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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起设立这样一个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基于一种思考：由于全球化和技术
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比如能源、环境、公共卫生等，不光局限在科学领域，还需
要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参与进来，比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工程研究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我们需要不同学科学者相互对话的论坛。
而且，参加者不应仅仅来自学术圈和学校，也应有政府和企业家。
我们希望把CIDEG办成类似斯坦福大学非常著名的公共经济政策研究中心（Stanford Institute
0fEeonomic P0licy Research，SIEPR）那样，对能源、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和政策上的分析。
我们认为，大学应该关注基础研究，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在深层知识的产生上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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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日本资深的官厅经济专家，宫崎勇参与了日本战后众多的经济决策过程。
作者以口述史的方式为我们再现了政策形成现场的实景，我们可以据此了解到这些政策背后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了日本作为一个先行工业化国家，在经济成长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日本经
济决策界是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并采取相应对策的。
他们的经验，特别是有关日本如何克服石油危机、调整贸易顺差和进行“结构改革”的部分，对于当
前面临类似情形的中国显得尤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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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宫崎勇，1923年出生。
1943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同年应征入伍。
1945年复学。
1947年毕业，同年进入经济安定本部。
1980年辞去经济企画厅事务次官。
1982年就任大和证券经济研究所（现大和总研）理事长。
1995年就任经济企画厅长官）村山内阁）。
1996年任大和总研特别顾问，2004年任名誉顾问。

    主要著作《裁军经济学》（岩波新书，1964年），《宫崎勇集》（现代经济专家选集）（NTT出版
，1994年），《世界经济图解》第2版（合著，岩波新书，2000年），《日本经济图解》第3版（合著
，岩波新书，2001年），《日本经济再生之视点》（合编，岩波书店，2001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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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身世宫崎先说我的出生。
我于1923年10月28日出生于佐贺县佐贺市，下面是我为自己的出生加的注释。
我父亲自旧制第五高等学校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1917年毕业，之后进入一家海运公司。
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发生时，他正在横滨分公司工作，与我母亲和哥哥三人一起住在横滨。
那年9月1日正午，特大地震袭来，我家的房子被大火烧毁，父亲一人留在东京，母亲带着腹中的我回
到九州。
一个月后，也就是1923年10月，母亲在娘家生下了我。
所以我不是“横滨小子”，而该说生为“九州男儿”。
——您父亲也是佐贺人吗？
宫崎是的。
但他的祖籍不是佐贺市，而是佐贺县唐津的小笠原藩。
我母亲的娘家属于锅岛藩。
人常说同藩不睦，大概他们也是因为这个道理才互与外藩人结亲的吧。
不过我并不知道他们姻缘的来龙去脉。
——二老家都是旧时的贵族吧。
宫崎不，都是“平民”。
我父亲出生于距唐津不远的玄海町（当时叫有浦村），现在那里是核电站厂址。
我的祖父在那里做生意多年，算得上乡绅，主业是造酒。
——典型的乡绅嘛。
宫崎除去三级小邮电局局长的公职，祖父主要是做各种生意。
父亲则从当地小学走向唐津中学、熊本第五高等学校、东大法学部、船运公司。
不知祖父是否算得上好生意人，但酒坊老板和邮电局长这两个行当他一直干到去世。
祖父的酒坊现在是我的堂弟在打理，邮电局长是我另一位堂弟在担任，都还在玄海町。
——还在生产酒吗？
宫崎现在应该是不生产了，当年的品牌也已经不存在了。
——和竹下登家族一样。
宫崎去年听说堂弟要酿造新米酒，不知做成了没有。
他同时还开着一家药店。
再说母亲一家。
我的外祖父是律师，祖籍离佐贺市不远。
外祖父一直在佐贺市工作，还曾两次当选国民党·同志会·宪政会的议员，并开过报馆、参与过地方
铁路的建设。
——这很了不起。
宫崎外祖父名叫丰增龙次郎，生育了七个子女，我母亲排行第二。
母亲最小的弟弟丰增升是钢琴家，曾任钢琴艺术院的会员。
我的外祖母热衷女权运动，在佐贺县创建了当时的旧制女子学校，就是成美女子学校，她还从事社会
运动。
我母亲从佐贺女子学校毕业后进人日本女子大学，听说与中条百合子（后从夫姓为宫本百合子）是同
窗。
母亲与父亲相识应该是在母亲大学毕业后，之后便随父亲在横滨和神户等许多地方不断搬家，父亲还
在印度、美国、南美等国家常驻，战时曾担任青岛和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
——是哪家公司？
宫崎大阪商船。
父亲于战争结束前夕因病辞职，战争结束后不久便去世了。
由于父亲的工作特点，我随父母走过许多地方，小学一二年级时不在日本，是在外国的英式小学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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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是受过英式教育的，说得好听点是绅士教育，每天上学都穿制服、戴制服帽、打领带。
回到日本后又在父亲的老家，佐贺县有浦村的小学读了半年。
——原来您曾是归国人员子女。
宫崎现在看有点匪夷所思，先是在英国人的学校里用英文上课，到了南美又必须使用西班牙语或葡萄
牙语，所以那时总有人说我的西班牙语和英语比日语好，不过我本人对此没有什么印象。
刚回到日本时我被编入小学三年级，不大认识日本字，片假名、平假名、汉字几乎都是在那一年学会
的。
终于学会了书写日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却几乎忘光了。
后来，父亲被调往大阪总公司，我也转学到兵库县精道小学，当时我读小学三年级。
精道小学是所历史悠久的著名学校，之后山手小学于1933年12月23日落成，我又转学到了山手小学。
——在神户吧。
宫崎在兵库县芦屋市，当时叫精道村，我是山手小学首届毕业生。
1933年12月23日是当今的平成天皇诞生日，山手小学于这天落成。
后来平成天皇陛下访问兵库县（2001年4月25日）前日，我和同是佐贺高中出身的贝原俊民都接到电话
通知。
我下面有两个妹妹，她们自出生起就随父母四海为家，但父母考虑男孩子若随他们飘来飘去就不可能
受到系统的教育，于是自中学起我就被寄养在佐贺市的外祖父家。
我就读的中学是佐篌中学。
每日从外祖父家上学。
03学生应征入伍——说起佐贺，好像曾盛行习武之风。
宫崎是的，佐贺地处当局不易看到的地方，“灯影黑”。
不过我们受到很好的锻炼，礼仪和教育都十分严格，教师和高年级学生都严厉训导我们，“铁拳制裁
”是家常便饭。
但与今天的校园暴力有本质不同。
——您说得对。
宫崎闲话连篇不好意思，我们中学时听到的训导言辞也十分激烈。
我们的学长真崎甚三郎从东京回来时总会回到学校来训导我们说“来看看你们是否在努力”。
还有一位“忧国忧民”的学长，就是“五·一五”事件主谋之一的三上卓中尉。
对他们的思想和所采取的行动我难以产生共鸣，但我十分理解他们对社会的忧虑。
参与著名的“二·二六”事件的军人大都来自日本东北地区和北海道，但二十名主谋者中半数出身九
州，而且佐贺人居多。
这就是我就读的中学。
而且中学二年级时，日中战争爆发，我们的班主任马上便应征入伍了，学校的教育变为军国主义教育
。
不过我总算读完五年中学，选择高等学校时，仍希望留在家乡，便进入了旧制佐贺高等学校。
读一年级时，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旧制高等学校将原来的学制缩短为两年半，我于1943年9
月毕业，并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
——有入学考试吗？
宫崎 当然有。
记不清论文考得是什么内容了，还有学科考试和体检，但没有面试。
都合格后，我于当年10月正式入学，马上就迎来了动员学生入伍运动，是在12月。
——差不多入学3个月以后吧？
宫崎入学3个月后就中断了学业，入伍到海军。
——当时是休学吧？
宫崎是休学。
红头文件一来，马上就是征兵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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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该是回到佐贺接受征兵审查的吧？
宫崎是的，并且被征人海军，最初是在佐世保海军兵团当二等水兵。
我入伍时正逢冬季，天气寒冷。
12月刚到海军兵团时，我与后来战死的特攻队员、原职业棒球名古屋金毓队的投球手石丸在同一分队
，一处起居。
当然，经济学的学业是中断了。
当了三个月水兵之后，1944年初，我参加了海军预备学生兵考试。
结束水兵训练之后，我们作为预备学生兵被带往鹿儿岛海军航空队，并以预备学生兵身份进入宫崎航
空队。
——预备学生兵体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宫崎到我那时大约已经有两年左右，我们又延续了一年左右。
因为局势千变万化。
——预备学生兵是特攻队的后备力量吗？
宫崎最后是那样。
和我同期的预备学生兵大多于战争结束前夕战死在台湾海域或冲绳战役，还有人死于返航途中，因为
战斗机燃油只给加单程的。
我们同期入伍的预备学生兵共3 323名，其中411名战死。
我后来从宫崎航空队转入宫城县的松岛航空队，之后又转入更北方的三浞航空队，驻地现已成为美军
基地。
在那里我成为预科训练教官，1944年12月升任海军少尉，可说是速成士官。
虽是海军航空队的预科训练，但随着战斗机的减少，后期的训练几乎不再有登机模拟训练，顶多是飞
飞滑翔机，其他就都是地面训练了。
结束预科训练科目的人最终是要被送往前线的，所以这个工作最终令我厌烦，“派你前往某某地”的
命令无异于“请赴死”的命令。
这是我短暂的海军军旅生活中最悲惨、印象最深刻的时期，预科训练班的士兵们太可怜了。
战争结束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又因失业生活无着，他们的群体又被称为愚连队。
实在不堪回首。
战争结束前一个月左右时，我从三沢航空队被派往生产战斗机用机枪及枪弹的海军宫城县多贺城工厂
任职，并在那里迎来了停战。
——是去任监督官吗？
宫崎记不清是什么头衔了，好像是命令我在本部工作，还能记起的工作就是在生产车间巡视。
当时美军已经开始使用舰炮近海攻击日本，或派遣格鲁门或西科斯基公司造的航空母舰载机空袭日本
，有情况时我们要使用机关枪迎击。
在这种状态下迎来了8月15日的停战，在酷暑的炎热中，我在多贺城听到了天皇亲下圣旨的广播。
之后，我连续几天辗转换车，终于乘火车回到佐贺。
在家里闲了几个月后，1945年11月，东大开课，我重拾学业，直至1947年9月大学毕业。
——您当预备学生兵的时候接受过飞行训练吗？
宫崎专业确实是飞行科，但我那时眼睛有些近视，没被允许直接驾驶飞机。
我待过的宫崎、松岛、三沢航空队都是大型飞机（中型歼击机），我要么在飞行员后面的座位上看地
图，要么在基地工作，总之是个打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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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起因是中村隆英、伊藤隆两位先生将我的经历纳入口述历史的创作计划，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
的同时，也感到“非同小可”和莫名的惶恐与紧张。
不过，我自大学毕业以后，几乎半个世纪都工作在政府经济部门（经济安定本部、经济审议厅、经济
企画厅）以及民间经济研究所（大和证券经济研究所、大和总研），作为经济工作者从事经济政策的
制定以及相关工作，口述自己的这些亲身经历是对一生的工作进行自我反省的大好机会，还能帮助读
者对日本经济（政策）多一份理解，也就欣然接受了。
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当我完成本书初稿，重新通读全稿时，才发现虽说我在介绍亲历的一线工作，
也难逃自赞个人史之嫌，而对于我所参与过的政策的评价缺乏理论高度。
总之，介绍自己和论述政策都不到位。
“无悔，悔之”。
青春立志“经世济民”，并得以实践之，这么说虽然有失谦虚，但我毕竟有幸历经战后复兴期倾斜生
产方式的政策运作，高速增长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制订及实施，石油危机之后与三重危机（通货膨
胀、就业不稳定、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战斗，国际化进程中的泡沫对策⋯⋯能够在动荡的变革年代
工作在政策制定第一线并从事其他相关工作，我“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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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经济政策亲历者实录》战后经济重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石油危机及经济大国化，泡沫的崩溃
及“失去的十年”，世纪之交的结构改革问题，终生活跃于日本经济政策形成一线的经济专家，见证
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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