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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预测“继小泉之后的差别社会”的发展动向。今后的社会是继续“弱肉强食”“自
由竞争”“IT精英等富裕阶层受优待”呢，还是重返过去“重视平等”“压制有钱人”那样的国家呢
？为了预测这个问题，关键要弄清“差别社会是谁制造出来的”。    “差别”是由政府的政策造成的
人为的灾难(：政灾)，还是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因自小泉执政以前基尼系数就已持续恶化，所以“
差别”是听凭于全球主义发展的自然结果(=天灾)？随着今后差别社会的逐步深化，对差别社会产生根
源的讨论将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将会给日本政体带来巨大的影响。如果差别
是政灾，那么小泉自民党政权主导的“小政府路线”就会遭到强烈批判，政府就不得不改变以放松管
制为核心的、“自由·竞争·选择·成长”为主轴的政策。另一方面，如果差别是天灾，那么国民就
很可能会继续跟随“小政府政策”，举国一致等待“东山再起”的那一天。    无论政府策鞭挥向哪一
边，商业环境都会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育儿环境也会大相径庭，甚至是教育环境和职业规划也会受
到很大的影响。现在，如何解释我们目前面临的差别社会以及为此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都将对国民
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必须尽早掌握今后差别社会的发展动向。但是，包括“
究竟是谁和谁之间的差别”这一问题在内，差别社会目前极其混乱，使人难以辨认。另一方面，以国
会议员和学者为中心分左右两派来讨论差别社会的“差别傻瓜”也比比皆是。    究竟是小泉政权使差
别扩大的呢，还是差别只是虚有其表，是老龄化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呢？从迄今为止的历史和人类、
社会与生俱来的特性出发考虑，本书预测：差别必定会导致“政灾”。的确，在一定时期内，“差别
扩大只是一时性的，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是全球主义的结果”，政府诸如此类的辩解是可
以成立的。假如说，像小泉首相那样对赚钱毫无兴趣的人发表“既然有赚钱的人，就有赔钱的人，人
生百态”这样的言论，那么国民中会形成因魅力而宽恕的氛围吗？    但是，如果差别持续扩大，不久
之后国民的忍耐也会达到极限。如果发展到那一地步，认可差别存在的现实社会骤然一变，那么，多
数国民“对差别愤怒至极的社会”将随之到来。而这个灾难日会在何时到来、又将在怎样的条件重叠
在一起，国民才会流露出对差别的抵触情绪呢？    未来的政策：生命线的选择    假如人们对差别社会
示以强烈的抵触情绪，政府的策略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是不是就会修整以放松管制、自由竞争为中
心的“小政府路线”，一方面把从富裕阶层征收来的更多的税金和社会保险分配到贫困阶层，一方面
强化避免失业的政策，从而重新回到“大政府路线”的轨道上呢？    笔者预测：绝不会那么轻而易举
地重返“大政府路线”。一旦政府的信誉扫地，一致认同重返“大政府路线”的决策就不是那么容易
能达成的。另外，哪怕是回到“大政府路线”，政策问题也无法彻底地解决。看一看因市场主义政策
而招致差别社会的其他各国，他们也不过是一边苟延残喘地维持“小政府路线”，一边以缓和差别社
会的危害为目标修整政策而已。    那么，为了维持“小政府路线”、缓和差别社会的危害，有必要采
取哪些政策呢？这是本书后半部分的主题。    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结构。首先，第一章中说明了差别
社会的现状。并在这部分确认了差别是否真的在逐步扩大。第二章中思考了小泉政权和差别扩大之间
的关联。小泉政权真的使差别扩大了吗？从小泉政权和过去自民党政权执政策略的不同点出发，来探
讨小泉政权与差别扩大之间的关联。第三章中探讨了国民变得对差别愤怒至极的x日的条件。当在怎
样的条件重叠之时，“消灭差别”这样的呼声才会愈演愈烈呢？而把握这一问题关键的则是富裕阶层
、贫困阶层和政府的绩效。第四章中预测了当国民要求缩小差别的呼声变强时，政府会选择大、小政
府路线的哪一条。第五章中则预测了政府为维持小政府路线、阻止差别的扩大和固定化，今后应深化
怎样的政策等问题。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所涉及的“差别”指的是“收人差距”，或者说
是“工资差距”等诸如此类的“金钱方面的差别”。书中还附言了诸如“医生的孩子还是医生”“东
大毕业生的孩子还是东大毕业生”等有关职业、学历的差别以及其非固定化的问题。看待差别问题的
时候，我们通常较多地涉及“职业威望”“学历威望”“金钱(收人)”这三方面，但是本书自始至终
仅围绕金钱方面来论述差别。

Page 2



《富人的傲慢.穷人的怠慢-日本的伞�

内容概要

《富人的傲慢,穷人的怠慢:日本的社会病?》由中野雅至所著。首先，第一章中说明了差别社会的现状
。并在这部分确认了差别是否真的在逐步扩大。第二章中思考了小泉政权和差别扩大之间的关联。小
泉政权真的使差别扩大了吗？从小泉政权和过去自民党政权执政策略的不同点出发，来探讨小泉政权
与差别扩大之间的关联。第三章中探讨了国民变得对差别愤怒至极的X日的条件。当在怎样的条件重
叠之时，“消灭差别”这样的呼声才会愈演愈烈呢？而把握这一问题关键的则是富裕阶层、贫困阶层
和政府的绩效。第四章中预测了当国民要求缩小差别的呼声变强时，政府会选择大、小政府路线的哪
一条。第五章中则预测了政府为维持小政府路线、阻止差别的扩大和固定化，今后应深化怎样的政策
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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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是什么让人有贫有富？ 社会走向——穷的更穷，富的更富 日本：更多的人坠入下层 “啃
老族”的队伍在扩大 贫与富：无奈与迷茫 什么制造了贫富阶层？ 可怕的政策失衡 第二章小泉政权真
的是差别扩大的罪魁祸首吗？ 小泉政权民众的评判——6比4 结构改革就是让有的行业活、有的行业死
不靠谱的结构改革 换汤不换药的改革 放松管制不是小泉政权的新发明 日本的双高——债务和支出 通
产独大——小泉的秘密武器 诱导国民拜金 在美国勃起的时候日本疲软 小泉是“草率首相”吗？ 冷酷
的“安全网”与债务的硬着陆 仍不敢怠慢社会保障的小泉政权 让所有人恐慌的税 小泉暖昧的人类观 
小泉政权的三宗罪 为什么炒股人和出租车司机辗转难眠？ 是谁遗弃了中小零售业？ 不同地区的荣与
衰 谁是自由职业者的亲生父母？ 有钱人增加了吗？ 是谁制造了“差别”扩大？ 第三章崩溃末日的条
件 自由与平等——不可调和的水和油 什么样的不平等国民可以容忍？ 矫正差别的时代必将到来 日本
真的消灭贫穷了吗？ 老鼠的儿子有被迫打洞的可能 可怕的远景——社会环境恶化 差别扩大与经济发
展的荒谬悖论 未来的经济并不让人期待 有钱人会痛苦吗？ 贫穷是犯罪的原因吗？ 日本的官员没有蛀
虫吗？ 日本政治家的手段 能否用金钱去尊重知识分子？ 留学美国就会成为美国走狗吗？ 第四章富裕
阶层被逼上绝路了吗——“小政府路线”的持续性 贫与富——政府制造的灾难 敢怒不敢言的国民 谁
来保障单身母亲？ 谁来关注“啃老族”？ 预防犯罪更得民心 富人就可以用钱买命吗？ 为什么官员失
误却要穷人买单？ 由谁来构建公民的社会保障？ 取悦富人还是帮助穷人——政府左右为难 你愿意成
为领取低保的人吗？ 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什么样的平等会让国民接受？ 政府的难题——保证就业还
是保证福利？ 政府对贫困阶层的态度——保障福利还是保障就业？ 第五章政府如何挥动看不见的手
？ 政府会让富人多交税吗？ 社会更合理的未来——工作福利制 税和社会保险——等级细分是否可能
？ 使弱者变强的魔法政策——确保机会均等 国家的根本——教育！ 送给弱者走路的拐杖 传授捕鱼的
方法 不妨引入录用考试制度 政府是否要考虑长期培训者的生存？ 制定严格的市场规则 让劳动者的工
资更公平 第六章分离“经济的法则”和“社会的法则”——在日本社会重新确立信用关系 差别社会
的解决钥匙——经济与社会分离 建立信赖的基石 “后泡沫精神”否定了日本 后泡沫价值观的末日即
将来临 信任的缓慢建立 中间阶层的复活 后记

Page 5



《富人的傲慢.穷人的怠慢-日本的伞�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啃老族”的队伍在扩大 那么，普通国民是怎样认识差别存在的呢？当我们查阅
内阁府的“国民生活满意度调查”时就会发现：近几年来，抱有不平等感的人越来越多。各种舆论调
查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大概这就是大多数国民的深切体会吧。 政府曾表示：差别是老龄化社会发展
的自然结果。但是，表明差别正在扩大的社会指标太多了。此外，对国民差距的真实体会也因调查而
异。究竟哪个才是事实呢？从个人角度来讲，不管政府的统计多么完备，我也不认为政府能准确无误
地把握国民的生活和动向。另一方面，不管国民多么容易被媒体煽动，国民的真实情感却出乎意料地
诚实。倘若“有识之士的数字”和“国民的真实感情”同时摆在眼前的话，笔者更相信“国民的真实
感情”。 差别扩大的真实情况不易被人们理解的原因之一是专家们的说法过于复杂。首先，人们不明
白专家们是对什么差别作了评测。我们普通国民之所以听了专家们的解释后不明白，是因为他们没有
把这部分内容向我们彻底解释清楚。例如：在涉及差别问题的专业书籍里使用了未附有充分说明的“
所得”和“工资”这两个词语。殊不知，“所得”和“工资”之间的区别甚大。“所得”包含的内容
很多，既有通过劳动获得的劳动收入，也有财产收入。与之相对，“工资”则仅指通过劳动所获得的
钱。 原因之二，专家们是以什么为单位评测差别的呢？说得具体点，就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还是
以个人为单位呢？当今围绕差别的争论已明显地把“家庭”作为一个关键词。比如说，作为基尼系数
统计依据的政府统计（全国消费实况调查、家庭经济调查、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收人分配调查）无一
例外的都是“家庭·收入调查”。于是，像太田（2005年）曾讲述的那样，基于过去进行的“家庭·
收益调查”的差别研究中的大部分情况，都推导出了90年代以后的差别扩大，“老龄化是主要原因”
这一结论。 然而，“家庭·收入调查”中也有我们看不到的差别，那就是被称为“寄生虫单身汉”的
年轻自由职业者、“啃老族”与作为正式职员、干劲十足的杰出年轻人物之间的差别。所谓的家庭调
查，无非就是采取这样一种形式：给每个家庭一张调查问卷，然后让其填写收入。这样一来，不用说
，所填写的收入自然是年长的父亲的收入。遗憾的是，既没有工作又不去上学的“啃老族”的真实情
况完全没有在统计中反映出来。此外，通过各种各样的调查我们发现：自由职业者和“啃老族”的数
量已相当多，并且他们与正式职员之间的工资差距已在扩大。 按照以上两个事实推测，我们可以得出
这样一个结论：以“家庭·收入”为轴心的差别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扩大，但是以“个人·工资”为轴
心的年轻人阶层中的差别却正在扩大。 其实，无论是否定差别扩大的政府，还是坚信差别扩大的“差
别扩大派”，最终都在“年轻人阶层的差别正在扩大”“将这种差别置若罔闻的话后果会很严重”这
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贫与富：无奈与迷茫 假设因为老龄化导致差别正在扩大，那么现今国民是怎
样认识差别扩大这一现象的呢？让我们看一下几种代表性的见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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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主题是“小泉之后差别社会的前进方向”。    小泉政权是差距扩大的真正元凶吗？小泉之后的
差别社会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针对差别，日本是否能达成一定的共识？假如达成了共识，又会采取
什么政策？这些就是本书的主题。在上一本书《高学历的中途辍学》(光文社)中，大致谈到了差别社
会今后的发展方向，但是对于小泉后的差别社会的具体形态还有待探讨。    当时，接到软件银行富有
创造力的齐藤顺先生的邀稿：“以差别社会为题写本书吧。”说实话，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接到出
版社的邀稿。因为事先没有想过会接到出版社“出书”的邀约，所以在一接到邀约后就急忙对不成熟
的想法加工润色。因为我与出版社往往是“推销”的关系，所以这个邀约着实让我大吃一惊。齐藤先
生从为本书题名、提供资料到详细的编辑都倾力相助，笔者对此不胜感激。    在此，我想举出写本书
时的几个难点。第一是针对小泉内阁的评价。阅读相关书籍就能发现对小泉内阁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
。在小泉政权下台前，也包括从小泉政权内部的人强调小泉政权的新规定和首相的领导地位的书籍引
人注目。而这五年当中又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在我看来，针对小泉政权的评价总是离不开批判者的立
场、专业领域以及对小泉政权的期待程度等印象的影响。同时，也觉察到这些甚至涉及到了男人的嫉
妒和日本人的观念。    比如，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领导决策形成过程中，有人赞叹“啊，了不起”
的同时，也有人评价“我省的科长助理程度的交际技巧”。至于我的心情则是和很多人一样矛盾。在
削减公共事业开支和处理不良债权上，一方面应给予政绩显著的内阁以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又对只
在中央办公厅范围内的文学政策而大失所望。一方面，被首相充满魅力的话语所感动；另一方面，从
政治家的责任道德来看，又很难发现像小泽一郎那样的彻底性。    第二个难点自然是小泉后的差别社
会如何分配财产问题。至今还难以想象由于经济复苏百姓安居乐业的情景，而且很少有人感到已摆脱
萧条、经济复苏。所以应该逐渐考虑如何进行收入再分配。越是研究小泉后的差别社会，越是受到“
今后日本社会能否设法达成共识”这种猜疑心理的谴责。也就是副标题“富裕阶层的傲慢与贫困阶层
的怠慢”。    但是，日本有机会从差别社会的失败先例中汲取经验，而且日本的市场主义者也没有实
行极端的主义、主张。所以我相信日本社会一定能顺利地冲出困境，只不过重点不是通过经济发展彻
底摆脱困境，而是在少子老龄化社会中，针对如何分配财产重新构建共识，在此基础上富裕阶层·贫
困阶层·中间阶层，企业、机关、政治家等诚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在此，我要感谢白川功兵库县
立大学研究生院应用信息科学研究科长(大阪大学名誉教授)的大力帮助，他致力于整顿教育研究氛围
，并使我能够专注于教育、研究和写作。同时还要感谢我所在的政策情报学领域的上司迁正次教授(大
阪大学名誉教授)。并且，包括研究科的教授队伍在国外的发表，有许多人积极进取，我经常为此兴奋
不已。本该列出全体老师的名字并在此表示感谢，但又考虑到他们在各自领域有不同的主张，故此略
过。    另外，整顿工作环境的其他主角是兵库县立大学研究生院应用信息科学的职员们。在此要感谢
竹岛琢夫教务部长、川胁康生科长、山村实先生、福田胜繁先生、须贺ERIsA(雇员退休保障——译者
注)研究科秘书。此外，还曾受到小野阳一先生、光武和哉先生、松本多惠先生、反古井博哉先生、田
中达先生、德本慎一郎先生的极大鼓励，他们在我们的研讨会上发表了富有个性的见解。特别是“全
球21株式会社”的CEO松村勉先生，他曾是神户市市长的候选人，承蒙他有益的指导和殷切的鼓励，
在此深表谢意。    本书在创作时得到各方的大力协助，应他们的要求没有列出他们的名字。不过还是
要感谢厚生劳动省的同仁们，还有兵库县厅的各位的支持。同时，株式会社梅荣堂营业部部长中田信
也先生，也是我在桃山学院高中橄榄球部时的朋友，对我的原稿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尽管如此，本书
内容的负责人还是我本人。只想强调一点就是我的书在网上是毁誉参半。    最后，还要向同志社大学
文学系英文科的同窗，我的妻子中野实惠(原姓谷本)表示感谢。正是有赖于她精心地收集资料、检查
错字漏字，对原稿进行仔细校对，本书才得以问世。而且还要向为我消除疲劳、茁壮成长中的孩子和
热衷登山的父母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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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富人的傲慢,穷人的怠慢:日本的社会病?》的目的是预测“继小泉之后的差别社会”的发展动向。贫
富差距是世界难题，日本社会富人与穷人的差别是由政策造成的人为的灾难，还是听凭于全球主义发
展的自然结果？随着今后差别社会的逐步深化，对差别社会产生根源的讨论将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从认可差别存在，到突然变为多数国民对差别感到愤怒，这样的一天会到来吗？在有特色的前精英官
僚所进行的对未来社会的模拟中，可以清楚看到日本未来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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