2%，其中国内民间需求的贡献度

最高，为 2.9%，外需贡献度为 0.8%，而政府支出的贡献度为-0.6%。民间需求成为带动经

济增长的牵引力。 

日本经济回升的特点之二是过去几年来经济调整初显成效，企业盈利能力得到增强。企

业部门过剩的债务、雇佣与设备投资进一步被削减，企业收益得到改善，不仅营业额上升，

而且利润增加。随着对不良债权处理的深入进展，不仅制造业而且原来处理不良债权负担较

重的不动产业、批发业和建筑业的收益率也在上升。日本企业的新增设备投资没有对合理的

资本存量水平造成影响，相关企业积极处置老化设备，使资本存量水平保持稳定。就企业的

总资本利润率（ROA）情况看，20 世纪整个 90 年代持续下降，1998 年降到 3%的最低水平，

但从 2002 年开始上升，2003 年升至 3.2%。特别是通过企业重组和并购，促进企业总资本

收益率上升的效果非常明显①。 

日本经济回升的特点之三是日本企业在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领域发挥出创造力，具体表

现为:日本企业在数码家电、信息化生产资料以及汽车新技术领域不断加强技术开发，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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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动新技术的商品化，使这些领域的竞争力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同时也带动了日本国内

高技术生产基地的建立。 

总之，日本企业部门收益能力的恢复，不是依赖政府而是通过自助努力消减过剩的债务

与雇佣实现的，企业充分发挥新技术的竞争力，巩固了其比较优势的地位。2004 年度日本

经济除景气回升显示出以上特点外，在增加就业与财政改革方面也取得了新进展。 

1. 13 年以来，日本失业率首次出现了下降趋势。尽管日本就业增长速度仍非常缓慢，

但企业重组已告一段落， 日本失业率 13 年以来首次出现了下降趋势。然而，也应该注意到，

目前只有经营状况较好的行业，其工资水平出现上升，但由于其他行业钟点工比率的增加，

使工资整体水平仍处于徘徊阶段。 

2004 年 5 月，日本失业率从最高水平的 5.5%降低到 4.6%。失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1）

日本企业已经历了因重组而大幅裁员的高峰时期，就业者从就业状态重新转入失业状态的概

率降低；（2）大量以前不曾工作的家庭主妇开始找工作，这部分新增就业人员的失业概率很

低。 

2. 财政赤字占 GDP 之比有所下降。预计 2003 年度到 2004 年度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

财政赤字占 GDP 比例将由 7.7%下降到 6.9%,降幅达 0.8%。基础财政收支赤字占 GDP 比例

也从 2003 年度的 5%下降到 2004 年度的 4%。但是，日本政府债务余额仍继续增长，预计

2004 年度末，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占 GDP 比例将超过 140%。这即使在发达国

家中也属于最高水平。 

日本面临的财政风险主要是长期利率上升所产生的风险。假定日本经济恢复顺畅，利率

大幅上升，已大量累积的巨额政府债券需要支付的利息费用有可能超过税收增长的部分，从

而导致财政收支恶化。因此，日本提出在 2006 年之前，将政府一般支出占 GDP 之比控制在

2002 年度的水平内，到 2010 年度初期，实现日本基础财政收支的顺差。 

另外，由于日本民间部门的金融交易缩小，因此，公共部门的金融交易规模相对上升，

2004 年度，日本政府通过财政投资、特殊法人改革、邮政事业民营化使资源的分配更加有

效。 

 

二  以新姿态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日本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显示出四大特征。一是

汇率变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更加深刻。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处于日元升值



《世界经济》                                                    2005 年第 3 期 

 3 

趋势之中，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二是随着日本产业结构和贸

易结构的升级，日本贸易对象国和直接投资源泉国的重心从美国转移到东亚地区。三是就金

融与资本交易领域看，外国投资者对日本股票投资不断上升，但日本参与国际金融与资本交

易并不活跃。四是与欧美国家比较，日本经济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速度还非常迟缓。为迎接

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日本在以下领域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1. 积极参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日本经济与亚洲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对日本经济产

生了积极影响，日本 2004 年进一步明确了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指导思想，开始从以下方面

加强区域合作。 

首先，将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看作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对 WTO 体制的补充与推进。

因此，2004 年日本积极参加 WTO 的新一轮谈判，同时进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谈判，其着

眼点在于使全球经济自由化对日本的好处最大化。自 2004 年开始，日本努力的目标是：（1）

提高参与东亚经济合作的水平，积极进行投资规则、竞争政策以及知识产权等新领域的谈判

与合作，为将来在 WTO 内进行同类问题的谈判与合作积累经验；（2）在进行与区域经济合

作有关的谈判或签订协议时，必须保证区域经济合作条款与 WTO 各项规则的一致性和完整

性。 

其次，注重发挥日本在亚洲经济合作中的领导作用。日本认为作为亚洲惟一的发达国家，

充当区域经济合作的领导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日本非常重视以下两点：（1）亚洲的发

展与稳定要以日本的长期利益为出发点，同时重视促进合作对象国的发展；（2）不仅重视与

中国、ASEAN 各国的合作，还要重视与亚洲区域内其他经济体的合作，以便将来形成更加

广阔的自由贸易区。 

再次，注重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与实现日本国内结构改革的一体化。（1）充分利用区域贸

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新商机，推出新产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2）对于缺乏竞争力的领

域，通过加速结构调整进一步放宽管制，使该领域形成竞争活力。 

在当前经济合作中，日本希望通过合作推动的方面有：吸收外国劳动力进入日本的医疗

看护和老年人介护行业，补充该领域专业劳动力的不足。促进日本农业提高生产效率，推动

日本的农政改革。与日本合作的对象国家对日本的要求是：在技术人才的培养、通信与物流

基础设施方面给予援助。 

2. 大力推动外国资本对日直接投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一般情况下，直接投资

是对内对外双向同时增长的，但是，日本的直接投资在对外与对内两个领域出现了较大差距。

2004 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是对内直接投资的 4 倍。如果在国际范围内就日本的对内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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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水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以下特征：一是日本对内直接投资水平很低；二是近 20 年来对

内直接投资的增长非常缓慢。但是，除日本以外的 G5，近 20 年来却有很大增长。例如，英

国的对内直接投资已占 GDP 的 40%。 

OECD 对日本进行了综合调查，认为造成日本对内直接投资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过

度管制。例如，对外国资本购买股票的限制，对外资进入日本的审查和批准手续复杂，对非

日本国籍高级管理职员的限制等。 

2003 年 1 月，日本首相小泉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公布了日本对内直接投资的 5 年倍增计

划。同年 3 月，日本第 6 届对日投资会议提出了“促进对日投资项目书”，该项目书由 5 大

领域 74 个项目构成，涉及的内容包括通过合并与收购促进直接投资，通过实现公平与公正

课税以及防止避税。为在 2008 年内实现对日直接投资倍增计划，日本将具体落实项目书的

具体内容。 

 

附表：日本实际经济增长预测（2004~2005 年度）    % 

2003 年度 2004 年度 2005 年度 项目 

上年比增长率 贡献度 上年比增长率 贡献度 上年比增长率 贡献度 

名目 GDP 0.8 n.a. 10 n.a. 0.4 n.a. 

实际 GDP 3.2 n.a. 3.0  n.a. 1.4 n.a. 

内需 2.5 2.4 2.5 2.5 1.4 1.4 

民间需求 4.0 3.0 3.9 3.0 2.1 1.6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1.4 0.8 3.3 1.8 1.7 0.9 

民间住宅投资 0.3 0.0 2.1 0.1 -0.5 0.0 

  民间企业设备投资 12.3 1.9 6.7 1.1 2.9 0.5 

民间库存投资 1090.1 0.2 -30.1 -0.1 94.0 0.2 

政府需求 -2.6 -0.6 -2.3 -0.5 -1.2 -0.3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1.0 0.2 1.9 0.3 1.1 0.2 

  公共固定资本形成 -12.5 -0.8 -15.7 -0.8 -10.2 -0.4 

外需（净出口)  31.3 0.8 14.9 0.5 0.0 0.0 

出口 11.0 1.3 11.2 1.4 2.0 0.3 

进口 4.9 -0.4 9.9 - 0.9 2.8 -0.3 

说明：2003 年度为实际数。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2004 年度日本经济白皮书》；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日本经济预测》。 

 

注释： 

① 《2004 年度日本经济白皮书》指出，根据对 1094 家可得到并表结算连续数据企业的调查，接近 ROA

平均值 4%的企业分布最多，距离平均值越远，企业分布越少。1999 年和 2002 年，就标志 ROA 水平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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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标看，都表现出以下特征：ROA 水平越高， 人工成本占企业销售额比率以及负债占企业销售额比率

就越低。 

② 例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成功地开发了将传统的汽车内燃机引擎与电动马达结合起来的新技术，并运用

到汽车新产品设计与生产中。 

③指储蓄与投资的差额。 

④基础财政收支=（借款以外的税收等财政收入）—（扣除对过去借款支付的本金与利息后的财政支出）。 

（陈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100732    责任编辑：杜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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