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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界在整个 80 年代都在提倡学习日本

人力资源管理的日本模式 ,但美国企业界并

没有打算将其管理模式彻底“日本化”,相

反 ,大多数美国管理学家和企业家对带着深

深的日本文化传统烙印的终身就业制和年

序工资制仍持批判态度 ,因为这些制度与美

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几乎是背道而驰的。

90 年代初以来 , 美日两国企业在国际

市场上的竞争形势又发生逆转。受泡沫经济

破灭和经济危机的影响 ,日本的大中型企业

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经营业绩大大下降。相

反 ,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则节节

胜利 , 高唱凯歌 , 大有重温美国企业在国际

市场上“霸主”旧梦的趋势。企业营销利润压

力迫使日本企业对其以终身雇用制为基础

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反思 ,它们又回过

头来重新学习美国成功企业的管理方式 ,以

图建立一个更高效率的管理模式。事实上 ,

我们前面讲到的日本模式和美国模式的优

势或长处都是相对而言的。一般而言 ,日本

模式在技术变化不大的行业具有相对优势 ,

而在技术变化急剧的行业中 ,美国模式则更

具竞争力。

在当今国际经济竞争的新阶段 ,美国和

日本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融合趋势更为明

显。一方面 , 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 , 发达

国家进入知识经济阶段 ,新产品和新技术的

开发速度空前加快 ,企业所需人才比以往更

为多样化 , 在这种情况下 , 市场配置资源的

作用会更加显著 , 因此 , 日本模式需要进行

重大调整 ,它要改变原来那种不重视劳动力

市场对人力资源配置、人力资源流动性差的

状况。从实际情况看 ,当前许多日本企业也

已经取消了终身雇用制 ,加强了企业内部的

竞争 ,年功序列制逐渐被打破 ,原有的“按部

就班、内部提拔”的规则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

人力资源的流动性大大增强 , 所以有人说 ,

日本企业人事制度的“三大支柱”实际上已

经倒下了两根。另一方面 , 随着竞争的加

剧 , 市场形势瞬息万变 , 这越来越要求企业

下放决策权 , 而分权决策要取得较好效果 ,

要求企业员工有较强的责任心和自觉性 ,在

这方面 ,劳资关系具有对抗性特征的美国模

式就存在较大的劣势 ,因此必须向注重劳资

合作关系和一线职工参与决策的日本模式

学习。很多迹象表明 , 许多美国公司也正朝

着这个方向进行调整和改革。如福特汽车公

司和克莱斯勒公司 (现为戴姆勒———克莱斯

勒公司) 在和其他企业联合过程中 , 在加强

职工培训、吸收一线职工参与管理等方面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由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根植于一

国的文化传统和经济体制 , 而且还与该国的

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开放程度有关 , 因此 ,

它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 , 也不可能存在一个

世界统一的模式。所谓的美、日模式融合也

只是相对的 , 这并不排除各国人力资源管理

仍保持各自的特色。从理论上来说 , 较为理

想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既具有美国模式

的高竞争、高效率和日本模式所具有的员工

安全感、责任心、归属感及优秀的员工素质 ,

又能克服美国模式的短期行为、两极分化和

日本模式的低效率和人浮于事。从这个角度

来讲 , 有着互补优势的美国和日本模式融合

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作者单位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

日
元
汇
率
走
向

及
其
发
展
趋
势 □

蔡
友
英

1999 年 7 月以来 , 日元汇率日益坚挺 , 备

受人们关注。9 月 10 日日本中央银行动用约 20

亿美元干预日元/ 美元汇价 , 但无功而返 , 干预

失败后 , 日元汇率被大幅推至 1 美元兑 106 日

元附近。9 月 15 日日元兑美元升至 1996 年以来

的新高 103. 20 :1。其后日本央行再度入市干预 ,

并谋求日美合作干预汇市 ,美元虽快速反弹 ,但

仍在 1 美元兑 107 日元左右受阻。10 月 27 日受

银行界人士表示美国面临通货膨胀危险和美国

公布主要经济数据的影响 , 美元兑日元被大幅

度推低至 1 :103. 95。日元汇率为何在日本央行

数度干预之后 ,仍稳中有升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

有七个。

第一 ,日本经济开始复苏后 ,投资者对日元

信心增强。1999 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复苏迹象明

显 , 其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达 3. 4 % , 大大

超过原先的预料 , 日元因此受到日本和全球基

金经纪人的偏爱并出现强劲升值。尤为显著的

环 球 扫 描

主持人 :路 辉
ECONOMIC TRIBUNE



312000 ·4 经济论坛

是日本住房建筑业回升强劲 ,《日本经济新

闻》1999 年 10 月 22 日发表的调查表明 ,

1999 年第三季度的公寓销售比上年同期增

长 22. 3 % ,连续四个季度增长。1999 年 9 月

份的住宅销售签约率高达 77. 5 % ,连续 10

个月高于住宅市场是否景气的 70 %的标

准。据日本 38 家大型建筑公司预测 , 1999

年第四季度的公寓销售将继续呈现两位数

以上增长。日本经济再度为人们看好 ,日元

升值自然顺理成章 ,美元兑日元进而走弱。

第二 ,美国经济连续 8 年的景气扩张

期 ,似乎已到强弩之末。亚洲金融危机发生

之后 ,美国不仅扩大吸纳各国的廉价出口商

品 ,也成为投资者的避险天堂。据美国商务

部统计 ,1998 年外资投入美国证券市场包

括股票、公债等方面的资金创纪录地达到

2650 亿美元 ,外国人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也

高达 1960 亿美元 ;而美国的资本流出 (包括

投入外国证券市场、直接投资及美国银行对

外贷款等) 总值仅达 2980 亿美元。1999 年

以来 ,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 (地区) 的经济开

始复苏 ,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则呈现减缓趋

势 ,股市泡沫成份增加 ,外资流入美国证券

市场或对美直接投资的速度减缓 ,加上美国

1999 年可能创下 2600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新高 ,投资者为降低风险 ,纷纷缩小在美投

资比例 ,将部分资金转向日本及亚洲其它国

家和地区 ,据日本中央银行统计 ,仅 1999 年

上半年 ,通过股票等形式纯流入日本的外国

资金就达 500 亿美元。

第三 ,日本政府和中央银行的金融举措

多手并举 ,人们有理由看好日本经济的发展

前景。1999 年以来 ,为促进日本大型银行的

改革 ,日本政府对日本大型银行注入大量的

官方资金 ,日本央行还采取零利率政策 ,使

得日本金融体系趋向稳定。日本三大银行 ,

即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

宣布将于 2000 年秋天共同出资组建金融持

股公司 ,实行金融业务大联合 ,三银行合并

后的总资产为 13180 亿美元 ,遥遥领先目前

资产为 9060 亿美元的全球银行龙头德意志

银行 ,将成为世界总资产最大的银行 ,此举

揭开了日本金融界大联合的序幕。1999 年

10 月 14 日日本的住友银行和樱花银行恰

商结盟意向 ,计划于 2002 年 4 月完成合并 ,

合并后总资产达 9250 亿美元 ,有望成为世

界第二大银行 ,宫泽称此举“正是时候”将使

“整个日本经济受益”,标志继欧美银行大联

合之后日本金融界进入“反守为攻”阶段。日

本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进一步促使日

本景气步入复苏。第二届小渊内阁于 1999

年 10 月 5 日正式成立 ,在众议院和参议院

分别拥有 357 席和 141 席的执政党无论在

众议院还是参议院都占有绝对优势 ,小渊内

阁经济政策的持续性也必然维持。

第四 ,美国通货膨胀率初显上扬之势 ,

外国资金撤出美国已露端倪。一直被许多经

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率较低的美国经济开

始出现变化 ,从这些变化中 ,可以看到通货

膨胀上升的阴影。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统计

数据 ,1999 年 8 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

了 0. 3 % ,批发物价上升 0. 5 % ;9 月份批发

物价上升了 1. 1 % ,为 9 年来的最高纪录 ;

除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外 ,塑料、纸张和化

工等初级产品的价格 ,按年率计算比 6 个月

前上升 2. 9 % ,为 4 年来的最大升幅。进口

物价上扬 ,通货膨胀的发展 ,加重调升利率

的压力 ,使美国市场的吸引力降低 ,从而冲

击到股市 ,投资者资金缩水 ,促使外国资金

从美国撤出。

第五 ,美国经济债务规模空前 ,公司和

个人举债已到危险程度 ,这使得美国经济受

到冲击的危险性大大增加。目前美国家庭的

负债总额已相当于年可支配收入的 98 % ,

远高于 80 年代举债热时期的 80 %。与此同

时 ,公司借债额也大幅增加。据标准 ———蒲

耳氏统计 ,1999 年上半年全球公司拖欠的

债务为 200 亿美元 ,其中 85 %是美国公司

欠债。从现实情况看 ,1999 年是 1991 年以

来美国公司拖欠债务最为严重的一年。1999

年剔除联邦政府和金融机构所借债务 ,美国

的国内债务增加了 8 % ,增幅之大 ,为 80 年

代中期以来所仅见。由于美国外贸长期存在

巨额逆差 ,美国早已成为世界头号债务国 ,

不段上升的外债对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威胁 ,

其结果很可能是引发美元汇率下跌。

第六 ,日本正在酝酿的货币单位改革意

向及干预汇市雷声大、雨点小的做法 ,显露

出日本国内对日元汇率的升值预期。日本金

融当局梦寐以求的目标是 :提高日元的国际

地位 ,推动日元国际化 ,与美元、欧元形成三

足鼎立之势。日本执政党货币单位改革委员

会提出改革日元货币单位 ,将 100 日元改为

1 新日元 ,最终实现 1 日元兑换 1 美元的设

想 ,就是以 100 兑 1 美元的假设汇率为前

提。虽然日本不愿意放任日元过早、过快升

值 ,但日本中央银行对日元汇率的数度干

预 ,至今只是小规模 ,没有大动作。

第七 ,欧元与日元都有觊觎美元霸主的

长远之策 ,孜孜以求的是作为国际储备、国

际结算主要货币获取更大的收益。欧元诞生

之后 ,虽然暂时呈疲软态势 ,但欧元区是世

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和最大贸易集团 ,因

此 ,欧元的诞生 ,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 ,以

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制必将被多样化的体

制所取代 ,即使日元还没有瓜分到更多的利

益 ,也会因美元的相对削弱 ,呈现日元对美

元的相对强势。

当然 ,日元的前景也并非丽日睛空、风

景独好 ,制约其升值或贬值的因素 ,既有日

本国内的 ,又有国际的。从当前的情况看 ,日

元至少还有如下疲软因素。

第一 ,日本为了保持其出口商品的竞争

力 ,并不希望日元升值走得太远。众所周知 ,

币值升高 ,出口商品的价格也随之升高 ,就

会削弱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亚洲金融

危机爆发后 ,人们自然把目光盯在这一地区

最大的经济强国日本 ,希望日本政府能承担

经济大国的责任 ,阻止日元贬值 ,刺激内需 ,

扩大从东南亚进口商品 ,以稳定地区经济形

势。但是 ,“弱势日元”对日本出口有利 ,能与

周边国家抢夺有限的市场 ,继续不断地向世

界倾销商品。因此 ,我们看到 ,与中国坚持人

民币不贬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在亚洲金融

危机几经反复并愈演愈烈的“非常时期”,日

本反而听任日元贬值与亚洲国家争夺市场。

第二 ,日本经济仍面临很大困难 ,日元

大幅升值也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支撑。总的来

看 ,日本经济元气未复 ,泡沫经济破灭后留

下的不良债权额达 80. 6 万亿日元 ,私人消

费和投资仍疲弱 ,日本失业率仍维持历史高

位 ,国内需求低迷。

第三 ,各国经济存在着相互依赖的格

局 ,彼此之间存在许多制约的因素。日本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不可能无限制地积

累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债权 ,美国和其

他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国家和地区 ,也不可

能无限制地积累对日本的债务。如果日本继

续以外需来维持经济增长 ,全球国际收支平

衡将继续恶化 ,加剧世界经济的震荡 ;另一

方面如果日本资金突然撤出美国 ,美国的泡

沫经济有将崩溃之虞 ,早已负债累累的美

国 ,乃至世界经济就有可能陷入不景气之

中。因此 ,日元对美元的强势、弱势都不可能

无限期的持续下去 ,它总是与一定的政治、

经济条件相联系 ,从而达到某种动态的平

衡。

权衡上述各种因素 ,日元汇率将呈现

“拉锯”状态。从短期来看 ,只要日本经济持

续恢复 ,日元将继续呈上升态势 ,其间难免

还会上下波动。波动的幅度取决于投机者和

政客们为各自目的而利用即时的利好、利空

消息左右投资者的预期。从中、长期看 ,只要

不出现大的意外情况 , 日元汇率将以 100 至

110 日元兑 1 美元为中心波动。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经济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