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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反省》

内容概要

《日本的反省:悬崖边上的经济》将着重探讨政策层面的相关问题，是关于日本经济的研究文集，由东
方出版社出版。面对巨额的贸易赤字，日本应做的不是依靠日元贬值来增加出口，而是必须改变以往
的制造业产国模式，确立以“人才开国、富人模式”为目标的新兴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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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野口悠纪雄1940年生于东京，196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工学部，次年进入大藏省工作，并于1972年取得
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一桥大学、东京大学教授、坦福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4月至今，任职
于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财经研究所。专业研究领域为经济理论、日本经济论。主要著作：《信息经济
理论》（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日经经济图书文化奖）、《财政危机的构造》（东洋经济新报社
，1980年，三得利学艺奖）、《土地经济学》（日本经济新闻社，1989年，不动产学会奖）、《泡沫
经济学》（日本经济新闻社，1992年，吉野作造奖）、《1940年体制》（新版）（东洋经济新报社
，2002年）、《日本经济真的复活了吗？》（钻石社，2006年）、《资本开国论》（钻石社，2007年
）、《制造业幻想使日本经济衰弱》（钻石社，2007年）、《日元贬值泡沫崩溃》（钻石社，2008年
）、《世界经济危机日本的罪与罚》（钻石社，2008年）、《未曾有的经济危机战胜方法》（钻石社
，2009年）、《世界经济恢复，为什么唯独落下日本？》（钻石社，2010年）、《经济危机的根源》
（东洋经济新报社，2010年）等众多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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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简要目录
第一章 “通货紧缩是经济停滞的原因”——快从这歪理邪说中清醒！
1通货紧缩被视为万恶之源
2 摆脱“2009年式”的通货紧缩，既无必要，亦无可能
3 有关通货紧缩的三个典型误解
4 物价长期下跌的实质，是相对价格的变动
5 近年走向与后期展望
第二章 理解通货紧缩不得不提的经济学
1 通货紧缩的经济模型——总供给、总需求模型
2 为什么只有日本陷入如此严重的通货紧缩？——基于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下的日美经济分析
3基于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的经济危机剖析
第三章 驶向破灭之路的日本财政
1失控的日本财政
2为什么发行国债有问题
3用“通货膨胀税”消除财政赤字最有可能
4税与国债是不相同的吗
5纳税之痛正是政治与财政的原点
第四章 福利养老金面临破产
1“100年安心”养老金是什么？
2过于脱离现实的经济设想
3福利养老金将在2030年左右破产
4有必要尽早着手养老金改革
5实在无法即刻清算福利养老金
6 非正式员工“养老金难民化”所带来的养老金危机
第五章 消费税增税有可能实现财政重建吗？
1 消费税率上调前必须发行发票
2 福祉专用税方案是议会的自杀行为
3 “全额税方式”的欺瞒
4 消费税增税可能实现财政重建吗？
第六章 汇率因何变动
1 日元升值是国难吗？
2．2007年以前的日元异常贬值
3 经常项目不决定汇率
4资本流动决定汇率
5投机资本流动和汇率分析
6 日元套利交易的本来面目
第七章 日本需要发展高度知识产业
1现在正是改变日本经济的机会
2美国的高度知识产业
3在金融立国之前首先摆脱金融贫国
4教育才是最重要的成长战略
5数量锐减的日本留学生与韩国的教育热
6人才开国是为日本注入活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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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单方面的偏颇，很明显
2、全书反复提到产业结构的问题，而我们的产业结构又何尝不是急需转型吗？难道重新多生孩子拉
低人口成本当世世代代的血汗工人才是我们的出路。
3、年末参加上海公共政策研究会年会，大家谈经济都不约而同谈到日本。我感觉日本不单是后发国
家兴起的代表，甚至世界经济的前兆，全球其实都在日益日本化。东方出版社策划了一套书《日本的
反省》，此前经济人读书群有群友推荐了，里面作者有竹中平藏以及榊原英资等，都是名家。不过因
为日版引入，有的篇幅略小。中日经济比较，也是我近期感兴趣的话题，欢迎大家推荐更多好玩的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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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由于孤悬海外，国土狭小、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日本向来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
。这种意识已经渗入到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外在的一切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一次，日本著
名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又一次对日本人敲起了警钟——我们的经济已经非常危险，就在悬崖边上啦！
野口悠纪雄之所以发此论调，有他自己的理由。他用了大量的数据和图表来说明，“通货紧缩是经济
停滞的原因”这一歪理邪说已经很大程度上欺骗了日本人，在误导日本经济决策层的同时也为他们提
供了转嫁经济责任的借口；日本的财政因为受选民政治的挟制而采取“烧钱式”政策，赤字不断扩大
，早已恶化并开始失控，正在驶向破灭；福利养老体系由于老龄化的原因，已经难以为继，面临破产
；通过消费税增税来重建财政的做法与实际情况背道而驰，根本不可能实现，而被政治玩弄的汇率金
融政策则使日本经济对国际汇率变动应对乏力，存在被国际资本交易所抛弃的风险。对于日本经济被
推向悬崖的原因，野口悠纪雄直接把矛头指向了菅直人民主党政府。他不留情面的指出，受诸如“通
货紧缩螺旋论”这样的认识误区的误导，菅直人政府那些无知政治家们根本没有认识到日本经济问题
的核心，所采取的错误的经济政策是罪魁祸首，它们既不是为了重建财政，也不是为了日本经济的长
远发展考虑，而是要么以错误的理论来“躲猫猫”，堆砌粉饰太平的空中楼阁来欺骗人民，要么为了
自己党派的政治利益，用“小恩小惠”来收买选民，营一党之私。最后，他对此作出总结，日本经济
的出路在于发展高度知识产业。凭心而论，作为经济学家的野口悠纪雄这本书写得非常专业，非常学
术，我确实无力评判。但正象读到内田树的《日本边境论》时从日本的国民性来反思中国人一样（此
篇评论的题目也借自于唐山网友对其的评论），我所能做的，就是由书中的日本，来反观现在的中国
。从狭隘的民族感情上来讲，我更愿意幸灾乐祸——不管是“悬崖”，还是“泥潭”，我都巴不得日
本不要好过，要么快点跌下悬崖，早点崩溃，陷入混乱状态，要么继续深陷泥潭，停滞不前，再失去
二十年。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机会。抛开这些泄愤的想法不谈，这本书也是在为我们中国人敲
响警钟——可能有些人仍在为经济高速增长，总量居于第二而沾沾自喜，但经济结构的失衡、经济能
耗的过高、房地产止不住的暴涨、社会投资的过度泛滥、经济增长的出口依赖、人民币的不断升值、
老龄化的日益严重⋯⋯这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就象是一颗颗地雷，无不在表明，我们正处于二十多年前
日本曾经跌落过的悬崖之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跌入日本现在所处的泥潭⋯⋯而我们相比于日本更
为糟糕的是，日本经济虽然停滞20年但社会依然保持了高度稳定，除开经济发展所存在的巨大隐忧之
外，社会矛盾更加突出，民众情绪更为亢奋，社会的稳定性也更差，以至于有人认为当前的中国正处
于改良与革命的临界点上，我们所遭遇的后果可能不是停滞，而是彻底的大崩溃——我们的悬崖比日
本更高、更为危险，必须居安思危！聪明人之所以聪明，是因为他能够在别人跌倒的时候就知道小心
防范，更早、更快的发现问题，日本人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所以
，不管野口悠纪雄所说的“悬崖”是否真的存在，是否夸大其词，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在对日本
幸灾乐祸之余，都应该以日本为镜鉴，扪心自问一句——日本在悬崖，我们呢？
2、富士山之石——《日本的反省：悬崖边上的经济》，前事不忘　　又是一年好雨时节，春意盎然
的时候，各项宏观经济数据围绕着头三个月的民生、金融、产业发展状况纷纷出炉，焦灼的经济形势
与大异其趣的各家观点，让普通民众摸不着头脑和看不清方向之于，也像是城市的雾霾一样，给我们
消费的信心、投资的欲望、生活的幸福指数，蒙上了散不开的阴影。人言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4月读书月来临的时候，与其选择浑浑噩噩渡过春眠不觉晓的懒散的闲暇，不如与书为伴，从
过去和他人的经历中找寻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真相。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伴随着环太平洋
地区的经贸的增长，文化相似度和历史演变性上，尽管日本有不同，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日本是值得
参考的经济发展模型和对象。地产“泡沫经济”崩盘后，日本经历的“失落的二十年”滞涨至今仍然
在复苏的线上徘徊，也让目前坐在世界经济第二把交椅上的中国同样面临关口抉择的困境。日本的昨
天会是中国的今天么？悲观派的学者认为是即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那么日本到底发生了什
么？野口悠纪雄在《日本的反省：悬崖边上的经济》主要阐述的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影响下的政府困局
，围绕着财政支出、税务、福利、对外汇率、内生动力，作者进行了全方位和生动的分析：通缩的实
质与货币发行的无关，纳税对民生的影响，高新产业发展的瓶颈所在，福利养老制度的岌岌可危⋯⋯
在众多表象之后，深层的问题随着解析渐渐浮出水面。　　在急速发展之后的困局，同样困扰着中国
：在今天的中国，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而且一个并未完全开放的市场和管得太多却没有能力全部管
好的政府，甚至可能有更多的隐忧。　　前言中，野口悠纪雄有句话说得很好：“问题之核心，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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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正确理解问题之本身。”在各种传言满天飞和各项政策变动颇大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从日本的
曾经的经济政策和现今的经济问题当中找到影子，以了解我们可能的去路，避免收不回的错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围绕着民族情绪和历史恩怨，国人谈及日本，总是忘不了了是二战的伤痛
，抗日的血泪，随时发誓“用血肉铸就长城”、“争夺钓鱼岛”，凡日必反的情绪助长民粹主义的同
时，也让而今的影评与书本中充满了敌对情绪。不忘历史自然是重要的，但是选择历史的片段而不是
全面去认识历史存在的借鉴价值和意义，其实比忘记更加可怕。也许本书就像是富士山上的石头，我
们从他们手中借来这样一块“它山之石”，也期待可以解开属于我们的问题的来由。　　而对于我们
这些无力改变这个社会和世界的“升斗小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从他们的前路当中，找寻我们可能
的未来。　　毕竟，多警惕一些，还是必要的。不是么？　　By 林怿　　2013年4月14日13:38:59　　
写于履坦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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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日本的反省》的笔记-第30页

        再拿理论讲讲道理。现在的日本，由于低迷的利率状态显示，金融政策陷入了不“给力”的失效
怪圈。由于对货币（包括定期存款）即流动性的需求变得无限大，导致即使施行金融缓和政策、增加
货币供给量，也会被巨大的需求所吞噬，利息也不会降低。凯恩斯将其称为“流动性陷阱”
（liquiditytrap）。
　　在这种状态下，不论政府出台什么样的宽松金融政策，有效需求也不会扩大。为了继续扩大有效
需求，只有增加财政支出。凯恩斯分析了当时英国政府面临的这种困境，写出了《就业、利息与货币
通论》一书。目前日本也陷入了书中所说的“流动性陷阱”，所以，即使15年来政府一直持续施行金
融缓和政策，却收不到任何显著效果。相反，面向汽车和家电制品的支持购买举措，不是金融政策而
是财政政策，却收到了极好效果。
　　遗憾的是，作为认识误区的通货紧缩螺旋论不但没有被纠正，反而一直受到追捧——想必这也是
转嫁责任的绝佳借口吧。政府一再强调要扩大财政支出，却始终回避逐步增长的财政赤字。所以，才
一直主张“经济的停滞是由于金融政策不得力”，试图在言论上将责任的矛头指向日本银行。
　　经济学不是散文诗，如果经济言论都偏重感性，就会导致出现很大的风险，容易使对经济的认识
产生错误，政策制定出现偏颇。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的大约15年间，在一些对通货紧缩的错误认识的
影响之下，政府采用了不少错误的经济政策。过去15年日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发展停滞的阴影，也是
因为这个原因。这样的错误非同小可，在我看来，只能用“荒谬绝伦”来形容。
　　2010年度预算中清晰地浮现“日本的死相”。税收仅有年度支出的四成，这在一般国家是不大可
能的预算状态。如果严肃地正视这一点，就会发现这简直就是一个令人发疯的事态。
　　2010年春季之后，希腊等欧洲各国以及英国的财政赤字问题浮出水面，这些确实是非常严重的问
题，但是欧洲的财政赤字大部分是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因此，除意大利外，国债余额相对于GDP的
比率并没有那么高。
　　与此相对，日本的财政存在结构性问题。事实上虽然因经济危机而导致情况一下子恶化了，但是
此问题之前就一直在持续。实际上，国债余额相对于GDP的比率之高，是欧洲各国无法相比的（2009
年政府债务余额相对于GDP的比率为：德国是78.2%，英国是75.3%，而日本是189.6%）。这些数字清
晰地显示出，财政赤字问题真正严重的不是欧洲，而是日本。
　　2009年10月21日的《纽约时报》有一篇题为《持续增加的国债是日本经济的威胁》的报道，其中
也指出日本未来发生日元贬值、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极高。现在的日元升值只不过是最后的狂热
（thelast hurrah）而已。
　　除这篇报道之外，自2010年度预算的异常状况被曝光以后，其他国家对于日本经济、财政破产的
警戒感也都极速提升了。但不知为何，似乎只有日本人还没有感到危机。现在日本的状况，正如驶向
冰山的泰坦尼克号上那些狂舞的人们一样。
　　很多人认为日本的经济问题是通货紧缩和日元升值。但日本真正的问题却是通货膨胀和日元贬值
，这是十分可怕的事实。通货紧缩、日元升值，这些对于无法根据状况改变经济模型的企业来说是大
问题，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并不算什么。如果工资名目金额不变，物价下跌实际上就相当于收入增加，
这是消费者们喜闻乐见的事情。对于那些靠养老金和定期存款支持退休生活的人们来说，当然是通货
紧缩更受欢迎了。
　　日本在消化国债方面之所以没有发生阻碍，就像本章1中所论述的那样，是因为民间投资资金的
需求减少了。实际上银行贷款余额在减少，持有的国债在增多。在这种状况下，问题虽然不会变得太
明显，但水面之下的问题依然严峻。因为没有投资，日本经济未来的生产能力就会降低。也就是说日
本的体力确实在不断衰退（现在总投资已经低于资本损耗）。如果未来生产力下降，税收将无法指望
，所以实际偿还国债的可能性将急速下降。
　　考虑到这一点，日本的财政问题实际比希腊严重得多。日本财政（或日本经济）总有一天会崩溃
。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的就是，现在的财政构造没有持续下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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