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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日落》

内容概要

百年沧桑，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的两大后起国家，120年来经历了2次此消彼长的日出日落。120年前中
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把日本推上了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的不归路，当时的日本如旭日东升，中国
则一步步夕阳日下。120年后的今天，中国连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从2002年起GDP总量超越日本，
位居世界第二；而日本经济却步履阑珊、踏步不前。那么，120年中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力消长
，怎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天地翻覆呢？作者从资本投资角度，深入探究百年来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此起
彼落之谜，认为中国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是战前中国与日本在工业化投资规模上6.6倍的巨大落差；
而支撑中国3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是高投资、高积累下的“重投资主义”。这对中国现今经济发
展具有深刻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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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一生：男，1953年中国天津生人，1980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学院政史系，同年考入天津社会科学院，
曾任该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兼任《中青年经济论坛》杂志责任副主编。1989-1991年任
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客座研究员，1991-1994年任日本政法大学经济学部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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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日落》

精彩书评

1、V2xuany钻石会员1894年7月25日，以丰岛海战为开端、经9月17日著名的黄海海战，至1895年3月9日
田庄台被日军攻陷、清廷百余营六万多大军在辽河东岸全线溃败。历时227天的“甲午战争”，北洋水
师全军覆没，清廷陆军全面崩溃。120年前“清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成了中国人心灵上抹不掉的
创伤和纠结。每每翻起这一页，总会打碎中国人心底的坛坛罐罐。2014-12-15 10:10:20V2leeye钻石会员
如果，甲午战前去问一个熟悉东亚情势的旁观者：中日一旦开战，哪一方会获胜？他们多数会告诉你
是中国。于是，无论那些在历史的边边角角搜寻中国不该战败理由的专家学者，还是始终耿耿于怀的
平民百姓，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惋惜：如果没有那些蹊跷和偶然，如果不是慈禧太后动用军费修建颐和
园、如果李鸿章的指挥更为得当、北洋水师击中敌舰的炮弹全部可以爆炸、黄海海战北洋水师的编队
不出问题、中国海军的洋教练更为得利，等等。大清也许可能不会输掉那场战争。没有甲午战败，也
许多灾多难的中国就不会有后来一个接一个的厄运。收起2014-12-10 15:39:55  V2ggaaa银卡会员“如果
当时清朝能再坚持两三年，日本就会败得一塌糊涂”的说法有些牵强。恰恰相反，如果当时清朝再坚
持两三年的话，中国的失败会更为惨重，甚至可能让整个清王朝彻底瓦解。《马关条约》签约前，希
望通过战争继续扩大战果的强烈渴望，才让日本的主战派、自由党系青年小山丰太郎试图击毙李鸿章
，阻止签约。因为继续战争只会让大清败得更惨。2014-12-10 15:25:41  V3zshr2钻石会员日出日落：无
数专家学者，试图从各个角度解释中日发展此消彼长背后的原因，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当时中日两国
在“投资规模”上11倍的巨大差异，才是最根本的原因。那么，投资规模差异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1840年，国土、人口和国力都10倍于日本的中国，军备和工业化投资为什么总是“僧多粥少”、大
清帝国怎么会穷到连军舰的封仓胶条都换不起呢？2014-12-09 17:52:45 V2蓝染的天空钻石会员贵族的尊
严和荣誉，从来都是他们高傲的头颅和炽热的鲜血换来的。不论哪一个国家，他们都是那些随时可以
用身躯来保卫国家和民族的男性精英。战争中幸存的那些勇士，才会无可争议地获得贵族的财富、地
位、尊严并受到尊重。中世纪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平时国家并没有军队，遇到对外战争就集中起
各领地贵族们的“重骑兵”临时组成军队。虽然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已经开始出现通过缴纳“盾牌金”
来逃避征战，但是一旦国家面临重大战争，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弟还仍然是国家军队的栋梁。收
起2014-12-09 16:55:47 V2无昵称用户金卡会员不论日本还是中国，在人种、文化、传统、习俗、哲学、
宗教等几乎所有方面，都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喜鹊还是喜鹊；凤凰还是凤凰。那么，在120年中这两
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力消长，怎么会如此天地翻覆呢？不能破解这个“谜”，也许会让我们一直知
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长期在懵懵懂懂中诧异。2014-12-09 15:38:11  V2无昵称用户金卡会员应该是正
品，包装不错2014-12-02 10:49:54  V2无昵称用户钻石会员120年前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日本也选择
了一条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的不归路，膨胀起来的日本如旭日东升，而中国却一步步夕阳日下。如今
，又在经济大战中面临新的选择，中国GDP大国，日本经济停滞，看似有些端倪，但事实上暗中的较
量如何，并非人人都能分析透其中的逻辑。郝一生老师的这部著作，见解深刻独到，还是很不错的，
推荐大家读读。
2、全部评价 (5) 好评 (5) 中评 (0) 差评 (0) 有晒单 (0)壮士小囡壮士小囡金牌会员北京2014-12-10 15:04 太
阳旗总会落下的标　　签：内容不错通俗易懂值得推荐心得： 如果，甲午战前去问一个熟悉东亚情势
的旁观者：中日一旦开战，哪一方会获胜？他们多数会告诉你是中国。于是，无论那些在历史的边边
角角搜寻中国不该战败理由的专家学者，还是始终耿耿于怀的平民百姓，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惋惜：如
果没有那些蹊跷和偶然，如果不是慈禧太后动用军费修建颐和园、如果李鸿章的指挥更为得当、北洋
水师击中敌舰的炮弹全部可以爆炸、黄海海战北洋水师的编队不出问题、中国海军的洋教练更为得利
，等等。大清也许可能不会输掉那场战争。没有甲午战败，也许多灾多难的中国就不会有后来一个接
一个的厄运。购买日期：2014-12-09回复(0)有用(0)蓝染的天空蓝染的天空银牌会员北京2014-12-10
14:24 中日百年较量背后的资本逻辑标　　签：内容不错通俗易懂值得推荐收获多分析到位心得： 到
了晚清，狡兔死后260年的中国满族八旗子弟，大多堕落为养尊处优、吃喝玩乐、贪生怕死之辈。待遇
优厚使得八旗养尊处优，不堪战守。连康雍乾皇帝每年必赴承德走马围猎，围场演兵的传统都已经不
复存在，而执掌着清军指挥权的恰恰是他们。狮子领着羊群，羊群个个是狮子；一群狮子被羊领着，
狮子个个会变成羊。朝廷派往各地与洋人作战的满族将军，绝大部分都是既不懂军事战略，又极度贪
生怕死的没落贵族子弟，他们不是临阵脱逃，就是畏敌不前。购买日期：2014-12-04回复(0)有
用(0)xionghao00xionghao00金牌会员2014-11-21 22:23来自京东iPad客户端心得： 长度在5-200个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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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您对此商品的使用心得，例如该商品或某功能为您带来的帮助，或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最
多可输入200字购买日期：2014-11-19真不懂__真不懂__钻石会员上海2014-11-17 16:07来自京东iPhone客
户端心得： 一本好书，有深度购买日期：2014-11-12回复(0)有用(0)yuanzi0110yuanzi0110金牌会员内蒙
古2014-10-31 16:10 中日之间较量最好的分析著作标　　签：通俗易懂值得推荐收获多实用分析到位心
得： 中日之间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未来中日之间的关系会如何发展，从以往的中日交流史之
间能不能找到些联系？历史总会重演的，回头看历史，总会有些蛛丝马迹的。购买日期：2014-10-30
回复(0)有用(0)
3、按有用程度排序日出何时？日落何时？评论者 rongrong1980 于 2014年12月10日版本: 平装 已确认购
买日出日落：无数专家学者，试图从各个角度解释中日发展此消彼长背后的原因，却很少有人注意到
：当时中日两国在“投资规模”上11倍的巨大差异，才是最根本的原因。那么，投资规模差异又是由
什么决定的呢？1840年，国土、人口和国力都10倍于日本的中国，军备和工业化投资为什么总是“僧
多粥少”、大清帝国怎么会穷到连军舰的封仓胶条都换不起呢？这不是日落时分又是什么？回应  在
找投票按钮？很抱歉，我们不让买家对自己的评论投票。解读中日较量最好的一部评论者 yuanzi0110 
于 2014年12月4日版本: 平装120年前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日本也选择了一条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的
不归路，膨胀起来的日本如旭日东升，而中国却一步步夕阳日下。如今，又在经济大战中面临新的选
择，中国GDP大国，日本经济停滞，看似有些端倪，但事实上暗中的较量如何，并非人人都能分析透
其中的逻辑。郝一生老师的这部著作，见解深刻独到，还是很不错的，推荐大家读读。回应  这条评
论对您有用吗？  是否不可理喻评论者 热爱地球 于 2014年11月23日版本: 平装 已确认购买作者的观点就
一个：清朝灭亡是因为政府对老百姓太好了，导致甲午海战军队没钱打不过日军。回应  这条评论对
您有用吗？  是否查看全部 3 客户评论（最新评论优先）我要写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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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日出日落》的笔记-第30页

        中日间军事实力的差距，是从1885年以后的10年中迅速拉大的。
　　由于财政吃紧，清廷从1888年以后开始消减对北洋水师每年200万两的拨款，全国军费亦有减无增
，清政府派定的海防款项，常被地方督抚以种种理由拖欠截留。正如户部在甲午战后承认：“查光绪
十七年（甲午战前3年的1891年）四月间，臣等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
、机器暂停两年，借资弥补。”据统计，北洋海军经费从未解足份额，每年实际收入在100万两左右，
仅占国库收入的1%左右。
　　这并不是说，晚清政府舍不得拿出钱来扩军备战，甲午战前清廷军费开支长期保持在50%左右，
应当说已经竭尽全力了。这就是所谓“越穷越吃亏”，政府穷到这份上，白手起家把“洋务”办成这
样，已经相当难能可贵。
　　甲午黄海战前6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得到的圣旨却是“停购船
械”，李鸿章不得不因国库拮据而停办。以致大战前，“定远”、“镇远”两舰主炮的实战用弹仅
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当即“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
无法落实。以致黄海大战中击中日舰的炮弹，居然是法国产陆上要塞炮用弹，打进敌舰后根本不会爆
炸。
　　自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年，购置船炮军火的总开支仅800万两白银，居各项开支之首；军港及防务
设施建设共花费240万两白银，这两项开支，占军费开支的一半以上。
　　这就造成： 1.清军没有钱建立状态完好的常备军； 2.北洋水师的舰船和装备年久失修，长期得不
到维护；长年没钱进行实弹演习，舰队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甚至连远洋航行都很少；3.陆军的武器
装备混杂，几乎没有大的“拉练”和演习。清军单兵平均射出的子弹数量很高，但命中率却极低，仅
为日军的1/9；4.朝廷唯恐将领拥兵自重，设立文官和武官两重管理制度。武官的权力被不断削弱，地
位明显低于文官。具专业经验和知识的职业军人很少，“洋教官”多是摆设。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步走向军国主义的说法并不准确。军国主义的基本前提，是军人实际掌握国
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前600年的将军幕府时代开始，就一直是军国主义，天皇
也是一直被排挤为附庸。故，仅以“军国主义份子”的存在，还不能判断一个国家就是“军国主义国
家”。
　　明治维新不过是一群中下级武士掌控的地方强藩，因为不满武士“半失业”和社会地位的急剧下
降而揭竿而起的政变。
　　最初的明治政府，不过是一个新的武士政权，取代了腐朽的将军幕府。所谓民主宪政不过是一件
外套，军国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那么，当时的中国是什么主义呢？是“文国主义”。即，庞大的文官系统实际控制国家权力，军
人不过是附庸，处于从属地位。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军人造反的担心从来没有放下过。中国“
文国主义”的根基，是4亿超级人口大国基因。
　　清军一直实行佣兵制度，官兵服役大多是为了获得军饷、维持生计，因此将士逐渐失去实战能力
。大多数士卒、兵、勇来自贫困人家，从军成为穷人躲避饥饿、解决温饱的一种特殊“职业”。佣兵
制度下的军队没有明确的服役年限，军中老年、壮年、青年人混杂，士兵的年龄和经验参差不齐，还
可以父子相传，故难以承担相同的军事任务。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军队中滋生各种不良风气。自光
绪三十年（1905年），清军才吸取清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仿照外国兵制进行军制改革，分为“常
备兵”、“续备兵”、“后备兵”三种兵役的清国式兵役制度，但实际上仍然沿袭饷银佣兵制。
　　日本的情况相反，1882年（明治十五年、光绪八年）8月，山县有朋提出以“烟草增税”扩充军备
，9月岩仓具视以大清国为假想敌、增税扩充海军，12月提出了总额5952万日元的扩军八年计划。其中
：陆军1200万日元；军舰4200万日元；炮台552万日元。三年内陆军兵力扩增1倍，海军建造四十八艘
军舰。而该年度的日本政府一般预算岁出只有7348万日元。翌年1883年（明治16年）军费预算占财政
支出的比例提高到20%以上，《扩军八年计划》完成后的1892年度（明治25年）该比例提高到高峰期
的31%。
　　1892年8月，俄国开始在远东的海参崴建设军港，11月俄国太平洋舰队访问日本炫耀武力，给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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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伊藤内阁极大刺激。伊藤接受了海军的扩张计划，追加建造10万吨规模的军舰，议会支持伊藤顺
利通过了年度预算。
　　明治天皇率先从宫内经费中下赐“御内帑金”，全国有志者在天皇恩惠感召下纷纷响应追随，支
援国家海防建设，总计捐献海防金230万日元。明治二十年（1887年）至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全
国各要塞装备的海防火炮总数达212门，几乎全部是由大阪炮兵工厂用献纳金制造的大炮（除两门大炮
从外国购入外），大炮尾部刻 “献纳”标识以示敬意，并授予献金者 “黄绶褒奖章”予以表彰。清
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收到“捐献金”和“寄赠物”、恤兵部接受的献金总额2209770圆70钱5厘，献
纳人数2164686人，寄赠物品估价708634圆33钱6厘，寄赠人数949128人。另有外国人34人捐赠了879圆62
钱5厘。
　　明治政府卧薪尝胆、勒紧裤带创立的海上运输业，也在战争中派上了用场。在海运方面，参谋本
部和陆军省征用民间船只运兵，从“日本邮船会社”征得汽船12艘、大阪商船会社汽船2艘，其中军需
物资及通信物资用船4艘，计24487吨（当时日本拥有日籍汽船378艘191491吨；外国造汽船64艘109817
吨。国产内航船106艘52817吨；近海航船208艘28786吨）；船队航线，北到海参崴；南到夏威夷、南洋
诸岛；西到朝鲜、上海、香港、孟买等地。由于船只征用难以适应作战需要，陆军大臣决定增购1500 
～3000吨位的汽船10艘，计18099吨。1894年7月12日至次年9月17日，汽船陆续交货全部贷给日本邮船
会社，投入军需运输；8月下旬，日军赴朝兵力输送量激增，陆军征用船只数达到40艘计73726吨，海
军拥有的6艘汽船全部配与巡洋舰补给使用；10月，海军另外追购6艘汽船计29036吨，其中5艘归属海
军，1艘归属陆军，全部贷与民间会社运行。随着战争和军需的扩展，民间航运公司纷纷求购汽船，
业界出现竞争局面。在第二军花园口登陆作战（10月），民间被征用船63艘计113372吨；1895年7月，
海外部队回撤及台湾作战，增加民间征用船38艘，使民间船只征用合计达到101艘计195197吨（日清战
争军内外征用汽船总数：陆军112艘212636吨；海军24艘45750吨；另外征用帆船7艘4619吨），专门用
于向国内运送缴获的兵器、弹药等战利品。
　　甲午战前1875—1894年19年间，中国的军费总支出按4600万两，另国家军用工业企业总投资4281.
万两（其中83.7源于海关、中央和地方拨款仅约10.2）推算，日本1888年以后8年含战争债券的国家军
费约白银463亿两（5.5亿日元），是1894年以前清廷19年军备支出约0.8亿两的5.倍！ 
　　很多人总是喜欢拿慈禧太后动用200万两北洋水师军费说事，似乎如果北洋水师有了这200万两军
费，中国就有可能打赢甲午战争似的。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暂且不说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的200万两白
银，是中国向德意志银行500万两贷款中的200万两，并非北洋水师用款，就是比这200万两多一倍的钱
都用于备战甲午，也只是杯水车薪，于大局无补。
　　200万两白银对北洋水师来说，更换舱门密封圈也许够了，但“定远”一开炮就会震塌自己“飞桥
”，说明北洋水师军备状态已经差到了极致，绝非200万两白银可以敷衍和改观。
　　甲午战争中所谓中方在某些枝节或战术上的失误，只不过加快了战争结束的速度而已，对战局整
体胜负并无决定性影响。
　　⋯⋯

Page 8



《日出日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