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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书读懂日本商业史》以时间为脉络梳理日本商业历史，从17世纪日本现代商业萌芽写起，
一直到21世纪初日本经济的衰落，尤其注重对日本历史上重大商业事件的解说与分析。
解读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剖析日本经济崛起与衰落之奥秘，使人可以在短时间内一读而睹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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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财富王道：滋生中的商业经济萌芽    17世纪初，德川家康建立德川幕府，建立起以幕府和藩为
中心、各藩为支柱的幕藩体制。
幕藩体制的成立和存在，以全国性的、各藩内一定的商品货币经济和交通的发达作为前提，其社会构
造本身就已经蕴藏着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要素。
    由于实行参勤交代制等原因，幕府修筑了以江户、大阪为中心的陆路和海路交通网，客观上有利于
打破封建自然经济造成的隔绝状态，为商品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条件。
    德川幕府在建立后，将全国划分为两百多个藩，大名在自己的藩内实行独立治理，从而形成众多的
具有区域性联系的经济单位。
各个藩国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作物分布各具特色，它们之间在彼此进行交换、密
切经济往来的同时，市场规模也日渐扩大。
    德川幕府实行兵农分离政策，将日本全国分成城市和农村两部分。
各藩国的城下町，一方面要求藩国内农村提供粮食和农产品，一方面又要向农村提供农民不能自给的
物资和手工业制品，这就要求各藩的藩国市场必须与江户、大阪、京都为中心的中央市场相结合。
    因此，到17世纪后半叶，日本就形成了以中央都市为中心，各藩国市场相互交融的统一市场。
在这个市场上，年贡米是运作的重要媒介，商品流通也完全控制在领主手中。
    到江户时代中后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民手中剩余产品越来越多，于是有了持续增长的农民商
品流通，年贡米为主的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在先进地区，在商品性农业和农村工业不断发展的条件下，新的农村商人正在逐渐走上社会商业舞
台。
这些农村商人除了通过正常的流通渠道将从农民那里收购来的物品卖给特权商人外，还绕过特权商人
，将一部分产品直接卖到其他藩去，形成了不受特权商人控制的“农民的商品流通渠道”。
    这样，由于吸纳了农村工业和农村商人的新元素，市场结构由原来一元的封建领主的商品流通机构
逐渐向多元化市场流通体系演变。
到江户时代末期，日本的国内市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以长州藩前代山裁判区的棉布消费购人率与自给率的情况为例。
棉布消费分购买棉布、购旧衣、买棉自织三种来源，其中购买棉布和旧衣都属于商品化范畴。
上层社会居民中购布的占84.5％，自织的占15.5％；中层社会居民中购布的占46.6％、购旧衣的占34.0
％和买棉自织的占19.4％；下层社会居民购旧衣的占61.6％，买棉自织的占38.4％。
由上可知，长州藩棉布消费的平均自给率为30.3％，商品率为69.7％，商品率占压倒优势。
    要知道，长州藩在江户时期的经济水平和商品经济程度比较落后，由此可知，日本当时的国内市场
确实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
    在日本国内商业市场日渐繁荣的同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也在暗流涌动，伺机等待着新的爆发
。
    江户时代，日本的货币财富日益累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个以三井、小野、鸿池等为代表的庞
大的商人和高利贷资本家集团。
当时，钱庄在大阪和江户、京都、冈山等大城市非常发达，其中以大阪的十家钱庄、江户的大钱庄最
为有名。
    当一些做买卖的商人出现资金短缺的时候，这些拥有货币的商人便向其放贷，让其借钱购买货物，
出售以后再还贷，同时收取一定利息。
许多御用商人和特权商人经营金银汇兑业务，成为金银汇兑商，这相当于今天银行业业务的雏形。
例如，麻批发商源左卫门，1759年从下总国八日市场忠五郎那里借人货物购买资金银100两，以弥补购
买资金不足。
    随着商品交易逐渐活跃，这种购前贷款的范围日益扩大。
加东郡近藤家文书中曾记载，贷款分为几个时期：第一期从1748—1760年，贷款范围均在4公里以内。
说明市场狭小，商业活动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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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从1761—1771年，贷款范围开始扩大，出现了14公里以外的村庄，但贷款的80％仍在加东郡。
第三期范围更加扩大，加东郡只占了57％，其余均贷往外郡。
到第七期时，14公里以外的贷款己达50％，本郡只占到43％。
说明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
    商业资本除了贷款给普通商人外，还经常贷款给大名。
例如，大阪的鸿池善右卫门就同时兼任加贺、广岛、阿波、冈山、柳川、尾州和纪州等7个藩的挂屋
（代理人）。
在元禄年间（1688—1703），鸿池善右卫门的贷款对象中已经有超过20多家大名。
到1704年，鸿池善右卫门贷给大名的贷款数额已经高达14875贯，占总资产的73.5％。
而且贷款给大名的利息也比较高，一般月利为1％，年利12％。
这就为大高利贷者带来了巨额的利息，使他们手中积累起大量的货币财富。
    三井家的总资产在1813年就已经达到银74.3万两，1867年更增至银94.6万两；在江户的大传马町设店
的木棉屋长谷川家，在1828年的资产总额也高达银31.8万两。
他们的资产有的投放到对大名、武士和一般人的高利贷上，有的投放到未开垦的土地的开发上，有的
则投放到各种家庭工业上等，将资本进行不断增值的这个新兴社会群体，被称为大商业资本家，他们
依靠手中的金钱，逐渐控制了日本全国的经济命脉。
    马克思曾经说过：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
果，而是它的起点。
可以说，正因为有了江户时代的原始资本积累，日本经济才得以进入近代增长的轨道。
    为了适应如火如荼的日本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展，日本明治时代金融货币制度也随之出现并有
了明显的发展，在封建的借贷制度基础上催生出了近代金融制度的模型。
    货币的发行原则上由幕府垄断，金、银、铜三种矿产由幕府直接控制并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
货币铸造机构是会座、银座和钱座，金、银、铜三种货币同时流通。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作为商品交换载体的纸币在市场上崭露头角，其中最多的是各藩发行的“藩
扎”。
    为了更好地开展金融信用业务，市场上出现了货币兑换商，专门从事货币本身的买卖，后来又逐渐
发展为从事存款、贷款、票据和汇兑等业务的钱庄，钱庄之间的密切经济往来直接推动了同业工会的
建立。
    此外，出于对货币交换的便利应用，提货单、融通支票、汇票、存款票据、期票等货币替代物也如
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这些都为日后明治政府从欧美先进国家移植银行制度、建立以银行为中心的金
融网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德川时期日本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资金的流动和集中，在很大程度上缓
和了工业时期资金短缺的矛盾，促进了日本财政制度的近代化。
    P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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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给日本的商业未来    2012年3月，是东日本大地震的周年祭。
这场地震带给日本的影响可谓深远，但日本真正面临的挑战，远不止打扫处理东日本大地震的残迹那
么简单，未来世界的风云变幻，让日本的商业经济环境变得困难重重。
如何应对已知和未知的种种风险，事关日本的百年国运。
    “M型社会就要到来！
”日本著名的经济战略家大前研一曾经发出警告：由于家族世袭方式的复苏，日本社会阶层逐步出现
两极化，“中产阶级社会”面临崩溃的险境。
    在政坛，自民党的三百余名议员中，“直系世袭”的比例高达1／3；在商界，三菱、三井、住友等
财阀，牢牢控制着日本各大经济命脉，以丰田汽车为例，丰田掌门人的位置，一直由丰田家族成员担
任，并经四世传承至今。
    此外，“少子化”现象可能将日本的未来埋没。
百年前，中国学者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就指出，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社会，才能保持改革进步的活
力。
老龄化明显的日本，社会总体心理偏向保守，自然缺少前进的活力和士气。
    再者，作为曾经叱咤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强国，日本可谓代表了亚洲地区国家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然而，日本的先发优势正在逐渐褪去，随着各国经济的增长，日本的领先优势将不复存在。
以普通制造业及高端产业领域为例，欧美各国由商业朋友变成竞争对手，德国、美国在汽车、能源领
域更加咄咄逼人，这些对于日本未来的商业布局、经济结构改革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新加坡领袖李光耀曾指出，“日本是一个由日本人聚集的‘均质社会’，缺少开放性。
”诚然，事物发展过程中，内因起决定作用。
日本经济只有将自身固有的顽疾克服掉，未来才能真正步人发展的上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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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日本企业是中国企业最应该学习的榜样之一。
日本企业经营管理介于东西之间，既有西方企业的战略眼光和严谨的流程管理，又有东方文化和思想
。
我们中国很多企业只学习“招数”，没有学习“法”，学习日本企业的管理要先从学习它的经营理念
开始。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 马云　　　　相当多的中国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初引进日本的管理，但
并不成功。
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引进的时候只注重形式，忽视了思想和内容。
　　——海尔集团创始人 张瑞敏　　　　像日本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
的成功。
日本一旦重新起飞，这样的基础一定让它一飞冲天。
　　——华为创始人 任正非　　　　日本企业做得非常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企业）无
论是在家电行业还是在汽车行业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如果不能认真地研究日本、学习日本，对日本没什么损失，对我们是个损失。
　　我们希望，方科最好像素尼、松下、丰田公司这样对日本的社会进程产生影响，而不仅是产品。
　　——万科创始人 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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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邓鹏编著的《一本书读懂日本商业史》观日本经济四百年浮沉得失，以史为鉴揭开孤悬岛国商业崛起
的秘密。
以时间为脉络梳理日本商业历史，从17世纪日本现代商业萌芽写起，一直到21世纪初日本经济的衰落
，尤其注重对日本历史上重大商业事件的解说与分析。
    中国，会是下一个日本么？
    以邻为镜洞悉中国经济发展的长线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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