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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财团无疑是日本的核心　　美国企业背后的文化是个人主义，崇尚独立性，利润第一。
当危机来临时，美国公司总是企图摆脱和剔除其陷入困境的产业和部门。
而日本财团更加注重建立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度危机，共求发展，共同抵御
外部侵略。
　　当代市场经济其实存在美、日两大模式：美国是以&ldquo;基金&rdquo;为代表的&ldquo;股票资本
主义&rdquo;，日本则是以&ldquo;综合商社&rdquo;为代表的&ldquo;公社制资本主义&rdquo;。
而人口众多、资源紧张、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与日本非常相似，这是中国向日本学习
的现实基础。
　　中国所有针对日本的研究似乎还只是停留在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上。
人们的视点都集中在日本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缓慢增长上，却对日本GNP(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的高
速增长视而不见，更没人关注&ldquo;从外看是资本主义，从内看是是社会主义&rdquo;的日本模式。
　　翻开《世界的日本人笑话集》（早坂隆著），有一个故事：马克思和凯恩斯在天国相遇，展开了
激烈的争论，两个人因为见解不同，意见怎么也不能统一。
只有在谈一个话题时达到了一致。
&ldquo;真正体现了我们的理想的国家是哪个？
&rdquo;两个人都同时回答说：&ldquo;日本。
&rdquo;　　有学者称日本是&ldquo;历史上唯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rdquo;。
终身雇用制度，庞大的财团体制，对各个产业做出的细致的规定，致力于产业保护和培育的政府干涉
市场，国民意识中的&ldquo;一亿人的中产阶级&rdquo;等方面来看，日本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体现了
社会主义概念的国家。
　　目前，中国出现一种声音，就是要在美国和日本模式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
但是，任何经济模式都是经过上百年的历史积淀而形成，是由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决定的。
中国未来的经济模式不可能摆脱东亚文化的属性，将会更加接近经过历史锤炼的日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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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失去的十年”，其实只是在日本本土。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株式会社”的全球性产业布局从未停歇。
这个战略布局需要一个大后方，就是东亚地区。
这实际上还是当年“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思路，只不过其时用的是刺刀，如今用的则是综合商社的
组织能力。
　　1997年，前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市川周出版了《战胜中国》一书，提出了日本包围中国的
“三区域”理论。
在包围战略取得成效后，2005年2月，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所长寺岛实郎明确提出，日本应该转而向“
亲美入亚”努力，从而为日本财团大举占领中国市场吹响了号角。
　　在日本人看来，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仅次于战争的最佳手段。
“商场”即“战场”，“企业家”即“将领”，“工人”即“士兵”，“经济战争”是全体国民的“
对外战争”，要“内和而外战”，竞争与合作一直是日本财团企业之间的主旋律。
　　日本国民首先将企业视为自己终身依托的归属团体，比如自称“丰田人”、“东芝人”等，他们
经过企业这一中介与日本政府和国家联系在一起。
有西方学者把日本社会称为“公社制资本主义”。
东京大学的佐藤康邦教授则用“从外看是资本主义，从里看是社会主义”形容这种制度。
　　这十年来，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按照美国模式设计的。
从大学的经济教科书到整个舆论导向只讲美国模式。
然而从浙江企业的行为方式可以发现日本财团的影子。
反过来说，日本财团模式里面会看到中国传统浙商、徽商、晋商的影子。
从现实看，日本模式应该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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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益民，男，1968年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 1993-2005年，就职于三井物产（中国）有限
公司；2006年，他创建了“超级主义者”（www.superist.com）网站，率先提出东方经济学的理念，并
推出了介绍日本经济模式的《三井帝国启示录》一书；2007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全国
日本经济学会”的理事，并组建了“财团经济研究室”；2008年，推出《三井帝国在行动》一书，引
起经济界对日本商社和财团模式的广泛关注和探讨；2009年，在《第一财经日报》开辟专栏，担任《
环球财经》编委，并成为CCTV经济频道的专家顾问；2010年，与媒体记者合著《中国反围堵》一书
，并受邀赴多家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授课，为企业高管层提供战略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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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到了该学习日本的时候了！
　　梦系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　　倡导中国新经济的财团机制　　促进国民企业的振兴与发展　　
捍卫国家经济的主权与安全　　美国经济模式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而广泛传播，不仅渗透到
全世界的院校，而且渗透到全世界制定政策者的思维之中，使个人自由主义、金融化、股票化成为一
种近乎世界性的思潮。
急于改变自己落后经济状况的中国，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也颇为深入。
不可否认，这十多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主要参照美国的模式。
　　总体上看，与美国模式正相反，日本经济模式是非&ldquo;金融化&rdquo;、非&ldquo;股票
化&rdquo;的典范。
日本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遗产是&ldquo;生产至上&rdquo;，即&ldquo;造物文化&rdquo;远远优越
于&ldquo;挣钱文化&rdquo;；&ldquo;生产&rdquo;比&ldquo;挣钱&rdquo;更具有价值。
再加上岛国贫乏的自然资源，&ldquo;生产至上&rdquo;的价值观体现在日本微观经济各个层面。
　　以综合商社和财团机制为主体形成的日本经济制度被某些西方经济学者称为&ldquo;公社制资本主
义&rdquo;。
而日本学者则用&ldquo;从外面看是资本主义，从里面看是社会主义&rdquo;来形容日本社会的特性。
日本的精英对他们建立起了既有社会主义的国家干预特征，和民众福利特征，同时又比正统的社会主
义国家更灵活的制度感到自豪。
　　回顾过去，对比中外，我们有许多东西要反省和调整。
从13亿人口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也并非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而是一个后进追赶先进的国家，需要
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
在经过近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之后，我们却突然发现，对后发国家而言，需要学习和借鉴日本的经济
模式。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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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说美欧金融巨鳄正在张开血盆巨口，悄然逼近；白益民揭示出的日本财团则如附骨之蛆，已
经遍布我国重要产业的上下游。
美国的长处是金融，日本的长处是制造和商贸，这两个对手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mdash;&mdash;《货币战争》作者 宋鸿兵　　可以说，在日本的经济结构中，财团无疑是最为核
心的内容。
很遗憾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对日本进行过大量的调研，到了90年代之后却基本上没有看到过像
样的研究。
如今，白益民先生揭开了日本财团帝国的秘密。
　　&mdash;&mdash;经济学家 郎咸平　　中国几乎亡于日本之手，竟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日本，当年
如此，至今还是如此。
看看白益民的这本书吧。
有这个思路有这个视角就说明这是一个真正思考了的人。
中国所谓的研究日本学者熙熙攘攘，真正有本书作者水准的，几乎凤毛麟角。
　　&mdash;&mdash;空军上校 戴旭　　最近关心中国崛起、复兴了的人越来越多了，想法也越来越深
入了。
我觉得白益民的两本著作《瞄准日本财团》和《三井帝国在行动》更值得一读，因为它已经从经济
的&ldquo;启蒙&rdquo;阶段进入了商战具体的战略、战术分析阶段。
　　&mdash;&mdash;《中国不高兴》作者 宋晓军　　商场如战场，中日两个经济体的竞争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
当我们急切地向欧美寻求经济良方的时候，白益民先生的适时提醒告诉我们邻居日本就是一本很好的
教材。
向对手学习并不丢脸，被对手打败，还不知道是怎么被打败的，那才叫做丢大脸。
　　&mdash;&mdash;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主持人 王鲁湘　　日本强大的根本原因不是拥有丰田、
索尼、松下这样的制造业公司，而是拥有像三井、三菱这样的强大财团。
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作者白益民是一个富有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人，他用敏锐的观察和细致的
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本日本产业教科书。
　　&mdash;&mdash;经济学家 向松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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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对日本了解多少？
&ldquo;日本第一&rdquo;不是过去时！
宋鸿兵、郎咸平、戴旭、宋晓军、王鲁湘、向松祚联袂推荐《瞄准日本财团：发现中国的对手与榜样
》。
　　1、抛开&ldquo;GDP&rdquo;的假象，透视&ldquo;海外日本&rdquo;，综合评价经济和社会指标，
谁能否认&ldquo;日本依然世界第一&rdquo;？
　　2、日本从外看是资本主义，但从内看经济体制、国民意识、贫富差距、社会福利等各种特征，
怎么又是社会主义了呢？
　　3、脱下现代化的外衣，日本的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骨子里不就是中国传统的浙商、徽商和晋
商吗？
　　4、结合中国的具体条件和自身的文化基因，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哪个应该成为中国经济体制
的参照主体？
　　5、中国大学经济学课本怎么都是美国人或按照美国模式编写的，为什么从来不提日本和韩国的
综合商社？
　　6、审视日本&ldquo;亲美入亚&rdquo;的新战略，到底是向中国亲善，还是挥师南下，挟天子以令
诸侯？
　　7、面对陆（产业）、海（商社）、空（金融）三位一体的日本财团，中国是&ldquo;引狼入
室&rdquo;，还是&ldquo;与狼共舞&rdquo;？
　　8、剖析日本主导的东亚共同体，是不是&ldquo;大东亚共荣圈&rdquo;的翻版，其时用的是刺刀，
如今用综合商社的组织能力？
　　9、试问谁是中国微观经济管理的主体？
要把它交给日本的综合商社吗？
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在哪里？
　　《瞄准日本财团：发现中国的对手和榜样》，为你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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