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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欧洲人惊讶地发现，亚洲的日本人开始组团横扫欧美的奢侈品店。
日本人的千金一掷在美国表现尤甚，夏威夷海滩上到处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日本人，洛克菲勒中心被
日本人买走了，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也被索尼拿下了。
有资料说，到1980年代末，全美10%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难怪美国人惊呼：“日本人
要买下美国了！
”仅仅五年后，形势逆转——楼市崩盘、股市低迷、通货膨胀、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经济持续衰退已
出二十年，仍不见底。
瞬间繁华，宛如梦幻。
一切竟源于80年代中期一场秘密会议所签署的协议——广场协议。

　　重新回顾广场协议的历史过程，了解广场协议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有关各国在广场协议达成时
所采取的对策中有哪些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对理解中国、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所面临的
局面会有一定的帮助。
事实上，中国当前的处境、中国经济的特征以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和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
本所面临的问题颇有相似之处，甚至在某些方面，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能不
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走势性命攸关。
中国，的确是时候该从日本的经历中汲取一些教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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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天任，网上行走时叫“冰冷雨天”，自称“老冰”。
生于上海，却在江西长大。
当过农民、工人、代课老师，托“拨乱反正”的福，考上大学，还进了研究生院，毕业后在上海高校
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到日本，现任某机械公司技术部部长。
喜欢侃大山，到日本后因为没了侃大山的氛围，于是转而上网发帖聊天，一发而不可收拾。

　　作品有“在这里读懂日本”系列：《冰眼看日本》《有一类战犯叫“参谋”》《浩瀚的大洋是赌
场》《东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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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
1．领头闹事的是两个老“李”
2．所谓“里根经济学”
3．舒尔茨的担心
4．民主党的选举战略
5．胆战心惊的日本人
6．从“G2”到“G5”
7．不一样了的里根政权
8．竹下登的小算盘
9．从G2到G5
10．G5准备会议
11．广场协议
12．战争开始了
13．稳定战果
14．广场协议成功了吗？

15．主动为国分忧
16．一切都始于广场协议
17．一代不如一代的政治家和官僚
18．东南亚和中国
19．中国要创汇
20．同盟开始崩溃
21．蜜月结束得很快
22．德国联邦银行的独立性从何而来？

23．银行利率到底惹了谁？

24．请大臣别来帮倒忙
25．高涨的日元
26．宫泽喜一接了任
27．你们能不能找点内需出来？

28．想蒙我贝克？

29．G2联合声明
30．“G2”的真相
31．通货万花筒
32．目标区域
33．为了开成卢浮宫G5
34．宫泽喜一在想什么
35．广场协议终于寿终正寝了
36．泡沫从何来？

37．日元升值经济就一定不景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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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产业空洞化是什么意思？

39．从国外进口来的实际上是通货紧缩
40．6万亿日元的成果
41．广场协议终于完了
42．泡沫的根本在于大众心理
43．日元升值的影响到底能不能吸收？

44．形势一片大好？

45．借钱两万亿来炒股
46．神户来了一场地震
47．时来天地齐努力
48．中国的发展战略
49．“姓'社'还是姓'资'？
”
50．停止争论之后的中国
51．不能再来一次了
52．广场协议的意义
53．广场协议和中国
54．结语
附录一 广场协议声明全文
附录二 广场协议有关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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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广场协议和中国广场协议给了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而极具政治智慧的邓小平又准确地
抓住了这个机遇，使中国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现在有一个经常在使用的词叫“双赢”，但在实际上双赢的局面出现得很少，起码在外贸上所表现出
来的入超和出超就是一个完全的零和关系，一个国家的入超就是另一个国家的出超，不会存在什么双
赢。
像美国那种能够利用美元作为基轴通货的地位吸引美元回流，以填补其预算亏空的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长期的慢性入超都是致命的问题，历史上因为贸易问题而爆发过的战争不在少
数。
所谓争夺殖民地、争夺市场，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贸易是入超还是出超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家都知道了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起码在大国之间达成了这种共识。
不仅如此，在各盟国集团内部还形成了一种出让一部分主权，采取共同行动来维护共同的利益。
广场协议就是这种行动的一个例证，它触及了原来一直被认为是主权核心部分之一的通货合同或政策
。
但是人永远只是人，不是全能的神。
即使人们确实是在策划阴谋，这个阴谋能否实现也还得打个问号。
更不要说，在阴谋实行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无法预料的因素有可能完全把事情的发展导向一个当初
根本预想不到的方向，所以，用阴谋论来述说或者解释历史和历史事件只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方法。
广场协议的整个过程及其带来的结果就是这样，里面没有什么阴谋论。
实际上，只是几个通货黑手党想要扭转美国巨额国际收支赤字的努力，由于在执行过程中的一连串不
可控事件的发生，加上一连串错误，带来的是一次世界经济地图的重新划分。
广场协议已经过去了25年，在25年后的今天，无论对当事国的美国还是日本去做一个问卷调查的话，
可能大家都愿意回到25年之前，甚至打点折扣都可以，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只有一个方向，其方
向谁也无法扭转，人们只能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吸取一些教训，以避免重复前人犯过的错误。
有这么一句话：“从自己的过失中吸取教训的是聪明人，从别人的过失中吸取教训的是更聪明的人。
”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并不只是一个无法搬家的邻居，也不只是曾经打过仗的敌人，甚至都并不仅是
现在的竞争对手。
日本是一个和中国在文化上极为相像的国家。
无论有多少人试图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找出不同点，但最后的结论肯定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思维
方式太相像了，相像到了这两个民族喊出的所有口号都可以在对方找到同类项的地步。
中日交往源远流长，在中日交往的绝大部分时间中，是日本在学习中国。
但进入近代之后，特别是甲午一战联合舰队战胜了北洋水师之后，日本人反过来成了中国的老师。
众所周知，像从“政治”、“民主”到“物理”、“化学”这些现在在日常生活中根本就无法离开的
单词，都来自日本，有时候，甚至连书籍的标题都得向日本人学习，像1981年有两个日本人写了一本
《日本可以说“不”》的书，十年之后有几个中国人也写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
但是我们是不是连日本人犯过的错误也要向日本人学习呢？
现在的中国经济和广场协议时候的日本有很多相像之处，都是在国际贸易上拥有巨大的出超，通货受
到升值的巨大压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的中国所面临的局势可能比当时的日本更为严峻。
1985年的日本是在开始高度经济成长的25年之后，经济发展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
而且战后日本开始经济复兴之后，对劳动分配率比较重视，基本上实现了不过分拉开分配差距的经济
增长，所以，日本社会是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采取某种调整措施，即使这种调整措施会带来一定的痛苦，也还是比较容易办到的。
在国际经济上，日本有一个以产品出口为主要经济动力的国家形象，但实际上，日本经济中出口所占
的份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日本的出口占GDP份额最高的时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之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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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出口占到了GDP的25%。
二次大战之后，日本的出口经济所占GDP的份额一直都在20%左右。
本世纪初期，日本发生以山一证券破产为代表的金融系统危机的时候，这个比例曾经达到过24%，现
在又回到了20%左右。
当然，现在统计的这个比例并不能充分反映实际情况，因为有大量的出口额被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出口
额掩盖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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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泡沫:一切从广场协议开始》：日元升值，楼市泡沫、股市崩盘、通货膨胀，中小企业纷纷倒闭。
日本何以从叫嚣“买下美国”的亢奋中一蹶不振？
中国，能避免日本式悲剧的重演吗？
这是个问题。
冰冷雨天作品在这里读懂日本。
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再检讨。
中国，是时候从日本的经历中汲取一些教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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