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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日本对美国的出
口规模迅速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而贸易摩擦的过程也是日本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的
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与美
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时有发生，而且愈演愈烈。
借鉴日本解决日美贸易摩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
马文秀博士所著《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一书，其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是我国学者对日美经济关系研究的一项新的学术成果。
作者以严谨的逻辑和翔实的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系统论述了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
的内在关系，提出了“日本产业结构引发日美贸易摩擦”、“日美贸易摩擦促进日本产业结构调整”
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该书是马文秀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而完成的专著。
通览全书，作者对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性分析，思路新颖、观点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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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战后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如何引发日美贸易摩擦，分析了日本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
主要对策及其缓解贸易摩擦和促进日本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
指出：战后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产业结构有很强的相关性。
一方面，日本以机械工业为主体、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全套型产业结构导致了对美国出口激增，出口
激增成为引发日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且贸易摩擦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不断激化：另一方面，
日本为化解贸易摩擦而采取的自愿出口限制、对外直接投资、日元升值和扩大国内需求等对策又促进
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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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工业结构演进的趋势　　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描述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走向工业化的过程
和动因。
工业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其在国民收入中相对比例不断上升的同时，劳动力相对比例增加不多
、不快的规律说明，工业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
经济发展过程或者说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也就是“工业化”的过程。
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altherG.Hoffmann）对工业化演变规律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
①他对近20个国家18世纪以后的工业化历史和统计资料进行了经验性研究，着重分析了制造业中消费
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的比例关系，提出了所谓的“霍夫曼定理”，即霍夫曼系数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
是持续下降的（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净产值／资本品工业净产值）。
霍夫曼还根据霍夫曼比例由大到小把工业化分成四个阶段。
他认为在第一阶段，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在制造业中占有统治地位，资本品工业的生产是不发达的；在
第二阶段，与消费品工业相比，资本品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消费品工业的规模要比资本品工业
的规模大得多；在第三阶段，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的规模达到大致相当的状况；在第四阶段，资
本品工业的规模将大于消费品工业的规模。
虽然霍夫曼的这一理论对工业结构，特别是对工业结构中重工业化规律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仍
存在着许多的缺陷，为此，遭到了梅泽尔斯（A.Maizeles）、库兹涅茨和盐野谷右一等经济学家的批评
。
梅泽尔斯指出，霍夫曼比例仅从工业内部比例关系来分析工业化过程是不全面的，而且霍夫曼比例忽
略了各国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的产业之间的生产率的差异。
库兹涅茨则对用霍夫曼比例来研究工业化持否定态度，因为根据库兹涅茨对于美国资料的研究，无法
得到支持资本品工业优先增长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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