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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是一段值得记录的历史。

    本书勾勒出了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线条与轮廓，使读者清晰、客观、全面地了解日本和
日本经济。

    本书同时系统总结了日本的经验与教训，以便为中国提供借鉴与参考。

    日本经济的实际状况到底如何，究竟应当怎样认识日本“失去的十年”，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
是一个现实问题。
对日本经济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与评价，对中国制定对日政策很有裨益。

    过去日本曾经发生的失误，也很可能在中国出现，甚至已经出现。
总结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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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季风，1959年生于吉林伊通。
1999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现任该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1994年至1999年在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留学，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著有《日本国土综合开发论》，参与编写、与他人合著2000年至今的《日本发展报告》等七部。
1990年以来，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日本学刊》等国内外报刊发表日本经济方面的论文
百余篇。
    主要研究领域：日本宏观经济、中日经济关系、日本区域经济以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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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四  未来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如第一章所述，虽然经过“十年萧条”，但日本经济的实
力犹在，元气尚存。
从日本的经济实力来看，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
GDP仍然相当于中国的2倍强，相当于亚洲主要国家GDP总和的1．5倍。
实际上，由于统计上的原因，日本的一些宏观数据被低估了。
就软件而言，捆绑式软件和公司内部生产的软件价值在日本不列入GDP，而在美国这些价值是被列入
的。
据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有关专家和美国哈佛大学戴尔·杰格逊教授(Dell Jogeson)的研究表明，整
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投资被低估了1％，GDP增长被低估了0．7％。
①另外，还有一点应当注意：目前人们大多关注日本国内的状况，事实上，日本在海外的企业近年来
发展很快，而且盈利远远超过国内企业。
据统计，近年来日本GDP与GNP之间约有10万亿日元的差距。
若按GNP计算，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将在现有基础    到2030年，经济的发展将主要体现在质量上发展，
而不仅仅是GDP的增长。
经济实力绝对数会继续缓慢增长，实际GDP将达到10万亿美元，占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GDP总额的
比重将从现在的15．6％下降至9％。
由于中国GDP总量可能在2016年前后超过日本(参见图11—8)，所以届时日本经济总量位次将由目前的
世界第二降为第三(参见表11—7)。
（图略：编者按）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会进一步加强。
到2015年，中、日、韩三国GDP合计将超过EU，到2025年将超过美国，此后东亚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
的经济体，届时，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可望实现。
当然，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体的亚洲区域货币也将应运而生。
日本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会相对下降，但在区域内的地位会有所上升。
    纵观过去的16年，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很低，但却是改革和制度创新的16年。
通过改革日本的经济体质得到加强，企业的竞争能力也得到提高。
过去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制度，如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工会、主银行制
度、公司制度都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许多束缚经济发展和制约创新的规制得到放松。
财界、官僚和政治家的“铁三角”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各种利益集团正处于盛衰交替和重组之中。
新制度的出现和新兴利益集团的诞生，必将推动经济在新的起点上产生更大的进发力。
    100多年前的明治维新打碎了日本的封建桎梏，引导日本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60年前的战后改革铲
除了日本的封建残余，使日本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进入了富裕社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制度创
新和制度变革也必将消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已经难以适应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求的各种清规戒律，使
日本创造新的辉煌。
日本善于利用“后发优势”和自主创新，当它感到或者已经落后于他人时，就会急起直追，利用自身
的资金、技术储备，多则20年，少则10年，完全有可能出现第三次崛起。
P34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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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大萧条，其时间之长，均创下了二战后日本之最。
在旷日持久的萧条中，日本经历了种种磨难，有时甚至是痛苦的挣扎。
经过艰苦的努力，2002年以来，日本经济终于逐渐挣脱了长期萧条。
目前，泡沫经济的后遗症已基本消除，整个经济步入不依赖外需和公共投资的自律性复苏轨道。
日本缘何陷入长期萧条，又如何挣脱萧条并步入复苏轨道？
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失去的十年”？
日本经济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本书试图从不同层面对上述问题加以回答。
本书是中国国内日本经济研究专家张季风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值得海内外关注日本发展尤其是
日本经济的读者仔细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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