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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堪称一部复杂的经济赶超史，也是一部艰难的经济转型史。
其中。
既有赶超的“成功”性，也有赶超的“脆弱”性；既有“成长的烦恼”，也有“富人的苦涩”。
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就是“赶超”以及由
“赶超”向“后赶超”转换的“试验场”，无论其经验或是教训，都将为其他后发国家提供一个经典
的观测例证。

《苦涩的日本(从赶超时代到后赶超时代)》由徐平著，作者以日本从“
赶超”向“后赶超”的转变为线索，在展阔的历史视域与丰富的现实事例的相互映照中。
自远及近地纵览日本经济“赶超”以及由
“赶超”向“后赶超”转换的复杂的社会演化过程，并且发现在这一过程中衍生的问题。
这一新的研究成果将进一步丰富对日本的研究以及为日本经济“逆转”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实现对日本赶超经济的再发现和再认识。

根据对日本“赶超”以及向“后赶超”转型的研究，《苦涩的日本(从赶超时代到后赶超时代)》作者
提出了关于政府规制的“适度性”把握问题。
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帮助我们在制度供给的设计方面拓展思考问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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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平，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副校长，兼任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全国日本
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政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辽宁省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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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世界经济、日本经济以及现代化问题研究。
先后承担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研究项目，在《世界历史》、《世界经济》、《世
界经济与政治》、《日本学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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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教育部优秀学术著作二等奖、辽宁省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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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此同时，迫于欧美国家的压力，日本开始意识到必须调整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逐渐开放其经
济体制，向国际协调型经济结构转变。
对此，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1）开放和扩大国内市场。
日本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是导致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
正如《前川报告》所说：“造成经常收支巨额顺差的基本原因在于我国的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
”要改变这种结构，其根本途径则在于不断地开发和扩大国内市场。
（2）扩大工业制成品进口，提高国际分工档次。
长期以来，日本以资源贫乏为由，最大限度地阻止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以保持其在国际垂直分工中的
有利地位。
到1980年，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仅占日本进口总额的18%，而美国则为49%。
通过工业制成品进口限制的逐步放宽，到1986年起工业制成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已经上升到44.1%。
进口结构的变化将有利于在较高水平上促成国际间的分工和合作。
（3）调整产业结构，为实现国际协调性经济结构的变革奠定基础。
贸易摩擦是当今国际经济中的核心问题，而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说到底是由国际间“均质化”的产
业结构造成的。
日本的产业结构介于欧美和“新兴工业国家”之间，这种状况表明，日本不但要同欧美，而且要同“
新兴工业国家”经常发生贸易摩擦。
日本要有效地从贸易摩擦中摆脱出来，一方面要开放其市场，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地提高其产业的科学
技术水平，这样不但有利于提高本国的经济素质，而且也将客观地带动其他国家向新的产业水准的迈
进。
为此，日本政府计划逐渐降低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提高非物质生产部门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
其中，农林水产业、原材料工业比重的下降比较明显。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又取消了许多行业性限制，逐步放开国内市场，这样国外的商品和企业开始
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日本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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