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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

内容概要

《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理论和政策的互动》通过翔实的资料，围绕日本经济体制“四大特征”形
成，以及理论和政策的互动对“四大特征”的影响，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日本的“战争崛起”。近世
以来，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如同一栋大厦的建造：作为德川幕府“序幕”的“关原之战”，为其
“平整地基”；“日清战后经营”的展开，使之正式“开工兴建”；一战期间的“大战景气”及其后
的“昭和恐慌”，使之“轮廓初显”；二战期间“总体战体制”的建立，使之“结构封顶”；战后经
济民主化改革，使之“装潢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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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研究状况综述
第一章 关原之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嬗变
一、关原之战和幕藩体制的建立
二、小农自立和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
三、江户三大改革：殖产兴业政策的源头
四、“财阀”的出生和“日本型经营”的萌芽
五、现代金融体制的温床：江户时代的金融业
第二章 江户时代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转型
一、江户时代最初的“经济学家”
二、经济合理主义者和流通合理主义者
三、农本主义经济论者
四、日本型重商主义经世学者
第三章 “日清战争”前后经济结构和体制的激变
一、殖产兴业：日本现代产业的形成
二、“日清战后经营”：经济体制史的里程碑
三、从“政商”到“财阀”和“官商一体”的象征
四、“二重结构”的母体：“株式会社”的勃兴
五、“自由劳动者”的产生和“三大神器”的隐现
六、现代日本金融体制的滥觞
第四章 明治时代影响政府决策的经济思想和理论
一、“殖产兴业”和“日清战后经营”的指导理念
二、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先驱
三、“国民教师”的“贸易立国主义”
四、“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三大贡献”
五、贸易“自由”和“保护”之争
第五章 一次大战和现代经济体制“四大特征”的显现
一、日本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构性变化
二、“大战景气”的刺激和“昭和恐慌”的冲击
三、从“引导”走向“统制”的政企关系
四、“日本型经营三大神器”的成型
五、“间接金融”的迅速发展
六、“日本经济二重结构”的形成
第六章 大正至昭和初期影响深远的经济理论和争论
一、“日本式劳资关系原型”的理论和实践
二、“本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
三、“日本法西斯理论鼻祖”的思想和理论
四、“井上财政”和“高桥财政”的指导理念
五、“金解禁论争”
六、“日本资本主义论争”
第七章 二次大战和“四大特征”的确立
一、“总体战体制”的构建
二、“政企关系”的激变
三、“日本型经营三大神器”的定型
四、“间接金融体制”的确立
五、“协力体制”和“互相持股”的形成
第八章 昭和后期至平成时期褒贬“四大特征”的理论和学说
一、解构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三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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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析“日本株式会社”
三、“日本型经营三大神器”的“利”和“弊”
四、战后日本金融体制的“光”和“影”
五、“二重结构”和“互相持股”的“善”和“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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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关原之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嬗变一、关原之战和幕藩体制的建立江户幕藩体制是在关原
之战后正式揭幕的。以战争建立的幕藩体制，是以建立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为导向的明治维新政府必须
接受的“遗产”，同时也为历经中日甲午战争、一战、二战最终成型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四大特征
”，举行了奠基礼。庆长三年（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在伏见城死去。临死前，丰臣秀吉留下遗
言，由“五奉行”长束正家、石田三成、增田长盛、浅野长政、前田玄以，任其6岁遗孤丰臣秀赖的
“付家老”（监护人）；“御法度、御置目之仪”即国家的治理，由“五大老”德川家康、前田利家
、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宇喜多秀家“合议”；“太阁藏入地”即他的领地和其他“算用”，由德川
家康、前田利家总揽，由此建立了所谓“后丰臣秀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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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按照约定俗成的“常规”，一本书完稿之后，最好为其写个后记，我本一介俗人，当然难以免俗。据
我观察，“后记”主要有两种“模式”，而且这两种“模式”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学者以博士论文为基
础撰写的论著中，均可找到范例。一种我戏称为“获奖感言型”。例如，王新生教授在其大作《政治
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的后记中，以饱含感恩之心的笔调写道：“从1997年9月
到2007年7月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亲身（耳）聆听了沈仁安先生、宋成
有先生两位指导教授孜孜不倦的多方面教诲，也得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热情指导；此后在日本‘东京财团’的资助下赴日考察，得到东京大
学法学部教授蒲岛郁夫、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石井明，等先生的热情指导，在此一并对上述
有关方面及诸位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另一种我戏称为：“呕心沥血型”。例如，夏洞奇博士在其
大作《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后记中，开篇即让读者浸染了他的心血：“就耗费
的时间和心力来说，这本《尘世的权威》就相当于我的‘magnumopusetarduum’。（按：意为“饱尝
艰辛完成的大作”）。首先因为它承载了我对北大十年的记忆。回头思量，在负笈燕园的十年间，我
错过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确实，正是那里的湖光、塔影、银杏、书香改变了我的志趣爱好，扭转
了我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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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理论和政策的互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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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愧是京都大学毕业的冯老师，考据派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写得很有诚意
2、我是为了对幕末明治的经济状况有更深了解而买这本书的，可以说，达到预想。是本很不错的专
业性质的指导书。值得一看。
3、冯玮老师的书总是很有深度，也很有高度！
4、很扎实的著作,对于了解日本近代以来的经济政策变化很有帮助.自由主义在任何后发国家都是积极
的力量
5、对了解日本经济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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