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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变中的日本经济》

内容概要

《激变的日本经济》作者从世纪之交的观察与思考，日本经济经历长期萧条，直面金融危机，走过政
冷经热，遭遇通货紧缩，应对体制疲劳，迈向全面开放，将为你一一讲叙。《激变的日本经济》主要
内容：引言；经历长期萧条——周期演进的新态势；长期态势与年度形势；1990年代日本经济周期演
进的新态势；2003年的日本经济：有望摆脱长期萧条；2004年日本经济走势与前景；2005年日本经济
运行的若干新趋向；小泉之后的日本经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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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变中的日本经济》

作者简介

　　江瑞平，1978年3月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开始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和教学生涯。现
为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日本经济与中日经济关系、世界经济
与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已在这些领域取得各类研究成果200余项。　　主要学术兼职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东亚和平与发展战略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学术委员。　　主要学术荣誉：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论文一等奖（宋庆
龄基金会）、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青年教师
奖”、首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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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变中的日本经济》

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篇 经历长期萧条——周期演进的新态势第一章 长期态势与年度形势一、1990年代日本经济周
期演进的新态势二、2003年的日本经济：有望摆脱长期萧条三、2004年日本经济走势与前景四、2005
年日本经济运行的若干新趋向五、小泉之后的日本经济第二章 回升与衰退一、第13轮周期回升二、
第13轮周期衰退三、第14轮周期回升第三章 回升障碍与制约因素一、影响回升的两大障碍二、制约回
升的五大难题专栏1战后日本经济周期官方基准专栏2日本GDP增长率系统数据第二篇 遭遇通货紧缩—
—经济运行的新问题第四章 通缩机理与治理难度一、世纪之交日本物价变动新态势二、日本通货紧缩
的特性与成因三、日本通货紧缩的危害与治理第五章 通货紧缩与汇率波动、经济萧条一、日元汇率与
日本物价的异常互动及其后果二、日本的通货紧缩性经济萧条三、日本2003：有望走出通缩困境专栏3
日本物价指数变动系统数据第三篇 直面金融危机——金融主导型增长方式的破绽与调整第六章 金融
体系：架构与运行一、设备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二、日本的社会保险制度三、现代曰本的农业金融四
、金融运行与货币政策的新趋向第七章 金融危机：全景与个案一、日本的金融危机与金融体制问题二
、经济奇迹、金融危机与日本模式三、遭遇“理索纳冲击四、三菱东京合并日联的起因与后果专栏4
日本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系统数据第四篇 应对体制疲劳一、法人垄断型经济体制的困境与变革第八章 
历史考察与绩效分析一、日本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性与现代转型二、反垄断政策与垄断法人化三、经济
赶超的体制保证四、经济停滞与体制疲劳第九章 本质特性与系统构造一、日本资本主义模式的法人垄
断特性二、现代日本的产业组织体制三、日本企业体制中的法人产权控制第十章 变革背景与改革态势
一、日本民营化与英法私有化的背景比较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三、变革中的日本式
企业体制四、变革中的日本式经济体制五、小泉经济改革的背景与前景第五篇 走过政冷经热——中日
经贸关系的进展与波折第十一章 历史回顾与现状评估一、发展中的中日经贸关系二、激变中的中日经
济关系三、新阶段中日贸易的五大特征四、中曰经济关系发展的新阶段第十二章 双方经济走势与双边
经贸关系一、日本经济萧条对东亚及中国经济的影响二、中国西部开发与中日经贸关系三、日本产业
空心化的实态、症结及其“中国因素四、比较经济优势变化与中日经济关系转型五、中日经济依存关
系的新变化第十三章 从政冷经热到战略互惠一、中日关系的“冷”与“热二、中日政治关系趋“冷”
的经济代价三、中日经济关系的困境与出路四、怎样看待当前的中日经济关系五、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的经济含义第六篇 迈向全面开放——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与新问题第十四章 总体态势与个案分析一
、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国际化趋向二、日本农业的国际化三、日本农业保护的背景、体系与效果第十
五章 日本与东亚一、港日经贸关系的态势、动因与问题二、日元国际化与东亚金融危机三、经济萧条
背景下的日本与东亚经贸关系专栏5日本对外贸易系统数据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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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变中的日本经济》

章节摘录

　　（一）愈演愈烈的通货紧缩　　1．官方判定态度的转变　　早在19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不久
，在日本经济运行与发展中就开始显现出一些通货紧缩性征象。对此，日本政府虽也一再告诫“日本
经济正面临着陷入通货紧缩恶性循环的危险”，但始终都未正式承认日本经济已经处于通货紧缩状态
之中。直到2001年3月16日，日本政府才在讨论《月例经济报告》的阁僚会议上公开认定：“现在的日
本经济正处在缓慢的通货紧缩之中”。日本政府关于通货紧缩认定态度的这种变化，从表面上看是由
于对通货紧缩定义的改变——在此前一直沿用原经济企划厅的定义，将通货紧缩界定为“伴有物价下
跌的景气低迷”，而在3月初内阁府却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物价下降持续两年以上
）对其进行了修改，重新将其界定为“持续的物价下跌”。而其更为深刻的背景则是，在美国经济衰
退、股市暴跌已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条件下，日本政府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物价下跌对经济运
行的恶劣影响，并逼迫日本银行进一步采取金融缓和措施制止物价持续下跌。在2000年8月，独立性开
始增强的日本银行曾以“日本经济已摆脱了通货紧缩威胁”为由，不顾政府方面反对坚持取消了“零
利率”政策。　　2．物价水平的全面、持续下跌　　根据日本官方观点，目前日本经济中显现的通
货紧缩状态在战后还是第一次，在战前历史上也只有在1881年开始的松方财政紧缩时期和1927年的金
融恐慌时期出现过。在战后日本经济运行与发展中也曾出现过多次物价下跌现象，但大多具有局部性
和短暂性的特点：一方面表现为呈现下跌态势的只是部分商品价格，而其他商品甚至是大部分商品价
格并未下降。具体说来，在战后日本出现物价下跌的各个时期，呈现下跌态势的基本只是作为批发物
价指数统计对象的部分商品，而作为消费者物价指数统计对象的大部分商品却很少呈现下跌态势。如
在20世纪70 80年代，日本的综合批发物价指数曾有八个年份是负增长，而在这20年问，其综合消费者
物价指数却无一年是负增长；另一方面表现为物价下跌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暂。尤其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在战后到90年代前只有1950、1955和1970年三个年份是负增长，每次下跌都未能持续两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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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变中的日本经济》

编辑推荐

　　经历长期萧，条直面金融危机，走过政冷经热。　　遭遇通货紧缩，应对体制疲劳，迈向全面开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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