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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出台的背景

1 9 9 0 年前后，日本 “泡沫” 经

济破灭，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高速增长

阶段，也打破了“土地”、“消费”和“就

业”等日本“神话”，经济进入衰退期。

为此，1992 - 1997财年日本政府实施

了价值约60万亿日元的旨在刺激经济

增长的经济政策措施，但效果并不理

想。之后，以阪神大地震灾后重建为契

机，加之移动电话和卡拉 O K 消费的推

动，日本经济一度出现好转迹象，实际

G D P 增长由 1995 财年的 3% 上升到了

1996财年的 4.4% 。然而，面对这一良

好的发展态势，桥本内阁错误地估计形

势，并急于出台了包括提高消费税税率

等措施在内的“财政重建”政策，重创

复苏中的日本经济，实际 G D P 增长率

1997财年为 -0.4% ，而 1998财年更为

严峻，为 -1.9% 。1997年7月爆发并迅

速蔓延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日本经济

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日本一些重要

金融机构的破产又严重挫伤了日本国民

的信心。出口乏力、内需不足，从 1997

年第四季度开始，日本实际G D P曾连续

五个季度下滑。

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

实施的经济政策

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的严

重衰退，日本政府（桥本内阁和小渊

内阁）相应采取了以财政、货币政策

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扩张性经济政策，

旨在尽快摆脱衰退，实现经济的良性

增长。主要政策措施有：

（ 一 ）“综合经济方案”。“综

合经济方案”是在 1998年 4月24日草

拟、并在同年 6 月 1 7 日的 1998 财年

“第一补充预算” 通过后实施。该方

案 “含金量” 超过 1 6 万亿日元，其

中，基础设施投资和减税合计达 12 万

亿日元。该方案的三个政策目标是：

通过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和减税等措施扩

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处

理银行呆坏账。其政策措施主要包

括：一是扩大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中央和地方政府共投资 7.7万亿日

元用于环境、 新能源、信息通讯、社

会福利、 城区再建、以及灾后重建等

项目；另外，政府还放松住房信贷合

作金库的贷款环境，促进私人住房投

资增长。二是推动所谓的 “私人融资

便利”，促进私人部门采用新技术、

管理方法等。三是减税，特别和持续

性的所得税和地方居住税减免额将达 4

万亿日元。这样，每个独立纳税人将

减少纳税29000日元，每个受赡养者将

减少纳税 14500 日元。四是通过自由

化、培育风险投资企业、 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 实施 500 亿日元的 “紧急就

业发展项目”、 扩大直接融资比例、

“金融大爆炸”、 促进土地和证券市

场流通（2.3万亿日元）等措施，致力于

建立一个富于弹性和创造性的经济结

构 。
（ 二）“紧急经济方案”。“紧

急经济方案”是在 1998年 11月 16日决

定、并在同年 12月 17 日的 1998财年

“第三补充预算”通过后实施。该方案的

项目投资额超过17万亿日元，如果加上

减税额，直接政策“含金量”达27万亿

日元，这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

方案。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扩大公共投

资、减税和低利率政策。财政政策方面，

扩大公共投资、创造需求政策的“含金

量”总计约 17万亿日元。具体措施是，

扩大公共投资，1999财年公共投资额达

44.8万亿日元，比上年增长 10% 。税收

政策方面，减税总量超过9万亿日元。其

中，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由 65 % 降至

50% ，公司所得税有效税率降为 40% ，

同时，还出台了旨在鼓励购买住房的税

收优惠措施。货币政策方面，日本银行

在 1998 年 1 1 月和 1999 年 2月两次召

开货币政策会议，坚持维持零利率政

策，以扩大货币供给，为市场提供充足

的流动性。
（ 三 ）“经济再生政策措施”。

“经济再生政策措施” 是在 1999 年 11

月 11 日起草的，政策所含投资约 1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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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日元（加上婴幼保健项目，达 18万

亿日元）。其政策目的是，将日本现阶段

政府部门主导经济的模式逐步转为私人

部门推动、经济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同

时，通过诸如支持中小企业和风险投资

企业发展、技术创新等措施推动日本经

济结构调整，为应对21世纪知识经济和

日本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奠定坚实的基

础。财政政策措施是，继续扩大公共投

资，其中，社会基础设施投资6.8万亿

日元，中小企业融资7.4万亿日元，住

房融资 2万亿日元，就业方面支出 1 万

亿日元。结构调整措施主要是，重建城

市和地方的基础设施、 采用信息技术、

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自由

化进程、支持风险投资企业发展、复兴

金融市场、 不动产证券化等。
（四）加强产业竞争力的紧急就业

方案和措施。政府的就业政策就是要打

破战后实行的终身就业制度，由过去的

“稳定就业”改为“创造就业”，支持劳

动者转移到新兴产业，同时建立一个全

国范围的就业安全网。1999年7月议会

通过的 1999 财年 “第一补充预算” 拨

款 198亿日元，用于发展新兴产业，以

创造70万个就业机会。此外，为进一步

刺激经济复苏，1999年 9月 29 日议会

决定为 1999财年预算中的公共工程追

加5000亿日元紧急拨款作为预备费。为

了提高产业效率，创造一个带动日本经

济增长的高效产业，日本议会通过了

“产业复兴特别措施法”， 同时修改了

“特别税收措施法”，以推动产业结构重

组，支持发展新兴产业，促进科学研究。
（五）“金融复兴计划”。“金融复兴

计划”目的是要恢复投资者和消费者信

心，重建日本的金融体系。具体政策措

施包括 一是根据1998年秋通过的“金

融重构法”以及“快速振兴法”，日本政

府为此提供了 60万亿日元的金融复兴

计划，总值相应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整个计划到 2001 年 4月份结束。

其中，17万亿日元用于保护存款人，18

万亿日元的政府担保用于解决金融机构

破产问题，25万亿日元用于金融机构的

注资。二是为应对小企业面临的信贷

抑制，日本政府通过日本金融公库为

小企业和其他金融机构在 1998和 1999

财年提供 20万亿日元的信贷支持。三

是为应对中等企业面临的信贷抑制，

日本政府通过日本发展银行等为其提供

7万亿日元的融资和担保框架。四是日

本政府为每个县的信贷担保合作机构提

供约20万亿日元的信贷担保框架，以备

中小企业向私人银行申请贷款之需。

三、 政策效果分析

日本采取的上述经济政策，虽然

具有力度大、 连续性等特点，但从经

济增长情况看，效果并不太好， 1998

- 1999年间多数季度的 G DP 仍为负增

长。虽然采取了旨在扩大就业的政

策，就业情况仍很严峻，2000 年 2 月

份失业率上升到 4 .9 % 。但是，如果

考察其经济波动的幅度，可以发现，

上述经济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

了经济波动的幅度。1996 - 1997 年

间，GDP 季度增长峰谷间差距达4.6个

百分点，而 1998 - 1999年间 G D P 季

度峰谷间差距则降至2.9个百分点。某

种程度上讲，这些经济政策起到了稳

定日本经济的作用。

近年来日本经济面临的是结构性矛

盾，是长期问题。财政、 货币等经

济调控政策只能在短期内奏效，不可

能在长期内发挥主导作用。长期内，

决定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是资源、 技

术等因素。因此，对日本来说，摆

脱其持续数年之久的经济衰退的唯一出

路只能是进行结构调整。日本政府认

识到了这一点， 并试图将处理短期矛

盾与解决长期发展问题结合起来，实

施一些结构性调整措施。比如，针对

其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持续实行扩

张性货币政策、 增加市场的流动性，

同时，不惜斥巨资实施为期三年的

“金融复兴计划”。其效果也初见端

倪，公众和市场对日本金融体系的信

心逐步恢复，资本市场、 资金市场和

外汇市场等平稳发展。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上

述财政政策实施后累积了数额巨大的政

府债务，为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压

力。截至 1996 年 1 2 月底，中央政府

债务余额为 344万亿日元，1999 年 12

月底则上升到 478 万亿日元，几乎相

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00%，为日本财

政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
（作者单位： 财政部政策规划司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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