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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改革的逻辑》

内容概要

竹中平藏披露了近年来日本最大规模经济政治改革的内幕，通过金融改革、地方财政收入分配改革、
邮政民营化改革等真实案例，系统地分析纷繁的经济理论，梳理复杂的决策过程，深入浅出地解读经
济改革中的关键问题，力图填平经济学与实际政策决策之间的“间隙”，呈现最根本的改革逻辑。
本书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政策实践和社会发展相结合，在介绍经济学知识的同时，更详细描述作为政
策制定者，如何运用理论知识确立政策及此过程中的关键路线。
竹中平藏是一位当过官的经济学家。《读懂改革逻辑》就是竹中平藏对自己这段宦海生涯的体会。
——何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若要深入了解现代日本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所面临的挑战，竹中教授的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这不仅是
因为他曾作为一个政策制定者的身份，前日本内阁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亲身经历过“通缩时期”
的经济改革，而且还在于他是一名日本经济界著名的学者，庆应大学教授，一直努力坚持着自己独立
的经济学立场，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大家传递自己为恢复增长、促进就业、控制物价
，促进宏观经济发展而战斗不息的理念。本书对当今中国经济改革也有诸多借鉴意义。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
经济学真的有用吗？对于这一见仁见智的问题，官、商、学三条路都经历了一遍的竹中平藏，在这本
书中通过回顾作为经济学家的他所主导的经济改革，给出了最合适的回答：经济者，经世致用也。
——蔡成平 新浪财经日本站站长、央视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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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中平藏，1951年出生。毕业于一桥大学经济学部。曾历任日本开发银行、大藏省财政金融研究室研
究官、哈佛大学客座准教授、大阪大学经济学部助教授、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2001年担
任小泉内阁的经济财政大臣，2002年兼任金融大臣，2004年兼任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2005年担任总
务大臣。现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

Page 3



《读懂改革的逻辑》

书籍目录

前言
序章经济学与现实政治的间隙——经济学之力
日本面临着堆积如山的难题
对下村博士的崇敬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
成为经济战略会议委员
获得小泉首相的垂青
内阁启动之初
从记者招待会到初次上任
园艺师和植物学家
经济学对实际政治决策有帮助吗
第一章与凯恩斯主义常识战斗——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
为什么政府必须促进经济增长
失业问题的解决和经济增长政策
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理论导出的“乘数”和实际“乘数”
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则利率水平上升
利率上升造成乘数下降
总需求管理政策和“失去的十年”
失业问题的存在是否合理
政府的经济预测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凯恩斯政策与政治压力
第二章与“增税论”战斗——财政政策
使基础财政收支实现盈余
累积债务总额
大规模发行国债和利率自由化
讨论财政赤字时的两个注意点
主要成员国一般政府财政支出占GDP之比
财政的职能——提供公共产品
资源配置职能
收入分配职能
经济调节职能
发生财政赤字为何是坏事
国债暴跌的可能性
多马定理
长期利率和名义GDP增长率哪个更高
在21世纪头10年初实现基础财政收支盈余
不削减政府支出，就不能增税
伴随制度改革，削减政府支出
过多的日本公共事业
预算编制流程
第三章与金融危机战斗——不良债权与金融再生
不良债权的定义
资产重估问题
系统风险
金融即金钱的融通
金钱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Page 4



《读懂改革的逻辑》

货币供应量的定义
金融政策的基础
信用创造的过程
为什么不良债权问题会导致信用乘数下滑
实际货币供给和信用乘数
理解不良债权问题的几个关键
《金融再生计划》的几个关键
《金融再生计划》的主干
不良债权问题的教训
公共政策的三项启示
第四章与失业战斗——产业与政策
为何要推动产业发展
实际工资等于劳动边际产量
如何推动工资增长
如何增加设备投资
国际收支的制约
对日本产业政策进行数据分析
日本的政策性金融
“牛铃效应”
第五章与官员战斗——地方财政改革
为何眼下正当“地方分权”之时
受益与负担的逻辑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情况
“三位一体改革”的构想
“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典型
复杂而怪异的日本地方分权
修改《地方分权总括法》
受益与负担不明确
自由与责任
地方财政制度的问题点
地方交付税的复杂机制
提出“新型交付税”
“道州制”构想与《地方分权总括法》
第六章与“既得利益”战斗——邮政民营化的经济学
主动型改革——邮政民营化
邮政民营化的经济学
邮政民营化争论开始
作为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
法案提交国会之前必须克服的两大障碍
通过邮政民营化特别委员会审议与众议院决议
未能通过参议院审议
自民党获压倒性胜利，法案通过
邮政民营化的制度设计
关于邮政民营化的五条经验
第七章与反对势力战斗——经济财政咨问会议的职能
《骨太方针》篇幅的内涵
经济财政咨问会议的特性
经济财政咨问会议的成员
会议席序

Page 5



《读懂改革的逻辑》

《骨太方针》的决定过程
《骨太方针2001》顺利获得阁议通过
《骨太方针2002》和《骨太方针2003》
打破了政策讨论的垄断
跨越阻隔的讨论平台
跨省厅的横向讨论
经济财政咨问会议讨论的局限性
第八章与千变万化的政治战斗——政策过程
内阁和《内阁府设置法》
日本阁僚人数处于平均水平
内阁权力和国会关系
“纵向行政大臣”和“横向行政大臣”
阁议是流于形式吗
议院内阁制和党政一体
部会是“族”的根据地
《邮政民营化法案》和总务会决定
“二干二政”和不良债权处理
行政过程中国会议员发表意见的平台
政府部门负责起草法律文案
“党议拘束”这个麻烦玩意儿
“国对委”是国会运营的关键
常任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
全体大会和委员会的关系
国会审议流程
延长国会会期需要高明的手腕
国会议员的免责特权
强行裁决是常用手段
日本的审议时间超长
政策通过用时为两年
终章与权力战斗——改革的战术和领袖的条件
“失去的十年”在于企业经营的失败
战略存在于细节处
会议并非讨论的场合
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方式是有用的
借鉴其他各国的实例
“成为一边梦想一边耕耘的人”
成为领袖的条件
译后记

Page 6



《读懂改革的逻辑》

精彩短评

1、666三儿我不懂日本国情
很多地方都有启发，战略存在于细节处
2、Keio 经济学教授, 邮局民营化担当大臣+总务大臣, 通过学术界+政界的角度看待改革.
3、p97 lean production 翻译成 倾斜生产方式 也是醉了
4、意外地实际

5、如果中国也能有改革的实践者亲自出来和我们说说就好了，虽然竹中先生的书里不少主观的言论
，但我们要的或许正是他自己想说的，而不是他为了照顾什么而修改了自己的话。另外，他为了阐述
一个问题，一项改革，从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公式开始论述，难能可贵，大开眼界，这才是实干家
和我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有的样子。现在中国的不少大 V，经济学家，论改革的时候有一种很不好的现
象，直接拿国外的政策比对，我们缺啥他们就嚷啥，拜托好歹你给一点理由把，另外也看看国情把，
这么多人有这么多时间到处无意义地骂来骂去，不如详细地去把自己的知识教给国民，并有耐心地监
督政府呢。
6、非常具有现实价值的书，特别是关于如何有效推动改革的总结，极具启发性。唯一的遗憾是，日
本的经济政治改革，至少目前在普通中国人看来，并不算特别成功。这使读者在读书时总是有所怀疑
。
7、“我们不能只重视理想，还要重视政策实现的过程"。
8、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和政府决策的过程描写。
9、涉及的经济学知识较少，主要还是看了如何制定政策及如何在政府、社会公共环境下推行政策。
原来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容易，时刻面临着改革、处理社会问题的局面，一项小小的改革都会耗时很
久，涉及的相关利益群体太多。任何对现状的改变都是痛苦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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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首先，翻译得不错！如果中国也能有改革的实践者亲自出来和我们说说就好了，虽然竹中先生 的
书里不少主观的言论，但我们要的或许正是他自己想说的，而不是他为了照顾什么而修改了自己的话
。另外，他为了阐述一个问题，一项改革，从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公式开始论述，难能可贵，大开
眼界，这才是实干家和我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有的样子。现在中国的不少大 V，经济学家，论改革的时
候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直接拿国外的政策比对，我们缺啥他们就嚷啥，拜托好歹你给一点理由把，
另外也看看国情把，这么多人有这么多时间到处无意义地骂来骂去，不如详细地去把自己的知识教给
国民，并有耐心地监督政府呢。以下是自己的一些笔记第一章 与凯恩斯主义常识战斗——宏观经济政
策的基础为什么政府必须促进经济增长？1、自身不进步，就会落后 2、存在失业，没法最大程度利用
社会资源，同时影响社会稳定。政府财政支出增加，GDP 扩大，货币需求增加。由于市场上的货币供
给和货币需求永远保持一致，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增加，则利率也得增加，才能保持平衡。利
率上升造成政府投资对 GDP 的乘数下降。1、利率上升，企业会减少设备投资。2、利率上升，货币自
由流动的前提下，产生套利空间，则国外对货币的需求增加，导致汇率上涨，进而导致以货币结算的
资产升值，减少出口。第二章 与“增税论”战斗——财政政策财政的职能：提供公共产品，资源配置
，收入分配，经济调节。财政赤字为何是坏事：导致长期利率上升（因为向国民发行国债），产生通
货膨胀（向央行发行国债）。只要实现基础财政收支平衡，并使得名义 GDP 增长率等于或大于利率
，就能防止财政赤字占 GDP 之比进一步扩大。第三章 与金融危机战斗——不良债权与金融再生公共
政策的三项启示：1、在改变政策时，人们往往会追求“但求无过”。2、处理不良债权的竹中小组，
做出贡献的并非金融方面的专家。3、休克疗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第四章 与失业战斗——产业与政
策国际收支的制约日本在高度成长时代面临的问题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开展积极地投资，但
是投资又需要从外国购入很多资源，这就是“进口”的问题。进口可以壮大国内产业，构筑长期经济
发展的基础。但进口需要外汇，为了获得外汇又依靠出口。一些公式的推导。。。。。。得出简单但
重要的道理，出口的收入弹性必须大于进口的收入弹性。这样才能确保不受外汇管制的制约。这意味
着什么？收入弹性低的产业，比如农作物，收入增长但不会增加对食物的需求。而收入弹性高的产业
，比如金融业，信息业，旅游业，应当大力发展这些产业的出口。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五章 与官
员战斗——地方财政改革1、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官员都这样，被割肉的时候那叫一个疼，哈哈哈
哈！2、自由与责任：地方政府的自由或者说权限越大，责任也就越多，觉得肩上的责任多，那么就
会好好干了！此道运用于企业管理也是可以的！有意思！3、在民主社会里，复杂的制度就是坏制度
，只有官员才了解的复杂制度，也就只会被他们操弄着运营，必须做到简单明快。发人深省啊！第六
章 与“既得利益”战斗——邮政民营化的经济学竹中先生在参议院受到批判的三大模式——“反对一
刀切式批判”、“贴标签式批判”和“只说永恒真理的批判”。五条经验：1、有一位拥有强大领导
力的领导人。小泉断然宣告“我是为实现邮政民营化而当首相的”，罢免背地里搞反对动作的总务省
干部。2、适当安排实施政策的顺序。首先进行被动型改革，即处理不良债权，将处于危机状态的日
本经济重新拉回到正常轨道。再雷厉风行地做出邮政民营化的改革指示。3、在邮政民营化过程中，
政策的决定过程与一般的决策过程迥然不同。一般邮政改革由本身全权负责的部门进行，但想让那些
一边与既得利益者进行利害关系的调整，一边行使行政职能的官员们来完成根本性的制度改革，纯属
天方夜谭。因此一切事务由首相直接管辖。具体来说：1）基本方针由首相担任议长的经济财政咨问
会议制定。2）在内阁官房新设邮政民营化准备室，由该室依据基本方针来进行制度设计和起草法案
。3）在应对国会的负责人（即国会答辩的负责人）人选方面，不任用总务大臣（前邮政大臣），而
特别任命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负责。4、战略存在于细节。反复进行详细的讨论。比如关于邮局设置
标准的讨论。反对派希望一个邮局都不许撤销，但这样就没有改革的意义了，提高不了效率。于是反
对派紧抓原先设置标准中的“在全国普遍设立”，于是改革派建议，将措辞改为“以全国普遍利用为
宗旨”。5、切实意识到设定“战略议程”的重要性。在民主社会，国民拥有最大决策权，但他们没
空思考国家政策。需要领袖提出改革议题，再唤起国民关注。第七章 与权利战斗——改革的战术和领
袖的条件为了实现政策目标，哪些条件是必需的呢？1、领导人的激情（华丽炫目的胆识）2、实现政
策的战略，战略存在于细节处。用极为普通的方式去做理所当然的事。（踏实的不懈努力）战术：1
）逆向思维。当要求某个人辞职的呼声甚嚣尘上时，反而赋予当事人更大的职责。2）对重要的事项
采取最高层直接管辖的方式。要想做成一件大事，改变过程本身是相当重要的。3）把会议变成“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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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场所”。召开会议的时候就必须想清楚希望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会议并非讨论的场所，而是说服
反对派的场所。4）时刻做好辞职的准备。5）了解批评的模式。（1）总说消极面的“逆势批评”。只
找坏处说。（2）只说永恒的真理。“应该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应该拿出一个更现实的对策”。
（3）“贴标签”的方式进行片面武断的批判。“美国原教旨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
旦贴上标签，人们就停止思考。成为领袖的条件：1）施行王道。不要考虑通过耍一些小把戏或是玩
弄一些小聪明来取得好的施政效果，而是施行符合正道的、堂堂正正的政策。并保持政策的简明。2
）瞬间的判断力。每日进行想象训练、时时保持问题意识。3）直接对话的能力。具备很强的说服能
力。背后最重要的是激情，是每天不断思考自己到底具有多么强烈的意愿的积累。4）亲和力。强大
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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