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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反省》

内容概要

《日本的反省:阻碍复兴的30个谎言》从第1章到第5章我们将探讨为了以正确的改革措施振兴日本，该
如何看穿四处蔓延的谎言以及战胜谎言的方法。而在最后的第6章，将论述在识破谎言后据此能够思
索出怎样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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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掌握看穿谎言所需的经济知识
序章 突入“复合连锁型危机”时代
什么是“复合连锁型危机”／实现重建、复兴、改革工作的“无缝式”一体化开展／趁早脱离“儿童
足球”状态，设立“复兴安定本部”／绝不要采用“以增税渡危机”的傻办法
第1章 媒体套话之谎
谎言一 “日本乃经济大国”
人均GDP排名第20位，快要从“发达国家”队伍中掉队！
谎言二 “日本乃制造大国”
日本制造业缘何衰退
谎言三 “日本乃贸易大国”
日本的出口依存度仅为中国的一半
谎言四 “日本乃文化大国”
日本文化预算为法国的1／10、韩国的1／5
谎言五 “全球化由美国主导”
在“扁平化社会”中工资上涨的人、下降的人
第2章 既得利益者宣传活动之谎
谎言六 “削减岁出即抛弃地方”
宣传者为“当时”的在野党，那么，如今宣传是否奏效
谎言七 “失去的20年”
失去的12年、停止恶化的5年、损失最惨重的3年！
谎言八 “小泉内阁财政重建失败”
“改善经济状况，不提高消费税”是根本
谎言九 “小政府毁掉生活”
不削减公务员工资才是在毁掉人们的生活！
谎言十 “小泉改革导致差距扩大”
第3章 政治之谎（I）政治家之无知、无情篇
谎言十一 “通过项目甄别减少浪费”
谎言十二 “政治主导”
政权更迭引起的“官僚泡沫”正在形成！！
谎言十三 “TPP谈判开始”
即使不加入TPP日本的农业也已经濒临崩溃
谎言十四 “JAL重生为国民”
谎言十五 “外交上要说出该说的话”
谎言十六 “乘数效应很大”
谎言十七 “历史性的政权更迭”
第4章 政治之谎（11）政治立场上的发言篇
谎言十八 “增税能改善经济状况”
谎言十九 “地方主权”
在日本，收益和负担不一致
谎言二十 “禁止‘下凡’
谎言二十一 “大幅削减公共事业”
谎言二十二 “用消费税来充实社会保障”
谈论消费税之前先发表《消除通缩宣言》
谎言二十三 “用消费税来重建财政”
谎言二十四 “通过充实社会福利来激活经济”
第5章 掩饰破绽之谎
谎言二十五 “通缩无害”

Page 4



《日本的反省》

通缩乃诸恶之源
谎言二十六 “日银弱政治强”
谎言二十七 “日本经济无法发展”
日本经济之所以无法发展是为了守住既得利益
谎言二十八 “量化宽松无效”
日银实行的是“假性量化宽松政策”
谎言二十九 “对养老金感到不安而不消费”
要想单靠养老金生活，就必须在40年间将“每年收入的1／3”积蓄起来
谎言三十“很快就能摆脱通缩”
第6章 日本经济重振之道
改善日本经济并不难
努力便能做到！1年内股价上升40％／经济政策中没有万宝槌
短期内应做之事——引发复兴特需，克服通货紧缩！
中期内应做之事——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并贯彻执行！
对邮政民营化的完全否定带来了什么
长期内应做之事——执政党和在野党不要私下交易，各自拿出
“安心国家”的20年远景规划，让国民选择！
即使模仿瑞典的福利国家模式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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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经济回暖的同时，由于努力抑制岁出的增加，基础财政收支的赤字金额从28万亿
日元大幅下降至6万亿日元。从购买力平价来看，日本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呈现出和OECD（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相仿的上升态势。 然而，视改革为眼中钉的人企图通过散布谎言来掩盖这些成
果。比如像“小泉内阁通过削减岁出抛弃了地方”这样的说法便是一例。 由于之前财政赤字一直在增
加，财政重建成了小泉时代的一个大课题，政府试图使基础财政收支在10年内达到平衡（之后将详细
论述）。 当时，在国家支出中，社会保障费和地方缴付税确实是大问题。地方缴付税总额从2001年
到2006年几乎逐年递减，按年次分别为20.3万亿日元、19.5万亿日元、18.1万亿日元、16.9万亿日元
、16.9万亿日元、15.9万亿日元。 也就是说，提供给地方的岁出，即地方缴付税减少了A。 另一方面，
地方经济依然持续凋敝B。 事实A和事实B的的确确都是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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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的反省:阻碍复兴的30个谎言》起稿之初，旨在将流传于日本的“谎言”一一揭露，并思考日本
真正需要的对策。但就在临近出版时，发生了此次东日本大地震。因此，我将内容稍加改动，根据执
笔时（2011年4月初）所能得到的信息，于序章部分就如何应对此次大地震陈述了一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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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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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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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日本的反省》的笔记-第30页

        　我认为，日本现在面临的是一种新型危机——“复合连锁型危机”。地震、海啸造成的损害的
确非常大。地震的强度达到了世界地震观测史上第四位的里氏9.0级,海啸也高达38米，由此造成了众多
人员遇难，至今仍有许多人下落不明。灾区陷入了危机状态，地震和海啸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
性危机。比如，核电站的核辐射泄漏、由此引起的避难生活长期化、农产品污染以及电力短缺问题等
等。不仅仅是东北、关东地区，日本全国范围内的国民生活和企业经营活动都受到了威胁。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此次也变得鲜明起来，即全球供应链遭到了破坏。位于东北地区的企业所
生产的产品，特别是机械零部件类产品的产量不足，不仅引起了国内的生产停滞，还对世界制造业产
生了影响。在需要组装2万多个零部件的汽车产业，厂家不得不选择长期停产。甚至于连美国通用汽
车公司（GM）的肯塔基州工厂，也因为零部件供应不足而无奈地停止了生产。另外，由于灾区的电
机电刷供应企业无法继续生产，列车不能得到维护，关西铁路将要减少行驶的线路和班次。这些情况
的发生都在向我们抛出一个大问题，即企业应如何经营。其中，企业如何选址尤为关键。
　　安倍内阁时期，当时的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大田弘子，在2008年1月的一次经济演说中讲道：“
很遗憾，日本已经不再处于‘经济一流’的状态了。”
　　这确实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可惜的是，政府仅止于抛出问题，而没有对如何应对问题展开
讨论。若不同时提出“日本已经不再是经济大国了，应该采取具体的战略来加强经济”的话，政府便
不算履行职责。政府应当提出适当的经济战略，并带领我们朝着例如“在几几年之前使人均GDP跻身
世界前10位”这样的目标迈进。日本极需健全自身心态，培养这种正确的危机感。
　　同制造业相对的是金融业和服务业，但日本人不太相信不可视的东西。在金融业，有时可以靠着
汇兑差额利益一夜之间赚得数百亿日元，但是，这种方式类似赌博，并不健全。在日本人的心里，拼
命努力地制造东西更为高贵。我觉得，在“制造大国日本”一词中包含着亲近感、荣誉感，甚至是一
种崇敬之情。
　　因此，日本人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相信并深深信赖着丰田、本田、索尼、松下这样的“世
界品牌”。世界最大的制造基地——中国，尚无自己的世界品牌，因此在这点上还比不上日本。日本
制造技术之精湛是无可置疑的，这个强项必须被永久传承。
　　但是，和“经济大国”一样，对“制造大国日本”的过分相信也是大忌。大家觉得，在日本
的GDP（2010年大约为540万亿日元）中，制造业产值所占比重有多少？近几年，这个数字为26%左右
。制造业产出的GDP仅为总额的1/4，剩下的3/4是在制造业之外的领域产生的。
　　“国际化并非选择问题，而是一个事实。”（Globalization is not a choice but afact.）
　　正如赖斯所说，全球化是眼前的事实，容不得选择。所谓事实便是，市场经济覆盖人口从27亿增
长到60亿，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和大量机会。这在“贸易大国之谎”部分已有论述。行文至此，我想您
已经明白“全球化由美国主导”是个大谎话了吧。
　　比如在1992年，中国的邓小平先生不辞辛劳地视察了中国南方的大城市和经济特区，极力主张改
革开放路线，发表了所谓的“南巡讲话”。此举动也关联着世界的全球化。若全球化真由美国主导，
中国和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化也统统由美国主导的话，美国便完全不用费力了。毫无疑问，全球化和美
国化完全是两码事儿。
　　然而，原本应该就如何应对全球市场一体化、物资的跨国界移动、世界扁平化这样的全球化现实
好好做一番思考的，日本却在“入口处”抱怨开了，表示无法接受由美国主导，等等。这是在拒绝直
面全球化。
　　地方经济凋敝是实情，地方的主要产业基本上都在不断地向国外转移。由于设在地方的企业一般
来说大都非知识集约型，而是所谓的普通制造业,并且以零件装配型制造业企业居多，因此在企业的争
夺战中，地方没能赢过人工费低廉的中国和东南亚。地方是因为其拥有的多是在全球竞争中处于相对
不利地位的产业才吃了苦头。
　　但是，此种情况并不是由地方交付税的金额减少导致的。地方经济的衰退和凋敝是地方民间企业
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化进程中下降而引起的。
　　也就是说，导致地方经济凋敝的是全球化。在地方产业衰退的情况下确实需要进行补贴和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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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另一码事。对于这一点，应当另外通过研究地方减税等方案加以应对。
　　从泡沫经济破灭到现在为止的这20年对于日本来说，应该称之为“失去的12年、停止恶化的5年、
损失最惨重的3年”。“失去的12年”指的是从1991年起到2002年为止的12年。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资金供给过剩的情况下，出现了日本人借款购买股票和土地的热潮，致使
泡沫膨胀。泡沫一下子破灭后，股价和房价均暴跌，公司相继倒闭，幸免于难的公司也不得不背负起
巨额债务。就算不体现为债务，很多公司也还是承担着类似银行不良债权这样的负资产。
　　也就是说，资产负债表上只有借款部分膨胀，资产负债变得极不平衡。这种现象在政府、地方自
治体和银行、证券公司、寿险财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制造厂商以及个人身上均有发生。资产负债情况
的恶化会引起消费和投资的低迷。背负着不良债权的银行会减少新的贷款，因股票蒙受巨大损失的个
人也会减少支出，从而引发经济不景气。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衰退也可以叫做“资产负债表不景气”。
　　要改善这种情况需要调整资产负债表，然而日本对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取而代之的是在20世
纪90年代屡屡实行的散财政策——特别经济对策。即，通过扩张公共事业来增加需求。这种举动忽视
了对资产负债表的调整（供应方），而一味地关注眼前，拼命强调对需求方的调整。
　　这是政策，或者说是官僚的“无谬性”的体现。官僚制度中不乏这样的现象，即仅为了贯彻“过
去实施的政策绝对无误”这样的主张，就放弃实施与过去不同但十分必要的政策。
　　进入21世纪两三年后，市场依然没有稳定下来。每逢决算期总会有“金融不稳定”、“金融危机
”这样的呼声，但金融主管部门总会搬出那套空洞的说法“不，没有问题。日本的金融很健全”。这
削弱了国民对金融主管部门的信赖感，使大家越发不安。
　　结果，直到我们2002年制定金融再生工程为止，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最大课题的资产
负债表调整一事始终处于搁置状态。这便是日本“失去的12年”。
　　　　日本拥有人才、技术和资本。只要做了应做之事，经济就会停止滑坡。至少不得不承认
，2003年到2007年间就是这样的情况。
　　　　然而，上述的好势头，在2008年到2010年这“损失最惨重的3年”间，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2008年9月还遭受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停止改革的自民党麻生太郎内阁在大选中败北，其后当政
的民主党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鸠山由纪夫内阁之后又出现菅直人内阁，无论哪一届政府，政治局面
和经济局面均十分混乱。而现在，所有国民都越来越感到不安，担心“损失最惨重的3年”会演变为
“损失最惨重的4年”甚至“损失最惨重的5年”。而此次的大灾难就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是提高消费税，而改善经济状况”才是根本。2003年28万亿日元的基础财政赤字到2007年减
少到了6万亿日元，这意味着基础财政收支得到改善，赤字金额减少了22万亿日元。这22万亿日元如通
过上调消费税的方法进行筹措，则需将消费税税率提高9个百分点。这样一来，就需要将消费税税率
从5%提高到14%。这一数字如实地反映了“财政重建的本质是改善经济状况，实现税收的自然增长”
。即使不通过提高消费税，财政重建基本上也是能够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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