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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的第一个学期，我选了一门名为“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与政治”的课程。
这门由原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理事教授的课程使我受益匪浅。
不过谈到这门课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收获，则是在一次课后与教授讨论问题的过程中，他向我推荐的一
本书。
    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名字叫《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
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叫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是一位经济史学家。
这本出版于1960年的著作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5个阶段，包括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
、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后来，罗斯托为该理论又增加了一个“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分为6个阶段)，并总结出各个阶段的特点。
书一开始便制作有一张图表，标出了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各个发展阶段所对应的年代范围，其中包
括中国。
    当教授大致地告诉我这本书的内容后，我立即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事后教授大方地将他手中的一本出版于1960年的英文原版借给了我，使我有机会一睹为快。
    我之所以对这本书如此偏爱，是因为它为我寻找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提供了很重要的历史参照。
可能与我本科所学专业是外语有关，我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于将中外进行比较的思考方式。
每当我思考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时，除了横向比较世界各国的现在外，
纵向比较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曾经相似的历史也总是令我着迷。
我总是想知道中国的这些问题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中是否出现过、后来又是如何解决的、将会带来
怎样的影响等诸如此类的答案。
当然，纵向比较中国的历史也同样有意思，这是题外话了。
    总之，在我的认知过程中，比较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而由于主修专业为日语，日本自然而然成为我经常拿来比较的对象。
并且，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在历史文化等方面也存在更多的相通
点，我认为日本确实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比较对象。
    日本的派阀政治、收入倍增计划等在内的诸多政经制度、国家治理经验，都值得重点研究。
日本20多年前的泡沫经济当然也是重点研究对象之一。
    所谓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指的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日元开始急速升值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
本股市、楼市相继开始暴跌这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发生的最有标志性意义的事情就是股市、楼市的暴涨与暴跌。
最近几年，中国与那一时期的日本存在极大的相似性，比如：在国际贸易方面，两国的出口都很强劲
，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与巨额的贸易顺差相关，两国货币因此都面临巨
大的升值压力；同时，两者都拥有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在内部，两国政府都执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刺
激计划，具体体现为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直接使得国内包括地价、房价在内的资产价格疯狂上
涨，投资投机现象泛滥⋯⋯    由于这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近几年许多官方智囊开始重新积极研究日本
的那段历史，以图为当前的中国找到借鉴和启示。
而在官方智囊积极撰写内参的同时，民间公之于众的比较中日泡沫经济的书和文章也不少。
我记得网络上曾经广泛流传过一张中日泡沫经济的对比图，那张图指出了两国的本币升值、房价升值
等现象在发生时间点上的惊人同步性。
正由于这些民间层面的广泛讨论与传播，大凡对经济有所关注的中国民众可能都对当前中国经济与当
年日本经济存在相似之处这一点有所耳闻。
    不过这着实是一个复杂的比较。
单就日本自身的泡沫经济来讲，现在日本国内对于自己当年的那段经历仍然存在许多争议。
而中国经济的泡沫现象还在进行当中，每天都有新情况产生，前景扑朔迷离。
因此，我觉得，在中日泡沫经济比较这一领域，其实还是有其他许多值得挖掘和思考的地方的。
这也许是我写这本书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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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本书中，我精心挑选了10名日本经济学家，请他们细致深入地比较了中日泡沫经济的异同。
之所以说精心挑选，是因为泡沫经济涵盖的范围其实非常广，几乎涉及国家经济运营的所有领域，有
些问题甚至超过了经济的边界，涉及政治。
为了使整本书的观点显得立体而多面，避免观点上的重复和雷同，我努力寻找到有各自独特的背景和
研究专长的10名经济学家，并确保每一话题无法回避的所有核心问题都能够找到擅长该核心问题的解
说主人。
比如，被誉为日本“经济改革总设计师”的前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竹中平藏在经济结构改革和不良债权
处理方面经验丰富；“日元先生”神原英资则是对利率和汇率问题拥有实践经验和深刻见解；原日本
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高桥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泡沫经济旋涡中的中央银行的处境和反省；曾在日本
泡沫经济时期担任日本驻联合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谷口诚，则对当时的日美关系有来自现场的见闻和基
于此的深刻洞见；曾担任过日本财务副大臣的众议院议员村上诚一郎，拥有政治家的独特视角；野口
悠纪雄则是在日本享有盛名的、研究泡沫经济学和土地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日本IY银行(现SEVEN银
行)董事会会长安斋隆，则对泡沫经济时期商业银行的内部运作了然于胸；早稻田大学教授、经济史学
家小林英夫的观点拥有浓厚的历史与人文色彩；曾为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的濑口清之常年奔波于中美
日三国之间，是中美日三角对比的佼佼者；作为10名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关山健，由于没有历史包袱
，观点大胆而新鲜，极具说服力。
    不过，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是否会重蹈日本经济的覆辙，发生当年日本式的泡沫破灭，这本书并没有
下定论。
非但没有定论，10名被采访者的观点可以说是交锋激烈，许多被采访者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甚至有
被采访者在采访中直接批判其他被采访者的。
在这10名经济学家中，有的十分肯定地认为中国经济无法避免日本式的泡沫破灭，有的认为这取决于
中国政府接下来的举措，有的则认为中国经济几乎不会发生日本式的破灭。
    所以，与迄今为止一些比较中日泡沫经济的书相比，这本书可能不能称之为一本书。
在我的传统概念里，一本书，集合的是一个人的思想，论述的是一个主题，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通过旁征博引，运用逻辑推理，循序渐进地得出结论，启发读者。
相比之下，这本书可能更是一个观点集、一个思想集、一个矛盾体、一个冲突阵地。
它传播的不是一个人的逻辑与思想，而是将10名智者的智慧与深思凝聚在一起集中呈现。
读者朋友可以在阅读过程中边比较边思考，在思想交锋、摩擦的火花中刺激自己的脑细胞和既有的知
识储备点，让其活络起来，帮助理顺自我逻辑，形成自己的系统认知，最终辅助自己作出判断，并为
自己的判断负责。
    这次被采访的日本经济学家们对中国都抱有最大的善意，都希望中国经济能够避免日本式的悲剧。
当然，这其实也是为日本的利益着想，毕竟一旦中国经济失败将毫无疑问地打击本来就已经虚弱的日
本经济。
在采访时，他们都对本书给予期待，希望能够给中国最高决策层提供哪怕一点点的灵感。
如果本书能够发挥这种作用，我当然也会感到万分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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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日的中国，经济飞速增长、房产投资如火如荼、本币不断升值、对美贸易形成巨额顺差⋯⋯回
望历史，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也经历过极其相似的经济发展过程。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用了近20
年的时间才重新恢复发展。

　　中国是否将走上日本的老路？
中国经济是否存在泡沫？
本书所能带给您的不是可以解答这些疑问的定论。
它更像一本思想集、观点集，甚至更像是一个冲突阵地。
它带领我们回顾邻国的经济历史，反思中国的经济现状，并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具诚意的
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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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应警惕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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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许多在这两年去过中国的日本朋友每每和我聊天时，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提起他们对中国迅猛发展的
惊讶。
他们觉得，中国现在就是一个“大工地”，到处都是修建中的高楼和高速公路，空中灰尘滚滚，建筑
工人挥汗如雨。
而且，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东部沿海的大城市，二、三线城市，西部城市，甚至在新疆，也展示
着同样的画面。
    小林英夫也属于这其中一人，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异常的现象。
他最直接的疑问是，建了这么多商品房，有那么多人住进来Ⅱ马？
他认为，这种建设的供给已经超过了实际的需求，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正在产生和日本当年一样的泡
沫现象。
    他分析道：“想知道是否真的存在泡沫，还是得回到需求和供给的关系上。
在泡沫时期，人们期待以唤醒需求为手段，进行过度的供给。
但是这种唤醒的需求，并不是实实在在的需求，而是一种被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这种需求总有一天
不得不破灭。
处于20世纪80年代泡沫时期的日本就完全处于这样一种状况。
”    小林认为，中国目前这种集体性“购买未来”的行为可以被认定是泡沫产生的原因。
    关于中国本轮通胀的原因，中国国内同样有不同的声音。
有的人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的刺激计划以及人民币汇率维稳政策，有的人认为是因为美国的量化
宽松政策。
不过小林却指出，实际上这一轮通胀往远点讲，要从20世纪90年代说起。
他认为，正是从那时起，中国国内工业生产不断扩大，国内市场也不断扩张。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政府理所当然地想要维持这种高速增长，这就需要一定的经济刺激政策，如增
加货币供给、扩大民众需求等，也就是说通过需求的扩张拉动生产。
在这种政策选择和推进下，通货膨胀无法避免。
”他说。
    不过，这位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自己也曾购置不动产的早稻田大学教授指出，中国国民和当年日本
国民的投资心理是不一样的。
“日本人当年在投资股票和不动产时，完全不认为它们会跌。
然而在战后，日本的土地价格和股票价格首次大幅跌落，当时大家都懵了。
但在这一点上中国不同。
”他说，“中国人则大多认为股票是有风险的，它可能暴涨，也可能暴跌，大家也经历过暴涨暴跌。
因此，中国人是在持有这种风险意识的基础上在炒股。
所以，中国人不是一直持有股票，而是时刻候机买入卖出，他们对待房地产也是一样。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是在利用泡沫赚钱，即使到头来亏损，也不会感觉自己被欺骗了，而是
自己认栽。
中国人认为投资股票和房地产跟赌博输钱一样，他们愿赌服输。
日本国民当年则是一种被骗的感觉。
”    虽然小林英夫认为，中国政府目前最应当关注的是如何综合并且极其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让中国
目前这种危险的状况软着陆，在某一合适的时机将一切压制下去，但他同时也坦言，从日本当年的经
验看，要控制好局势相当困难。
“因为经济是一样极其柔软的东西，它有遵循规律、可控的一面，也有无法预测、不可控的一面，它
有时随人的心理活动飘忽不定。
因此，它不会按照政府政策所期待的方式前进。
它会忽左、忽右、忽上、忽下，政府需要在这一过程中进行即时调整。
虽然中国政府拥有极强的调控能力和相当灵活而多样的手段，但是这件任务对他们来说也相当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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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不过他承认中国政府去年年底以来一连串的加息政策正逐渐拖住泡沫膨胀的步伐。
    小林同时强调，中国的经济规模实在太大，面实在太广，因此不可能在一瞬间产生一个泡沫，同时
又在一瞬间泡沫破灭，它的进程和速度要比日本缓慢得多。
“但是反过来讲，一旦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泡沫破灭，则比日本还要恐怖得多，意义也将完全不同，那
将引起一次巨大的海啸。
到时，不仅中国国内经济将受到打击，对世界经济也将造成巨大的影响。
所以，作为日本，我们不得不每时每刻紧张地关注中国的经济状况。
因为一旦中国发生危机，必然殃及日本。
因此，我们也非常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顺利地处理这一问题。
”    这位研究日本经济史的年近70岁的老人向我感慨，泡沫经济瓦懈了一直以来以勤勉著称的日本人
的精神世界，使得日本人的勤勉、认真不复存在。
“在泡沫经济社会里，人人都如此期待自己一夜暴富。
钱就是一切，比起人际关系、友情这些，有钱才是最重要的。
‘总之先挣钱’成为人们的共识，挣钱、花钱成为生活的不二重心。
生活变得了无情趣、毫无内涵，重视友情、勤劳等这些人类生活中道德层面的规范荡然无存。
”    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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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我2007年进入《东方早报》开始从事媒体行业，至今已近4年。
能够在此时出这样一本小书，我自己感觉很幸运。
    这与《东方早报》对我的培养密不可分。
《东方早报》是一个环境自由且志存高远的集体。
我身边有许多开明的领导和志同道合的同事，身在其中我获益良多。
我也因此与他们其中许多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我对我的领导、《东方早报》国际部主任魏星一直心存感激。
他给我很大的空间并时常给我鼓励，这使我总是充满动力。
我们经常进行深入的交流，这些交流使我迅速成长。
    我也要感谢《东方早报》国际部的兄弟姐妹，他们给了我很多快乐。
我为我们的许多合作感到骄傲，我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
    我也必须感谢《东方早报》在我私自申请留学成功后，大度地保留我的职位。
这种宽容让我感动。
    《东方早报》国际新闻报道很注重引用国际问题专家的观点。
在这几年中，我没有少打扰许多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特别是王少普、刘江永、杨伯江三位教授。
谢谢他们总是耐心接受我的采访，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
也要感谢段跃中、徐静波、蒋丰等在日华文媒体前辈对我的帮助和提携。
    我还要感谢我的许多日本友人，他们是松本健一、本泽二郎、加藤嘉一、木下俊彦、冈崎久实子、
东善明、山田厚史、加藤洋一、山胁岳志、千叶明、增田雅之、坂本和之、长田洋司、富泽克行、前
川光、田村重信、平川真稔等等，他们给予我很多帮助，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
    我同样对蓝狮子心存感激。
感谢吴晓波老师的厚爱，提供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同时也要感谢蓝狮子主编王留全。
在写书过程中，我时常拖拉。
但他从不催促，并时常鼓励我。
我还要感谢蓝狮子编辑宣佳丽，她认真、负责且细心，为此书付出了许多精力和心血。
    此外，我必须要感谢我的父亲王建和母亲黄岚芳。
他们为培养我费尽心血。
我心底时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但平时总羞于开口。
    最后，我要感谢我挚爱的妻子罗菲。
由于写这本书，我没有时间与精力过问我们婚礼的事情。
所有重任几乎都压在她一人身上。
她为此十分操劳，我至今心中充满愧疚。
唯有将此书献给她以及我们刚出生的儿子。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本书难免不足之处，还望各位海涵并不吝赐教。
我特意嘱咐编辑在扉页上留了我的常用邮箱，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意见，也希望通过本书能够认识更
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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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年日本实体经济只有10%的增长时，货币供应量却增长了20%，现在中国就是这样，这就说明一定
是物价上有问题或者是出现了泡沫经济。
这让我感觉到中国似乎真的是在走跟日本同样的道路。
现在中国给我的感觉就像是40多年前的日本。
  —— 安斋隆 日本SEVEN银行董事会会长  中国金融系统改革国际顾问  对于中国来说，给劳动者提供
与生产力相符的工资，也是应该尽快解决的问题。
  —— 竹中平藏 前日本经济财政大臣 日本“经济改革总设计师” 这种建设的供给已经超过了实际的需
求。
我不能保证说中国也会和日本当年一样，到最后房子都卖不出去。
但是从根本上说，中国正在产生和日本当年一样的泡沫现象。
  —— 小林英夫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  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委员长 （日本）那时候一栋普通住
房的价格是一个普通国民年收入的四五倍，中国现在则是十几二十倍。
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中国的贫富差距。
  —— 濑口清之 曾任日本银行驻北京事务所所长 原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 中国经济的问题到底是构造性
的还是循环性的，认清这一点很重要。
  —— 高桥亘 原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中国经济还很景气，以内
需为中心的基本经济增长力还很强，所以就算多少有些泡沫可能也不会破灭。
  ——关山健 日本著名智库东京财团研究员  明治大学国际合作政策研究所所长 在经济高速增长之中，
必定有一段时期会出现泡沫，接着崩溃，这是极其普通的事情。
现在的中国经济基本上就是处在日本的经济高度成长期，所以应该不会一下子衰退，但是也的确出现
了一些泡沫经济的部分。
 —— 榊原英资 “日元先生” 曾任大藏省国际金融局长、大藏省财务官 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
是日本的1/10，但同等地理位置的房价中国和日本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了。
住宅的价格与收入的比例，日本泡沫经济的时候大概是10-15倍。
现在中国的这个比例比这个更高。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 野口悠纪雄 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金融研究科教授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金融领域
，经验还相当不足。
因此，现在大力推进金融自由化，我感觉稍显冒进，显得有些慌张和焦虑。
中国虽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但是人民币完全没有作为国际性货币的经验，中国要警惕美国。
  —— 谷口诚 原日本驻联合国特命全权大使  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副秘书长 中国有一个庞大的
尚未开发的市场，13亿人口的市场。
因此，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将经济发展的实惠均匀地分摊给每一个国民的话，我认为中国避免泡沫破灭
的打击、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相当有可能的。
  —— 村上诚一郎 原日本财务副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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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什么才是造成日本“失落的十年”的罪魁祸首？
巨大的本币升值压力、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居高不下的房价⋯⋯中国的经济是否濒临崩溃？
日本经济的历史是否会成为中国经济的未来？
在王国培编著的《中国：下一个日本》一书中，通过第一手访谈资料和最具诚意的建言，十大日本知
名经济学家邀您一同探讨中国经济的当下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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