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经济数字地图2010》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日本经济数字地图2010》

13位ISBN编号：9787030286017

10位ISBN编号：7030286014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作者：陈建 编

页数：23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日本经济数字地图2010》

前言

2010年，受经济危机影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经济恢复方面仍面临重重困难，在其发展的道
路上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而中国则因坚持改革开放和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克服了外部环境
的不利影响，使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在“十一五”收官之年的2010年有望实现预期的发展目
标，并为制定和实施“十二五”规划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从全球经济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毕竟
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人均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
市场经济尚未完全确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任重道远。如何应对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
彻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和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依然面临着极为
严峻的课题和诸多尚未经历的巨大挑战。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方兴未艾，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融
入了这个潮流中，形势需要我们了解自身、了解世界，即准确地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了解
世界主要国家所发生的重大经济事件及其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借鉴国外经验与汲取教训中
发展自己。为实现这一目的，科学出版社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共
同策划、创作（编写）和出版了“经济数字地图系列”。随着当今社会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
更加珍惜时间、注重效率，希望以最便捷的方式获取信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本系列力图以最简洁
的语言、最直观的图示形式和最准确的统计数字，将中国的最新经济发展概况和世界主要国家的最新
经济数据，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尽可能多的信息量，在第一时间里呈现给国内的广大读者。希望阅读
本系列书的各级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者和相关学者都能各有所获，对所有有兴趣阅读本系列书的读者
能有所帮助。同时期望本系列的海外版能够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独特窗口，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
是如何认识世界的一个信息源和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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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经济数字地图(2010)》的资料及数据均引用至2008-2009年的最新经济数据，涵盖日本经济的方
方面面。在写作特点上，加入大量制图，图文并茂。《日本经济数字地图(2010)》共八章，全面介绍
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数字地图的新颖手法，图文并茂的写作形式，牛动、形象、直观、鲜
明地勾勒出日本经济发展的全貌。广大读者通过阅读此书，可以借鉴日本发展经济的经验，分析解决
发展经济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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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太平洋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理事。主要研究世界经济、区域经济合作等问题，曾出版《世界经济当中的日本》、《21世纪日本经
济发展战略研究》等专著，发表《“大爆炸”—日本金融改革及其实施前景》、《日元狂贬会不会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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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经济现状与走势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泡沫经济”的破来灭，日本经济陷入了以通货紧缩为
主要特征的长期停滞怪圈，被称之为“失去了的十年”。我、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日
本经济的衰退。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经济开始呈现温和的复苏，然而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
其出现自上世纪70 年代以来最大幅度的负增长。2010年上半年，日本经济表现出复苏迹象。日本经济
状况及发展趋势，在与世界及主要国家的比较中更为清晰。20世纪60、70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
时期。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以及90年代开始的长期衰退，日本仍然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近年来，日本经济总量第二的地位受到中国的挑战，日中两国GDP差距逐年缩
小，2010年有可能被中国超越。对外贸易与财政状况在对外贸易方面，金融危机爆发前，日本的进出
口总额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和产品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图中的四条
曲线分别表示了以2000年为基准，2000年到2009年日本分别对世界、美国、欧盟和亚洲的出口与进口
总量变化趋势。2004年，日中（包括香港在内）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美国，2005年前三个季度的贸
易额也达到1667亿美元，超过了日美双边贸易总额的1477亿美元。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头号
贸易伙伴。2002年到2004年日本对中国的年出口增长率始终保持在两位数水平。但在财正方面，却并
未能实现“以财政刺激增长，以增反哺财政”的良性循环。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财政支出和社会保障
关联费用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经济低迷以及减税措施所导致的税收减少，日本政府背负了巨
额的财政赤字。基结果是，到2009年底为止中央和地方的长期国债余额累计约为1038亿日元，占名义
GDP的比重高达218.6%，为发达国家中的最高水平。日本2009年名义GDP为49106亿美元（4749240亿日
元），比上年下降6.0%，虽然仍保住了世界第二的位置，但与第三位的中国只相差6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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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我们的近邻日本，是亚洲的第一经济大国，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泡沫经济
”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了以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的长期停滞怪圈，被称之为“失去了的十年”，这
也是二战后日本经济出现的最为严重的衰退局面，甚至可以说，目前的日本还没有完全从经济低谷中
走出。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日本的世界第二位经济大国、金融大国和债权大国的地位并没有
发生变化。日本在资金、人才和技术等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方面优势并没有丧失。而且，日本拥
有从应用技术到高端技术的各种层次的先进技术，制造业技术在世界上仍遥遥领先。作为东亚地区最
大的两个经济体，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对两国经济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日经贸关系是中
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日关系的基础。中日经济合作具有双赢效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中日经济关系迅速发展是两国间经济结构具有很强互补性的直接结果。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已给中日
双方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中日经济关系已经成为整个中日关系中最活跃、最理性的部分。中日经济合
作无疑是中日两国国家利益的主要交汇点，是两国关系长远而坚实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中日之间生产要素相互交流，并按价值规律进行合理配置，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已逐步形成
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目前，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已形成包括产品贸易、服务贸易、技
术贸易、相互直接投资、金融合作、环保合作、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经济知识交流与政策协调等
在内的多领域关系。有鉴于此，我十分乐意向我国广大读者推荐由科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日本经济
地图2010》。本书分别从日本经济总览、金融证券体系、国际收支与对外贸易、产业分布与发展、能
源结构与利用、社会保障体系、国民生活实态、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全面介绍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
和现状，以数字地图的新颖手法，图文并茂的写作形式，生动、形象、直观、鲜明地勾勒出日本经济
发展的方方面面。广大读者通过阅读此书，可以对日本经济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纵览全书，可以
发现以下几大特点：首先是它的权威性。书中所参考和引用的数据，绝大部分直接来自日本官方及各
相关行业的最新统计数据，有很高的准确度和可信度。其次是它的全面性。全书分别从各个领域对日
本经济作了充分介绍，特别是对包括物价、房价、交通、家庭收支、社会保障等国民生活实态也作了
详细描述，这在以往的许多有关日本经济的书籍当中也是很少见的。再次是它的通俗易懂性。本书试
图以“地图”的形式来展示日本经济全貌，各种数据都十分直观，一目了然，而且基本每幅图表的关
键之处都有言简意赅的文字说明，十分醒目，尤其是对一些不甚具备经济学或统计学专业知识的一般
读者来说，可以起到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最后是它的比较性。本书采取纵横结合、内外结合的
写作方法，既有截至2010年上半年的最新数据，也有近10年甚至30年的发展趋势图，有助于读者结合
日本经济的历史深刻理解日本的今天。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何时、因何经历过几次
负增长？例如，近年来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暴涨和股市走势剧烈震荡，已经成为中国民众的关注焦点，
而近年来日本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时常见诸于我国报端的、拖累了日本经济整整20年的“泡沫经济
”，当时是怎么破灭的？又是怎么反映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上的？我们应当从中汲取什么教训？
等等，在本书都能找到答案。同时，本书还十分注重横向比较，不少章节在描述日本经济的同时，也
将其与其他发达经济体或发展中经济体作横向比较，有助于读者在比较中更客观地了解日本经济在世
界经济总体格局中的相对排名、地位以及发展速度，等等。本书由近年来活跃在我国经济学领域特别
是中日经济关系领域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学者共同策划并精心编写，李毅和陈
建这两位主编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和日本经济研究，堪称日本经济问题专家。而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他们在占有大量最新的第一手材料和数据的基础上，尝试着用一种全新的写作模式即“经济地图”的
模式，将长期以来一直以专业性极强、缜密、严谨、刻板、枯燥为特征的经济数据，演变成一幅幅制
作精美、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直观易懂、老少咸宜的“经济地图”而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令人耳
目一新，受益匪浅，这正是本书的最大亮点所在。综合以上亮点和特点，本书应当拥有一个庞大的读
者群体：就权威性和全面性而言，它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特别是日本研究工作者、政府公务员、
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大中学教师及学生研究与学习；就通俗易懂性和比较性而言，
它亦适用于对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环境问题等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阅读与参考。最后，我要由衷地感谢
科学出版社的领导们和编辑们。正是他们，用超人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为我们奉献了如此精美的精
神食粮！我完全有理由相信，编著者们和出版者们这种“寓教于乐，寓学于图”的崭新创作理念，与
国际最新出版潮流完全接轨的新颖的创作手法，必将会在我国出版业界开一代新风，并迅速为我国的
广大读者所接受、喜爱、欣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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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博士生导师 罗肇鸿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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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金融业讲得比较细，但有些数据又需要更新了，譬如住友信托现在已经和中央三井信托合并了
2、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外观装帧，都堪称是一本精品！第一次看到国内的图书有这种形式的排版布
局，很吸引眼球。颜色搭配也很炫，给人的视觉冲撞力很强，最重要的信息量很大。结合最新数据分
析日本经济方方面面，通俗易懂。另外，最让人惊喜的是这本书的价格出于意料的低，真是物美价廉
！很赞哦！
3、贵了些，对日本金融业、航空业和各区域发展战略说得较多，还有老龄少子化问题
4、这样也能出书，态度不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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