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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日本是在不平凡的一年中度过的。
日本民主党上台，实现了政权交替，改变了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局面；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
济跌至谷底后，又缓慢回升；鸠山内阁再度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引起了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
围的热议；民主党政权采取重视亚洲的外交政策，中日关系的改善似乎迎来了新的契机。
总之，过去的一年，是日本国内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的一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出版2010年版《日本经济蓝皮书》，分析过去一年日本经济的现状与问题，总
结中日关系中取得的成绩与发生的波折，展望日本经济未来走向与发展趋势，显得更有意义。
　　2010年版《日本经济蓝皮书》，以“总报告”为基础，以分析现状与发展趋势为起点，以循环经
济、低碳经济、能源与环境为重点，以兼顾贸易、投资及区域合作为特点，以中国借鉴日本经验为目
的，对日本经济以及中日经济合作的最新动态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特别对日本循环经济进行了较为
全面的探讨。
日本是世界上发展循环经济、重视环境保护、推行节能减排、开发新能源取得显著成就的国家之一。
总结日本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生态平衡、重视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可持续
发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价值。
积沙成塔，集腋成裘。
我们衷心希望这部凝聚着中日两国学者智慧结晶的蓝皮书，能成为我国日本经济研究领域的一朵奇葩
，为推动日本经济的深入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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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报告回顾并展望了2009～2010年度曰本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指出：2009年，日本经济逐渐回暖，
但复苏的势头还很脆弱，估计2010年可望实现民需主导的自律性复苏。
虽然中日双边贸易出现两位数的负增长，但是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对象国，这也意味着
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越来越大。
同时，日本对华投资仍处于低迷状态，但好于预期：中国对日投资也在危机中逆势上扬，增长较快。
估计2010年，中日经济合作将出现新发展。
    本报告由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组织编写。
作者既有国内科研机构、大学等从事日本经济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日本内阁府、JETRO等机构的有
关人士和著名经济学家。
他们对当前日本经济以及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动态进行了多角度、全景式的深度分析，特别是对近年
来已成为全球性热点问题的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能源和环境等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
此外，本报告还收录了大量来自于日本政府权威机构的数据图表，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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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外，人们常说的“景气上升缺乏实感”也与供需差扩大有着密切关系。
前面曾经提到，日本经济从2009年4月前后开始出现回升，GDP的增速也比较快。
尽管如此，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人说“现在景气很好”，即使鸠山首相在"新年感言”（2010年）中也提
出“恢复景气、确保就业和尽快摆脱通缩是国民最大的愿望”，首相的这种“新年感言”绝不是景气
上升期的发言。
日本陷入这种“没有实感的景气上升”状态，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方向”与“水平”的差异。
关于“景气是好是坏”，存在“方向”和“水平”两个不同层次的定义。
依据“方向”层次的定义是“与过去相比变好了，就是景气好”，而依据“水平”层次的定义则是“
与一般情况相比，经济活动水平较高，才算景气好”。
在这两者当中，政府与经济学家一般使用前者，即依据“方向”层次的定义来判断经济形势。
但是，如前所述，目前日本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尽管正处于复苏过程，但其水平很低”。
也就是说，“方向”层次定义的景气很好，但“水平”层次定义的景气很糟。
专家从“方向”层次上认为景气在好转，而一般百姓从“水平”层次上却感到“目前的经济状况还不
能说很好”。
第二，与人们实感相关的经济指标仍然处于低迷状态。
例如，工资没有提高。
如前所述，2009年第二季度日本的现金工资总额同比减少了4.7％，这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幅
度的减少，恐怕也是战后以来最大幅度的减少。
正因为百姓手头出现这种史无前例的拮据，产生“没有景气回升实感’’的强烈呼声也是理所当然的
。
第三，从经济增长率看，景气判断使用的是实际增长率，而人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名义增长率。
所以，当名义增长率低于实际增长率时，尽管实际增长率很高，人们却感受不到。
如前所述，在经济活动水平低、供需差较大的状态下，经济的自律性复苏不易实现，而通缩却更容易
持续，人们难以感觉到的景气回升也会持续下去。
鉴于这种供需差的消除还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们不得不做出如下判断：即使到2011年度，上述经济
困难仍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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