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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做了批判性分析。
作者在此提出了当前三个幻想的破灭：    第一，由于高速增长时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
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想遭受重大挫折，民众对国家在提高经济生活水平上的作用和能力的信赖完
全丧失；    第二，曾经被视为有效替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也暴露出非民主的压制体制、
党和国家官僚的特权腐败、产业技术革新的困难而加深了危机，出现了崩溃；    第三，取代凯恩斯主
义和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确提出了与以微电子(ME)信息技术发展为动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世
界性重新活跃相适应的政策方针，但是其中所存在的幻想也正在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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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资本主义胜利了吗　　第一章　新自由主义给日本带来了什么　　一　新自由主义在日
本的发展　　日本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于20世纪80年代初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后已经经历了20多年。
可以认为，小泉的结构改革也继承了这一方针，而且在一些方面还使之进一步强化。
为了说明其意义和问题，在此首先回顾一下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登陆和发展的历史。
　　新自由主义当初是作为临时行政改革路线而被引进到日本的。
1981年末，铃木内阁中的中曾根行政管理厅长官成立了以原东芝社长土光敏夫为会长的第二届临时行
政调查会，经过同年7月以后多次咨询会议讨论，最终决定推行行政改革。
作为解决始于1973年的经济危机中产生的国家财政危机的方针，当时的咨询会议上提出了“不增税的
财政重建”的目标。
按照这一目标，临时行政调查会相继提出了各种行政改革的政策建议。
这些建议主要有：削减公务员定编，控制社会保险、医疗、教育等各项财政支出，取消各种财政补贴
，实行国有企业民营化，涉及各个领域的放松管制，等等。
　　其指导方针是向始于1979年的英国撒切尔主义和1981年以后的美国里根主义看齐，其理念是只有
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原理才能够实现最有效的合理的经济秩序，其目标是要缩小国家的经济调控职能。
这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化为基本指导思想的资本主义世
界经济政策的方向就发生了逆转。
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反对早先的重商主义，其政策主张的重点在于实现自由贸易。
从这一点来看，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具有不同的历史意义。
　　同时，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广泛利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的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在国内外
更容易展开各种交易、融资和投资，更多地利用廉价的非正式劳动力以实现工资成本的“合理化”。
其结果，使得日本的制造业企业乃至商业和金融部门的企业也容易实行跨国公司化。
同时，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增加了在日本的销售和投资，与日本企业在国内外的合资和合作也增加了。
企业活动的全球化出现了大发展。
通过这一过程，日本的社会经济秩序在各方面都以美国模式为全球标准，而且去努力顺应这一标准。
可以说，日本的财经界接受了这一标准，把它看作是为了在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确保日本企业自
由活动机会的必要的代价。
　　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大多数工薪阶层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经济生活日趋恶化，以代表
和保护这些人利益为职责的工会的社会力量也明显弱化。
日本的工会组织化率（参加工会工人占所有工人的比率）在战后初期曾经一度高达50％，后来，随着
就业的增加，1953年下降到40％以下，尽管如此，到1970年也仍然维持在35．4％。
但是，到1983年下降到30％以下，到2003年6月进一步下降至19．6％。
随着工会组织化率的下降，其谈判能力和战斗性也极大地降低。
　　特别是1985年作为临时行政改革路线的重要一环推行了国有铁道公司、电报和电话公司、烟草专
卖公司这三家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减轻由国有铁道公司的赤字所造成的国家财政的负担，通过出售各民营化企业的
股票来获取财政资金收入，通过市场竞争原理增加企业的活力。
但是，其背后还包含了另一个重要目的，即解散一直担当战后日本工人运动战斗先锋的公共部门（官
厅和国企）工会。
例如，在日本国有铁道公司被民营化分成6家JR公司的过程中，强行实施严厉的“合理化”，国铁或JR
工人人数从1982年的大约40万人被削减到1987年的几乎一半，其中的工会会员在此期间从20万人急剧
减少到4万人。
这只能是直接或间接有选　　择地解雇工会会员及其组织者的结果。
对于没有被解雇的工会会员，各JR公司也强行实施了歧视性的工作职务调换和工作地点变更。
对此出现了很多劳动争议。
就涉及14000多名工人的131件争议案件，39个地区的劳动委员会认为企业违反了劳动法，提出了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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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告，国际劳工组织（ILO）对此也给予了关注。
尽管如此，各JR公司对这些劝告充耳不闻，政府和法院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尽管原国铁时期的解雇和工作调动不能说是JR的责任，但既然各JR公司从原国铁继承了业务、设施、
人员等一切，上述说法从常识上就难以理解。
如果容忍这种做法的话，那么只要把企业变更为新公司，就可以自由进行裁员和工作调动以对工会造
成致命的打击而不受违法劳动行为的制裁。
　　在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中，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主要以国铁工会及其他公共部门工会为基
础成为全国战斗性左派工会运动的中心。
三家国企的民营化使这些工会及其组织者遭受到重大打击，对总评也造成破坏。
尽管如此，面对以公共企业民营化形式对工人运动的新自由主义式攻击，日本的工会运动却没能有效
地联合起来组织有力的反击。
其原因之一可以说在于日本的工人运动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被分裂为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同盟）和总
评两大派。
与总评不同，同盟是以民间私人企业的工会为基础的，其方针是劳资协调和与财界合作。
财界推行行政改革、实行公共企业的民营化，当然会削弱总评的势力，所以同盟也往往赞同。
总之，随着总评的弱化，出现了日本工会运动的主导权向同盟转移的趋势，最终于1989年总评解散并
与同盟合并，组成了作为新的工人运动全国中心的日本工会总联合会（联合）。
虽然与其对抗的全国工会总联合（全劳联）联合了重视与日本共产党关系的工会组织，全国工会联络
协议会（全劳协）也由总评系工会组织者领导发挥了共同战斗组织的作用，但是，日本的工会运动的
主体力量还是被过去的同盟收编了。
　　总评的解散与日本左派工会运动的衰败对曾经以此为根基的日本社会党造成了重大打击。
1991年的苏联解体一般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终结，在与共产党的竞争中，这一事件给标榜在日本走社
会主义道路的社会党以严重冲击。
因此，社会党将其纲领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现实”路线。
另一方面，自民党也由于相继暴露出贪污腐败案件和党内派系对立而出现了危机，并且分裂，从而
在1993年的总选举中败选下台。
除自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7党联合组成的细川内阁诞生，到1994年由自民党、社会党、先驱党3党联合
组成的村山内阁成立。
在此期间，社会党相继妥协性地调整了拥护和平宪法、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
，并且于1996年更名为社会民主党。
但是，从那一年的总选举开始实行的小选区制度对社会民主党造成了严重打击，整个90年代其议席大
幅度减少，于1998年退出了联合政府。
在所谓55年体制下，国会议席大约2／3归自民党、1／3归社会党的状况彻底改变。
在2003年1 1月的众议院总选举中，社会党在480席中仅仅得到6席，曾经因社会党衰败而增加了若干议
席的共产党也从选举前的20席大幅度减少到选举后的9席，民主党取代了过去社会党的地位占有177个
议席，正在上升为与自民党并驾齐驱的两大政党。
必须指出的是国家层面的政治出现了明显的总体保守化趋势。
这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给日本社会直接和间接带来的变化，同时也是使新自由主义政策容易实施的政治
潮流。
　　在代表劳动大众的社会政治势力这样被弱化的过程中，日本资本主义及其财政危机的重建所需的
费用被转嫁给工人和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趋势越来越强。
尽管高度信息技术的利用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但与过去的高速增长时期不同，实际工资增
长出现停滞，奖金和加班补贴甚至有时连基本工资都被削减。
以削减、解雇正式职工和增加廉价的非正式职工的方式来推行削减工资成本的“合理化　变得越来越
容易。
消费税明显是加重低收入阶层负担的大众课税，但在1989年以3％的税率开始实施后，到1997年税率被
提高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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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6月提交的政府税制调查会中期报告中，提出了将消费税税率进一步提高到10％以上的建议。
小泉首相虽然声明在自己的任期内不实施，但有迹象显示在2006年秋季其任期结束后提税建议准备实
施。
健康保险中的医疗费个人负担比率也于1997年从10％被提高到20％，到2003年又进一步被提高到30％
。
大众的负担，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负担被格外加重。
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针，法人税税率反而从42％被逐渐降低为30％，富裕阶层缴纳的所得税的最
高边际税率也从75％被降低至37％，遗产税也被大幅度降低。
可以断言，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解决财政危机的对策也明显表现出对劳动大众和弱势群体严厉而有
利于资本主义企业和富裕阶层的阶级倾向性。
　　另外，保护工人的劳动法于1998年被大范围修改。
例如，劳动者派遣业被大幅度自由化，使用派遣劳动者的行业种类被扩大了。
妇女深夜劳动管制也被废除，有关小时工人均一年的雇佣时间限制也被取消，企业开始可以更自由地
长时间使用妇女劳动力。
很明显，这些新自由主义的劳动政策促进了企业在竞争性劳动市场上灵活使用各种形式的更廉价的劳
动力的自由度的提高。
　　二　走向平成萧条的辩证法式　　逆转与恶性循环、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被推行的过程中，日
本经济的整体绩效究竟怎样呢？
　　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强劲表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尽管遭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石油危机的破坏性打击，但日本经济屡次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其经济增
长率虽然比高速增长时期下降了一半，但仍然维持了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1974～1990年期间，
年均增长率达3．9％）。
尽管在此期间出现了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但日本经济通过不断强化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而获得了贸易
黑字的增加。
可以认定，以正式职工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及企业工会为主要构成要素的日本式经营可以
通过有效地确保工人对企业的忠诚而不断地强化竞争力。
在此过程中，加上日元持续升值的影响，日本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于1987年终于超过了美国。
给世界以“日本名列第一”的强烈印象。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出现了出人意料的急剧恶化，经历了长期停滞。
其年均增长率下降到大约1％，为发达国家中的最低水平，有些年度还出现了负增长。
对日本经济而言，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10年，其增长停滞还被延续到新的21世纪。
这种急剧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企业在确保正式员工对企业忠诚的同时，通过以高度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自动
化提高了灵活利用廉价的临时工等非正式员工的比率，从而在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不断地强化了竞
争力。
大多数日本大企业在高速增长时期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设备投资，从而产生了过度融资的特征，但到80
年代以经济危机和萧条为基调的时期，利用信息技术以较小规模的设备投资就能够实现上述竞争力的
强化，其成果并不分配给工人而是偿还过去对银行的负债，而且剩余的闲置资金成为企业的积蓄。
与此同时，这些大企业中的大多数赶上了由信息技术的高度化所促进的金融体系的变革，增加了转换
债券和股票的时价发行等所谓股权融资，加大了在海内外资本市场上通过直接融资来筹措资金的力度
。
　　多数日本商业银行依赖于家庭传统的高储蓄率，以低水平的实际利率将从家庭吸纳来的资金持续
贷给大企业，使之得以放心通过融资来进行设备投资。
但是，到80年代，随着大企业相继偿还了过去的负债后内部剩余资金的增加，银行失去了大企业这种
安全的贷款客户，从而不得不通过中小企业贷款、住房贷款等消费者融资、不动产业者贷款和建筑业
者贷款等来开发新的客户。
　　受这种状况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机性泡沫开始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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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政府时期的高利率和高美元导致了美国产业的困境，日美贸易摩擦增多。
按照1985年秋季协商解决这些问题所达成的“广场协定”，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实行了下调利率、扩
大内需的政策，推进了东京湾副都心建设计划。
日本大企业内部所积累的剩余资金由此被调动起来用于对外投资和国内的投机性投资。
一方面，受广场协定后日元急速升值的影响，日本大企业开始大规模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实现跨
国公司化，同时也大幅度增加了对美国等国家的国债和股票等证券的间接投资；另一方面，在国内大
企业的剩余资金被注入股票和不动产的投机性交易，掀起了泡沫景气。
日本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也直接间接地将其融资余地用于不动产和股票的投机性交易。
这样，1986年以后，日本的不动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就出现了巨大泡沫膨胀，随之出现内需主导型的经
济复苏，新自由主义政策似乎获得了成功。
　　然而，正如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屡屡反复出现的那样，资本积累的顺利进展造成了财富和收入分配
的差距拉大，引发了投机性高涨，并且由此导致伴随着资本自我破坏而走向经济危机的辩证法式逆转
。
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日本经济中膨胀起来的巨大泡沫从90年代初开始先在股票市场随后在不动产市
场相继破灭，从而逆转为平成萧条。
据估计，由此所造成的不动产和股票的资产价值蒸发或资产损失到90年代中期高达相当于GDP 2．4倍
的1000万亿日元，此后还下跌不止。
我们必须注意到，即使与1929年大危机后美国资产损失达到GDP的1．9倍相比较，这种损失的规模和
破坏性程度也是巨大的。
　　这种巨大且持续性的资产价值蒸发，对日本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伴随着泡沫破灭的平成萧条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持续遭受到变成难以偿还贷款的
不良债权的沉重压力。
此外，正如宫崎义一（1992）说明的那样，所谓的BIS（国际清算银行）规则对于日本的银行形成重大
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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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关于研究“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的专著，书中尝试从整体上对小泉结构改革路线所依据
的新自由主义和作为其背景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实质进行批判性分析。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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