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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程伟力和谭凇编写的《危机预测与转化研究》以危机的预测、应对和转化为主线，介绍了国际金融危
机爆发前后作者对国内外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
《危机预测与转化研究》分为四部分：一是2007年对通货膨胀和世界经济形势的预测，在准确把握通
胀趋势的同时指出农民工返乡现象，并断言世界经济将面临三十年来最为严峻的形势；二是金融危机
全面爆发后应对危机的内外经济政策；三是在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对危机转化为机遇的历史规律、
理论依据和现实条件的论证；四是对后危机时期若干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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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伟力，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同谭凇合作的有关文章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成果要报》采
用并获通报表彰。

谭凇，东兴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主持课题获中国证券业协会2008年度科研
课题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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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日本和德国先后走向升值道路　　日、德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
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虽然经济遭到很大破坏，但技术、人才仍在，因此战后快速发展，20
世纪60年代均持续出现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快速上升现象，本币升值压力巨大。
　　（1）日本努力化解升值压力，最终日元仍被动升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重建时期，日本国内投资需求旺盛，带动了投资品的大量进口。
为满足投资品进口需求的增长，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扩大出口的经济政策，出口的增长带来了充足的
外汇，基本上维持了进口需求的增长，对外贸易基本保持平衡。
这一时期，日本成功地保持了开放、平衡的经济增长路径。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日本贸易品部门从1968年开始持续出现贸易顺差，外汇储备不断攀
升，国际贸易摩擦激化，日本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日本经济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日元不应升值，因为日本的经济还很
脆弱，日元升值会损害国内的经济发展，支持日元升值的论点当时未受到重视。
日本政府也不希望日元价值重估，除了采取经济措施缓解日元升值压力之外，日本大藏省与央行还极
力劝说国内私人银行更多持有美元资产，以便国内货币当局减持美元资产。
事后证明，行政干预无法阻挡市场行为，日元最终被迫升值。
1971年8月，美国宣布实行以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征收10％进口附加税为主的新经济政策，日本随即放
弃了保持22年的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比价，升值5.48％，从此转向实行浮动汇率制。
　　日元升值对无力适应新形势的纺织业、有色金属业等行业造成严重打击，日本采取了转产或向海
外迁移的对策。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积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从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和价格优势转向依靠技术革
新带动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元大幅升值中，日本经济总体上仍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
1981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当年价）是1971年的4.95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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