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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是日本多灾多难的一年，大地震、大海啸和核泄漏事故给日本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
失。
虽然生产供应链很快得到恢复，但随之而来的日元急剧升值、欧债危机及美国经济的疲软，又使日本
经济的复苏脚步放慢。
2012
年日本将正式进入灾后重建阶段，在内需增加的刺激下，及美国经济、世界经济转暖，日本经济形势
可望出现好转。

在东日本大地震和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逆境中，2011年中日双边贸易却强劲增长，中国的日本第一大
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特别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结束了长达5年的低迷与徘徊局面。
2012年，在日本经济、世界经济回暖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环境下，尤其是在日本灾后重建的
拉动下，中日经贸合作可望取得平稳或较高增长。

《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报告（2012）》以“总报告”为基础，以分析现状与发展趋势为起点
，以东日本大地震的经济影响、日本防灾减灾体制的经验与教训为重点，同时兼顾日本财政风险、日
本对外经济战略与中日经济合作等内容，以中国借鉴日本经验为目的，对日本经济以及中日经济合作
的最新动态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
尽管东日本大地震的发生也暴露了日本在防范海啸、核电站安全方面的一些漏洞，但总体来看，日本
的防震减灾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特别是日本提出的“创造性复兴”与“共生思想”的理念很值得关注。
中国和日本都是自然灾害多发国家，总结日本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完善我国的防灾减灾体系甚至国家
危机管理体系都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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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野田内阁面临的经济难题 日本经济面临的难题如山，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
，有些难题如核事故处理、财政债务危机和人口老龄化等属于长期性难题，绝非野田一届内阁或数届
内阁所能解决，这些难题对野田内阁执政、对日本短期宏观经济运行虽然也有影响，但影响有限。
为此，本文只对电力短缺长期化、日元剧烈升值以及国际经济形势恶化等主要难题作一探讨。
 1.电力短缺长期化的风险 由于大地震和大海啸的冲击，福岛第一核电站遭到彻底毁坏，周边的核电站
停机，灾区的一些火电设施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东京电力管区曾经出现严重的电力短缺现象。
不过，如前所述，日本通过采取节电、用电部门自行发电和错峰用电等方式，在9月份已经渡过了最
严重的电力短缺难关。
但是，核泄漏所引起的恐核影响仍在持续。
人们始料未及的是，不但新建核电站和提高核电比重的计划彻底落空，就连现有核电站的正常运转也
难以维持。
截至2012年3月，日本54座核电站机组中，正常运行的只有3座，其他机组或损毁或报废或处于定期检
修状态。
在正常的情况下，检修合格的核电站在征得当地政府同意后即可重新启动。
但现在由于当地居民和当地政府的阻力，进入检修状态的核电站一座也没有重新启动。
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到2012年5月，日本所有的核电站将全部陷入停机状态，核电站的发电量将降为
零。
核电占日本总发电量的29%，如果核电站全部停机，其缺电的严重局面可想而知。
而核电站何时能重启，这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多的是政治问题，十分复杂。
与前首相菅直人不同，野田首相主张检修合格的核电站可以重启。
由于关西地区核电站较多，大量核电站不能正常运转，缺电几乎不可避免。
日本政府在2011年12月1日正式要求除冲绳之外的全国范围开始节电，而关西电力公司早就要求所辖地
区电力用户2011年冬季节电10%。
 电力短缺一旦长期化，势必会引起电价上涨。
据日本政府测算，如果核电站不能如期重启，每年需要增加3万亿日元的燃料费用。
假如用火电替代核电，可能导致电价上涨20%。
具体来说，一个家庭（按每月使用300度计算）将多支付1000日元；一个中等规模的工厂（按每月使
用25万度计算）将多支付75万日元；一个大型工厂（按每月使用240万度计算）将多支付720万日元。
再者，即使用火电或风电等替代核电，也需要7～10年的准备和建设时间。
长期缺电，将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陷入经营困境，这必将成为阻碍日本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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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报告(2012)》由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组织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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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当前日本经济以及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动态进行了多角度、全景式的深度分析。
特别是对大地震大海啸的经济影响、日本防灾减灾体制的经验与教训以及日本长期债务风险等进行了
重点分析。
此外，本报告还收录了大量来自日本政府权威机构的数据图表，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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