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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事典:90年代日本的课题》是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主持编著的一部大型政策研究论著。
书中所收集的25篇研究报告的研究人员，多为日本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人数达200余人。
作者们从日本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的挑战，提出了90年代日本可能出现的新课题，在充分论证的基础
上，提出了解决这些课题的政策建议和主张。
我国和日本的国情、经济发展阶段等虽有很大不同，但书中提到的许多课题，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可
能会遇到。
从这个意义上讲，书中提供的大量信息、新鲜观点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广大从事政策研究、理论研究
和做实际工作的人员来说，还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阅读《事典:90年代日本的课题》，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日本的了解，而且可以启发我们对解决面临的
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路。
《事典:90年代日本的课题》的中文版得以在我国出版发行，是中日两国的编者、译者和出版者共同努
力的结果，尤其是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和三省堂的朋友们，不仅赞同在我国出版《事典:90年代日本
的课题》，而且提供了出版资助，对此，谨表示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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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调整日美间的不平衡　　当前，世界经济的最大课题是解决国际不平衡问题，只靠日本努力解决
是不够的。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间的不平衡问题上，作为两个当事国的日本和美国，必须为调整不平衡同时实行必
要的政策。
　　“前川报告”所以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其中一点就在于它只提出日本应消除不平衡，却没有指出
处于重要地位的美国应做什么。
从报告的特点来说，这一点可以解释为在以美国方面的努力为前提的基础上提出的日本应采取的政策
。
但重要的是解决问题需要两国同时采取适当的政策。
　　正如在第一节指出的那样，美国应采取的政策是尽量抑制国内的吸收。
其结果，美国的实际增长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可是，为使美国本身和世界经济免遭崩溃，这又是十分必要的。
即为了纠正发达国家的国际不平衡，一方面日本要尽量实现内需主导型的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美
国也要尽量抑制国内吸收，其结果，增长率下降也是不得已的。
这种政策协调在日美之间是必不可少的。
从80年代后半期到整个90年代，两国的实际增长率的差距平均为2％左右，与此同时，如果两国继续进
行结构改革，稳步实行美元贬值和日元升值，到90年代中期，这种不平衡就有可能大体得到解决。
　　对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贡献　　世界经济中的另一个不平衡问题，即发展中国家的累积债务问
题，作为新领袖国家的日本也应率先承担起解决的责任。
　　正如已谈到的那样，从80年代到整个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新通货。
这时，重要的课题是如何顺利地从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日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
虽然日本的剩余资金最终一定会投资到海外某些国家，但是只靠市场机制就会产生未必把资金转移到
最需要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因此，需要通过政策努力把资金转移到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资金还流的手段之一是作为公共资金的政府开发援助（ODA）。
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与其经济规模比较，在发达国家中，量和质都大为逊色。
作为新领袖国家，在90年代应该飞跃地将其提高。
而且，除了政府开发援助外，还要努力把公共的剩余资金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在量方面，民间资金比公共资金更多。
为把民间资金转移到需要资金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改革现行制度。
这不是只日本一国就能做到的，需要发达国家共同创立这种制度和体系。
重要的是，日本要在创立这种制度时发挥骨干作用，同时率先使其付诸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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