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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希望将21世纪的开始作为经济复苏之路的新起点，通
过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和结构改革，努力重塑产业竞争力，并通过区域合作战略扩大日本在东亚地区的
影响，以获得更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空间。
尽管我们目前还无法对这些努力可能产生的长期效果做出全面考证，但通过对近20年来日本若干最具
代表性的经济调整过程的回顾和总结，至少可以勾勒出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及其政策演变的路线图，有
助于了解日本经济的这一段历史和现实，为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推动结构调整
提供更多的经验借鉴。
    全书分为五个方面的内容。
在第一部分，笔者着重对20世纪90年代日本两次通货紧缩的形成原因、演变过程、应对政策及其效果
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9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结构改革以及经济政策大调整的内容。
第三部分是笔者关于90年代以来日本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系统论述。
第四部分的主要内容涉及日本区域经济台作战略及其影响的分析和展望。
第五部分重点围绕新时期中日双边贸易、投资关系中的主要特点展开，同时增加了中国对日FTA政策
的相关内容。
另外，本书各部分都以附录的形式收入了一些笔者关于相关问题的调研报告，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
当时日本经济的背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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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领域：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

    主要著作：《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编著／人民出版社）、《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报告》（
合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欧盟企业对华投资发展报告》（合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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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日FTA政策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向新起点>>

章节摘录

　　10年来各改组公司的经营状况有了根本改善，虽然累计巨额债务的问题还有待于加快解决，但从
总体上判断，民营化获得了成功，经营效益和生产效率都有显著上升。
负责安排裁减员工的国铁清算事业团也在3年的期限内妥善地解决了8万人的再就业。
　　3.由于中国经济政策环境的变化，包括日本投资在内的外商对华投资已经进入低潮，中国的投资
环境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日本贸易振兴会负责人发言指出，最近在中国的对外经济格局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外商在华投资已
经开始进入低潮，其原因有三点：第一，中国的政策制定缺乏透明性，变化较快。
前几年增设了增值税，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税种，在征收、退税方面产生了很多问题，退税率也调整
频繁，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热情。
第二，中国一开始总是很热情地欢迎外商来投资，但一旦投资后，政策就会产生变化。
如取消外商投资进口设备减免税待遇，决定比较突然，虽然也给予一定宽限期，但时间很短，直接影
响到投资回收效果。
第三，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各种收费太多，据统计有48项左右，给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带来负面影响。
另外，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干涉也太多。
　　4.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日本经济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日中两国企业之间在金融、贸易、
投资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将具有更多的机遇和条件。
　　日本进出口银行的代表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中日经济合作的日益发展，他们已经越来
越认识到加强对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资金供给、向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无附加条件贷款、对B。
T方式投资项目的设备出口增加信贷等各种资金援助的重要性。
　　樱花银行负责人认为，到目前为止日本民间银行对华商业贷款之所以发展顺利，主要归因于中国
方面以国家信用为后盾的贷款接收体制。
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进行，国家对于企业的责任将只限定在出资额的范围内，那么银行对这
些企业的基本信用判断就变得非常重要；银行过去以国家信用能力为背景的贷款政策，将会有大的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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