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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自 9 0年代开 始 的 平成萧条
,

从短 期来看
,

金融机构 的问题和经济有效需求 不足是经济负增长

的主要原 因 ; 从长期来看
,

却是 日本中长期潜在生

产力的增 长减缓的表现
。

除泡沫经济所 导致的长期

资本
、

劳动投入减少外
,

日本现有产业结构优势 的

削弱
、

在 计算机信息领域所处的落后地位有可能成

为长期生产力增长减缓的主要 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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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19 98 年的 日本经济状况及原因分析

日本经济在 80 年 代后期还维持着较高

的增长速度
,

进人 90 年代后
,

经 济增 长率

急速下滑
,

19 92 年至 19 94 年 降至 O 增 长水

平
。

95
、

96 年虽有所 回升
,

但 1997 年 又跌

人负增 长
,

19 98 年继 续黑 暗一 片
。

这 主要

表现在
① : ( 1) G D P 的实际增长率 199 8 年 4

个季度连续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

这在战后是

第一次
。

( 2) 当年企业破产数额也达战后之

最
。

( 3) 继 97 年秋三洋证券
、

北海道拓植

银行
、

山一证券破产后
,

日本长期信用银行

和 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又相继被政府接管
,

这

也是战后首次
。

( 4 ) 失业率升至历史最高水

平
,

98 年 11 月达 4
.

4 %
。

( 5) 股 价下跌
,

日经平均指数 9 月下跌至 13 500 日元
,

是泡

沫经济崩溃以来的最低水平
。

( 6 ) 中央
、

地

方财政赤字急剧扩大
,

东京都
、

大阪府都陷

人了财政破产的边缘
。

导致这种经济波动的

原因有短期的因素
,

也有长期的经济结构性

方面的因素
。

(一 ) 短期原 因分析

从 短期来看
,

导致这一萧条深刻化的原

因有企业 的行为
、

消费者心理和金融方面的

问题
。

通常企业库存增加
.

、

投 资欲望降低
、

消费低迷是引起经济陷人衰退恶性循环的主

要原因
。

19 98 年 日本金 融 系统 的问题
,

更

使经济衰退进一步深刻化 了
。

在消费方面
,

97 年消费税 的提高使私人 消费大幅度 回落
,

之后虽有所 回升
,

但 98 年秋季金 融机构 的

破产所 引发的金融不安再一次使消费者信心

受挫
。

对企业来说
② ,

( )l 消费低迷
、

内需

不振导致企业库存增加 ; ( 2) 由于亚洲金融

危机的影 响
,

制 造 业 对 亚洲 的 出 口 减 少 ;

( 3 ) 政府对银行不 良债权的整顿使银行紧缩

对 中小企业的贷款
,

中小企业破产数额不断

增加
。

这些 因素使制造业的各主要企业开始

调整并削减其设备投资计划
,

企业开始大量

裁员
、

调整其就业结构
。

失业的增加进一步

冷化了人们的消费心理
,

从而促使恶性循环

不断深刻化
。

为此
,

日本政府从 19 97 年秋开始 出台

了一系列的 紧急经 济对策
,

以扩大有 效需

求
。

在扩大公共开支的同时
,

大幅削减所得

税和法人税
,

并投入资金确保金融安定
、

缓

解银行 的信用 紧缩
、

对付失业 的扩 大
。

另

外
,

还通过发放地 区商业振兴券的方式促使

国内消费扩大 ; 通过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支援

以期亚洲经济快速恢复
。

然而
,

虽各次出台

的综合经济对策 的公共开支数 目越来越大
,

但政策效果并不令人乐观
,

反而恶化了 日本

的 财 政状 况
。
9 7

、

9 8年 日本 的经 济连 续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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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负增长
,

这是 日本经济从 19 74 年 第一次 机的生产 中
,

作为产生高附加价值的生产环

石油危机以来的第二次负增长
。

第二次石油 节一 0 5 的生 产现 在 已 被美 国所垄 断 ; C P U

危机的时候
、

日元升值引发经济萧条的时候 也是奔腾公司的产品
。

这意味着在将来处于

以及泡沫经济崩溃的时候
,

都没有出现过负 产业 中心地位 的领域里 日本 已没有优势
。

导

增长
。

因而 19 9 8 年被认为是 战后 日本经济 致这一结果最根本的原因与 日本现有的产业

最黑暗 的一年
。

这不能不促使我们去寻找经 及经济结构有关
。

极端地讲
,

日本现有 的以

济结构方面的原因
。

间接金融为中心的金融体制
、

企业体制不适

(二 ) 长期 结 构原 因分析
`

合于孕育和发展风险企业
。

纵观美国的计算

从长期来看
,

进人 90 年代 的 日本经济 机产业
,

除一家过去传统 的大企业 BI M 外
,

萧条是 日本中长期潜在生产力的增长减缓 的 D ell 计算机
、

微软
、

Y all oo 等企业都属风险企

表现
。

除泡沫经济崩溃后企业设备投资欲望 业
。

这一领域的企业规模小
、

风险大
,

昨 日

的降低钝化 了资本存量 的增长率并使 中长期 还不存在 的企业 因一两个人 的技术思维创新

劳动投人水平也减少之外
,

还有以下结构方 今天就可称霸世界
。

反观 日本的计算机产业

面的原 因
。

均是大企业的世界
,

大企业 以银行融资为中

第一
,

亚洲各 国经济的发展使 日本现有 心
,

企业 内部实行年功序列制
、

技术创新依

的产业 结构逐渐失 去其原有 的产业优势
。 ①

靠团队精神等等
,

这些都不利于企业和银行

虽然亚洲各 国现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

经济 进行风险高
、

收益大的投资活动
。

陷人混乱
,

但从亚洲各 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方 首先
,

是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以银

面看
,

各国已在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成功
。

行融资为主体的企业融资制度使银行和企业

这一趋势还将保持到将来
。

更重要 的是
,

80 的风险承受能力降低
,

不利于风险企业的生

年代以后
,

推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 成和发展
。

从银行方 面看
,

在泡沫经济崩溃

展的产业 已从过去 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业 后
,

银行等金融机构受不 良债权 的影响
,

风

转向了重化学工业和一些高技术产业 (例如 险承受能力降低
;
从企业方面看

,

过去企业

台湾地 区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计算机生产地 依赖大银行贷款
、

与银行相互持股的体制
,

区 )
。

它们的工业化是靠大量生产 的制造业 在泡沫经济崩溃后
,

越来越不利于企业的发

出口 的增长来 实现 的
,

其 出 口 产业 遍及汽 展
。

这一方面表现在银行股价的下跌使企业

车
、

钢铁
、

计算机
、

造船等各行业
。

除亚洲 持有银行股票的风险增加 ; 另一方面
,

银行
“

四小
”

外
,

A S E A N 各国及 中国的工业化趋 的风险回避行为本身就阻碍 了企业进行风险

势也在偏向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产业的发展 高的投资活动
。

再加上长期 以来银行对中小

上
。

这可以说是 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时期所采 企业的贷款多以不动产担保为主
,

这一比例

用的模式
。

现在亚洲各 国已在 日本的各出 口 儿乎 占全部贷款 的 3 4/ 的水平① 。

即便 是那

行业形成竞争优势
,

逐渐赶超 日本
,

并开始 些将来有较大发展空 间的中小企业
,

如果没

削弱 日本的产业优势地位
。

有足够的不动产担保
,

也不能获得银行的贷

第二
,

日本在 目前具有强大潜在发展力 款
。

的计算机
、

信息通信领域已落后于美国
。

这 其次
,

是企业与企业之间
、

企业 内部的

一领域以计算 机和因特 网为代表
,

从 80 年 问题
。

日本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长期合同关

代起技术水平发生 了巨大变化
,

并已成为将 系
,

或结成垂直企业 系列
,

或结成水平企业

来经济发展非常有潜力的部 门
。

然而
,

日本 集团 ; 企业 内部也靠长期合同把员工固定在

在这一领域却处于落后的地位
。

例如在计算 企业
。

在过去 的产业结构下
,

这种企业体制

①野 口悠纪雄
.

②经济企 画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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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间零部件的供应
、

技术转移以及对被

雇佣者的保障等方面确有很大的优势
。

但在

现有的经济环境下
,

信息
、

软件
、

英特网等

已成为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
,

企业越来越向

着高度专业化 的方向发展
。

这要求不仅企业

内部要具有适 合于人们创 意充分 发挥 的环

境
,

而且企业本身也必须具有能按市场需要

充分调整的柔软性
。

显然
,

现有的企业体制

已不再适合于 日本企业今后在信息通信领域

的发展
。

我们认为 日本经济需要重新进行经济与

产业结构的调整
。

在长期
,

通过产业结构的

调整
,

以重新确立与亚洲各国的分工 关系 ;

在 目前
,

日本 经济 迫切需要 调整其政 府行

为
、

金融体制和企业体制
,

使 日本经济能在

新的世界经济环境 下孕育和发展风险企业
,

创建新的支柱产业
。

只有这样
,

其长期生产

力的增长才有可能提高
。

二
、

调整及对策

战前 的日本经济结构与现有的经济体制

有根本的不同
。

可 以说
,

战前的体制是以市

场经济为中心的经济体制
。

例如
,

劳动者可

在企业间 自由流动
,

靠能力晋升 ; 企业受大

股东操纵 ; 企业融资主要 以股票
、

债券的发

行为主
。

19 40 年前后 的改革
,

从根 本上改

变了这一体制
。

政府建立了以长期信用银行

为中心的间接金融体制
,

企业的直接融资手

段受 到了严厉的制约
。

劳动者在企业间的流

动也 因为政府的工资管制等政策而受阻
。

特

别是大藏省和 日本银行的存在
,

更加强了政

府指导和干预经济 的能力
。

在这套体制下
,

通过五六十年代的赶超
,

日本经济迎来 了经

济的高速增 长
。

到 80 年代
,

这一体 制被作

为一种经济成功的样板而被承认
。

然而
,

在

今天新的经济环境下
,

它却有可能阻碍着 日

本经济长期潜在生产力的发挥
。

要保持 日本长期生产力的增长潜力
,

首

先应该是充分挖掘现有产业的生产力
。

这就

需要减少政 府对经 济 的干预
,

放宽 各种规

制
,

鼓励 自由竞争
。

长期存在的政府的各种

规制既限制了企业间的自由竞争
,

又阻碍了

企业根据市场需要展开新的技术革新
、

扩展

新的发展领域
。

减少规制
、

鼓励竞争就可释

放现有企业的增长潜力
。

一个颇具说服力的

例子就 是
,

95
、

% 年前后实施 的 电气通信

的自由化和允许新的企业进人发 电行业 以降

低 电力 价格等措施
, ①
使这 两个行业 的设 备

投资急剧增加
、

产 出扩大
。

其 次
,

需要调整经济环境
,

为风险企业

的生成 与发 展创造 条件
。

这需从两方 面着

手
:

一是提高现有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
。

在

解决好不 良债权问题
、

重组银行资产内容的

同时
,

银行还需提高自身的事前审查和风险

评估管理能力
,

以 降低银行对土地不动产担

保的依赖
。

二是拓 宽企业融资渠道
,

提高企

业融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
。

例如
,

通过放宽

限制
,

使企业可通过股票市场或出售公 司债

券等方式进行风险融资
。

另外
、

配 介个 融体

制的改革
,

还需进 行现有企业 体加
j
自改革

,

以使企业能及时根据市场需要调整其投资决

策和雇佣关系
。

这有利于现有企业特别是中

小企业根据 市场需要从事高 风险的产业 活

动
。

从长期来看
,

日本经济需要一个新的支

柱产业
。

虽然从 目前来看
,

日本经济的问题

都集中在金融问题上
,

但能否再生却取决于

实物经济的发展
。

现有 的日本企业结构
、

以

间接金融为中心的银行融资体制以及各种政

府的限制条件 已不利于风险企业的生存和发

展
。

所 以
,

日本经济要再生就需要脱离现有

的经济体制
,

创建新的支柱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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