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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是永恒的。
经济赶超现象既存在于后起的发达国家，又大量存在于当代的众多发展中国家。
所以从理论上讲，其发展机制兼具早期经济发展和当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开发的双重特性。
从本质上讲，经济赶超是后发国家实现经济结构现代化，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同时又
是对自然发展进程的“压缩”和跨越。
　　实现经济赶超的样板当首推日本。
日本作为当今发达国家中的一员，是在迥异于西方文化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最晚步入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道路的。
在国家强有力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干预下，日本迅速完成了产业革命并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尽管如此，从综合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看，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当它
走上对外侵略战争道路而中断了经济赶超进程之后，同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曾一度大大加大了。
经过近百年的艰苦探索，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实现了在经济上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任务。
其实现经济赶超的发展模式、机制以及经验、教训，对于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
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于后起国家经济赶超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
如果说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鼻祖的话，那么，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就是赶超理论的奠基人。
李斯特在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精辟地指出了后发国家何以树立和采用区别于先发
国家的经济哲学、经济战略和政策的根据，深刻阐述了他的唯生产力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幼稚产业
保护论，雄辩地阐释了国家推动经济的天然合理性，深刻地揭露了所谓“世界主义”的伪善本质。
他的经济思想影响、指导了一代又一代赶超（经济）实践。
正如韩国经济学家宋丙洛所讲的那样：在美国经济思想形成过程中受影响最深的是斯密的“看不见的
手”、托马斯·杰弗逊的“小政府”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而韩国和日本则更接近德国历史学派李
斯特的发展阶段论和幼稚产业保护论。
而李斯特与上述三人在政策主张方面几乎是完全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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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日本自19世纪末期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以来的长期经济赶超为研究主题，以“历史进程——
结构转变——制度演进”这一分析体系和多维视角为基础，对作为后发国家日本的经济赶超现象进行
了系统分析。
主要特点表现为在方法论上力求在经济赶超机制分析上的系统性和历史完整性；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
合与动态分析形成系统的日本经济发展论；对经济赶超过程中的制度形成与演进及其经济机能进行了
系统分析；对重要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和新的思考。
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对以往研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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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日本式企业制度。
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另一个重要构成是民间企业制度，又称为日本式企业经营，其构成也包括多方面
的内容。
在战时统制经济的影响下，特别是战后改革形成的强大冲击，日本企业制度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
化。
下面以最具代表性的战后日本企业集团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重组及其主要结构为例，说明战后日本
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
　　战后民主改革解散了财阀垄断资本集团，其下属企业成为独立企业。
这些企业的实力得到了恢复，在禁止垄断政策被放松的社会环境下，这些企业急于通过建立集团加速
企业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于是，原来的财阀系企业开始以原来的体系为基础进行了重组。
原来的各财阀集团的企业先后以集团内的大银行为中心、通过相互持股的资本纽带重新联合起来，组
建了所谓的六大企业集团：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业。
在战后改革的基础上实现重组的企业集团，不仅与战前的财阀集团有较大的区别，而且集团制度的诸
方面特征也代表了整个战后日本企业制度即日本式经营的主特征。
　　首先，在股权所有结构上从个人分散化持股走向了法人相互持股的稳定化持股。
战后改革解散了控制财阀集团的控股公司，并将股份出售给企业员工和社会公众。
因此，在一段时期内企业经营者面临的不是董事会而是众多小股东的约束和在股票价格低迷的条件下
来自市场收购的风险。
重组后的企业集团为了规避这些风险，采取了集团内部法人企业之间相互持股的模式，即所谓的为实
现稳定化经营的稳定化持股。
　　其次，上述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使战前家族通过对企业的控股来主导企业治理的现象不再重现，
从而改变了家族通过董事会控制企业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新型经营者的出现及其地位的提高即董事
会与经营者集团的一体化倾向，大幅度地提高了经营者的地位。
战后改革对实际控制企业的家族大股东及其代理人的驱逐，为从企业内部提升起来的新型专业化经营
者队伍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这些专业经营者承担起了企业经营的重任。
由于法人相互持股的目的主要是创建稳定经营环境，这些外部股东在董事会中的作用有限，因此参与
董事会的企业经营者成为企业的实际控制者。
而且，作为企业内部提升起来的这些经营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企业员工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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