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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美国经济适用房贷款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不仅给发达国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而且
其影响仍然在扩大。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FRB）前总裁格林斯潘说这次经济危机是“百年不遇的海啸”①，屡屡暴跌的股
票价格让人联想到20世纪初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
由纽约股市的暴跌（黑暗的星期四）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在80年前的1929年10月24日。
之后，经济危机席卷全球。
主要工业国家美国、德国的工业生产减少了一半以上，失业率急剧上升。
另外，世界上许多银行倒闭，金融系统陷入瘫痪状态。
危机持续了4年，到1933年前后才逐渐平息，完全恢复过来则花费了更长的时间。
凯恩斯政策便是出于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反省而出台的。
该政策认为国家通过财政以及金融政策能够有效地控制有效需求。
此外，还出台了替代金本位制的管理货币制度。
虽然战后进一步得到发展的经济学已使这两种工具变得更加精致，但是，用高度发达的理论武装起来
的现代经济学这种工具离尽善尽美依然相距甚远，这一点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暴露无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说：“丝毫没想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会遇到类似世界经济危机的事态。
”②从他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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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即便在极其发达的现代经济中，“历史的反复”这种单纯的经验教训依然没有过时。
也就是说，此次的次贷危机也许就包含着80年前的经济危机中应对危机、重建经济时的重要教训。
在这一点上，不妨认为一直被认为处于边缘的“经济史”这门学科即便在现代也具有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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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另一方面，关于近世耕地面积的全国性统计，只有享保、延享（1730年）前后的297万780町①
这一数值。
与此数值最为接近的石数是元禄时期的2，578万8，332石，如果假定1600年前后的耕地面积与石数也
维持这个比率的话，那么可以推测大阁检地当时的耕地面积为206万4，657町。
另外，进入明治期以后，最早关于耕地面积的数据是1873年的323万4千町。
如果将这三个时点的数值加以比较的话便能看出：在17世纪，耕地面积显著增加，而从18世纪到19世
纪增长速度则放慢了。
另一方面，即便从河川、蓄水池、水渠、新田开发等数据来看，也可知17世纪的土木建筑工程很多，
在进入18世纪之后则减少了，从1830年代前后起再次呈增加的趋势。
如果假设工程数量与耕地面积的增加成正比的话，那么也可以对这三个时点耕地面积的变化进行推测
。
各种经济数据之间的关系我们基于上述实际石数、人口、耕地面积的值，以50年为单位推算出来的结
果如图1-1①一③所示②。
关于实际石数、耕地面积，我们可以依据从17世纪初开始的数值，而关于人口的数据则要引起若干注
意。
关于德川吉宗实施全国人口普查之前的人口变化情况，虽然可以在村以及藩的层面获得片段性线索，
但还没有全国性调查数据。
以前，吉田东吾假定在近世初期也保持着近世中期1人一1石这样的比率，从而认为当时日本的总人口
为1，800万人。
此外，速水融根据九州地区的“人畜改帐”，对这个比率重新进行计算，得出了1，200万人的数值。
另外，鬼头宏考虑到与中世末期人口推算的连续性，认为当时日本的总人口为1，5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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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经济史(1600-2000)》是阅读日本书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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