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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美国经济疲软，欧债危机起伏，世界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危险，全球经济发展处于
逆境当中。
在此环境下，日本经济却出现了强劲复苏。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面临着各种严峻的问题，包括主权债务问题引起全球性关注、通缩卷土重来、日
元激烈升值和股市动荡等，日本经济暗流涌动、险象环生。
2011年，日本经济的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存在挑战，估计还将持续复苏，但是受东日本大地震及引发的
海啸和核危机的影响，其势头将明显减弱。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日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但需要理性看待。
中日双边贸易出现恢复性增长，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中国继续保持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
口市场的地位。
日本对华投资出现微弱正增长，中国对日投资持续上扬。
2011年，在日本经济、世界经济回暖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环境下，特别是日本灾后重建的拉
动下，中日经贸合作可望取得平稳或较高增长。

　　本书以“总报告”为基础，以分析现状与发展趋势为起点，以民主党政权应对金融危机政策为重
点，兼顾贸易、投资及区域合作等内容，以中国借鉴日本经验为目的，对日本经济以及中日经济合作
的最新动态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
日本民主党上台即面临着如何应对因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萧条，为此，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金融
、财政的应急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解决就业和通缩问题，同时致力于解决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
期结构性问题，包括制定实施“新增长战略”、调整产业结构、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
丰田召回事件对处于优势地位的日本制造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也为中国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提高创
新能力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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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主要数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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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土地取得和转让方面的税制瑕疵从增加土地需求和减少土地供给两方面推动房地产
价格的膨胀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受整体经济萧条的影响，日本地价上涨问题明显缓和，70年代
末80年代初曾略有回升但之后又趋于平稳，如此经济环境要求放宽土地税制。
于是，日本在土地税制方面采取了一些宽松措施。
1981年的税改规定，土地持有的长期期限由五年延长到十年，对于个人长期拥有土地在4000万日元以
下的转让收益实施20％的低税率，对4000万日元至8000万日元的部分按50％的税率综合课税，对超
过8000万日元以上的部分按75％的税率综合课税，而原来是对2000万日元以下的部分实施20％的低税
率，对超过2000万日元以上的部分一律按75％的高税率综合课税。
对个人出售长期居住用房屋的销售收益，3000万日元以下免征税，3000万～7000万日元按10％的税率
课税，超过7000万日元的部分按15％的税率课税。
对企业和个人的房地产投资收益实行税收优惠，对因房地产价格上升给房地产投资企业带来的隐含收
益实行免税，企业因出售房地产的获利需缴纳税金，但如果该企业购人了超过此出售额以上的事业用
房地产，在该事业用房地产出售前可以延期纳税；同样，因房地产价格上升对个人住房投资所带来的
隐含收益也实行免税，而个人购买住房的利息支付和住房折旧费可以从工资收入中扣除，实际上是减
少了个人所得税的缴纳。
这一系列土地取得和转让中的税制优惠政策刺激个人和企业增加土地需求，纷纷购买房地产，推动了
房地产价格的膨胀。
1982年日本新增加了居住用资产的置换制度。
该制度规定，当出售居住用地而高价购人房地产时，满足一定条件的可以延期缴纳资本收益税。
该制度的实施意在鼓励居住在城市中心地带的居民向城市外围转移，实现城市中心地带的开发，但实
际上刺激了个人对房地产的投资需求，带动了城市周边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上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报>>

编辑推荐

《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报告(2011)》：权威机构、品牌图书，每年新版。
盘点年度资讯，预测时代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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