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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主要经济体战后经济发展丛书：战后经济发展之路（日本篇）》以时间为轴的编年史写法
，思路清晰明朗，内容上面举出大量史实，一个国家能够保持世界第一，60多年，一定有他的理由。
这本书中很生动地从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将美国战后独霸世界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内容丰富精彩，绝对值得一读。
对于计划经济，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其著作《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
》中的概括是：“计划的整个综合思想，就本质而言，在方法上是理性主义的，结论上是国家干预主
义的。
”计划经济不相信自然演进，相反，它把各种资源和要素统统“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便经济体系
能依照有目的的制定且合理协调的政府政策朝着其所要求的方向运动。
”保罗·萨缪尔森甚至一再预言，苏联的计划经济将会超过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
然而，历史给出的结论却是，自由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加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实
现繁荣和自由。
计划经济的两个大本营——苏联和中国也都先后放弃了这个过于理想化的体制，转而实行市场经济体
制。
这是人类深刻反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得出的经验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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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金融企业“收复失地”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实体经济也在2009年开始快速复苏。
实体经济的复苏首先源于日本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
从2008年年底开始，日本政府就集中地推出了一系列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以防止金融危机负面影响在
日本的蔓延。
日本政府首先推出了75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应对危机，但是这次财政刺激政策与70年代和80年
代推出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同，其中63万亿日元是用于扩大政府系统金融机构的融资担保规模的
，而实际财政投资规模只有12万亿日元，在此之后日本政府又针对提高消费和促进产业升级推出了减
税和支持新能源等财政补贴方案。
在货币政策方面，日本政府自2006年结束零利率时代后再一次将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下调到0.1%的水
平，日本重回“零利率”时代。
在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下，企业核心竞争力未受到伤害的日本实体经济部门开始逐步恢复了元
气。
2009年前3个月，日本GDP实际增长率还同比下降了13.7%，到了第二季度就实现了6%的正增长，第三
季度和第四季度的增长率分别为-0.6%和3.8%。
虽然2009年全年GDP增幅在第一季度的拖累下呈现出负增长的局面，但是经济从衰退转为复苏的“拐
点”在2009年6月已经明显出现。
　　金融业的扩张和制造业的强势复苏验证了日本经济微观主体的健康，也让爆发危机的美国更加颜
面扫地，代表着现代美国经济核心的华尔街正在遭受着来自太平洋彼岸的挑战。
但是，就如同美国政府对待恐怖分子和敌对势力采取的“永不妥协”的外交政策一样，战后美国在经
济方面也一直采取“主动出击”和“以牙还牙”的策略。
面对日本企业的强势出击，美国政府也出手“收复失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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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日本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于‘日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特色的⋯⋯’之类的‘体
用之争’。
日本这个国家从来没有担心过因为学习了谁，而变成谁或失去自己这个问题。
所以，善于学习先进国家的日本在面对美国时，能够做到发自内心的‘卑躬屈膝’，并能够毫无保留
地引进一切对本国有利的技术，甚至是制度。
”　　——1945年 在废墟上　　　　“虽然美国战后对日本实行了扶持政策，但是在日本经济走上发
展道路后，推动日本经济发展的动力却并非来自外部，诸多企业家和无数科技人员的努力才是推动日
本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　　——1966年 地价与伊奘诺景气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居安思危’的心态，那么
就必将走向衰落，这是历史中亘古不变的规律。
没有国家能够逃脱这个规律，日本很幸运地当了战后最典型的案例。
”　　——1991年 失去的十年　　　　“资产泡沫和之后的经济萧条不仅让日本企业在痛苦中学到了
专注企业核心价值的重要性，也让日本政府变得更加理性。
”　　——2004年 复苏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日本的历史，那么‘千年老二’可以说是最
贴切的描述。
日本从来没有站在世界的顶点来影响别国，即使其实现了经济飞跃后也无法摆脱‘经济强国、政治弱
国’的地位。
这就是日本的‘宿命’。
”　　——2008年 日本的宿命　　　　“经济上并无精彩之处的日本正在为亚洲未来政治、经济的新
格局做着精心的准备，而中国无疑是这一新格局中日本所需要面对的最重量级的‘对手’。
一贯缺乏战略眼光的日本在美、日、中的‘三国演义’中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未来的新格局将会如何影响日本的发展？
谁将成为新格局中最大的受益者？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正在上演，而答案只能等待时间来检验。
”　　——2012年 步步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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