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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财政投融资制度

赵德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短的

四十多年，日本从一片废墟上

迅速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强国，主要得益于日本

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措施。

其中，财政投融资制度对日本

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

日本的财政投融资制度是

一项由政府提供全部或大部分

资金，通过政府金融机构和资

金融通特别会计，向民间出资、

贷款或认购民间金融机构债

券，支持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项

目的投融资活动。

日本政府的投融资活动早

在明治初期（即上个世纪 70 年

代）就开始了，但它的真正发展

时期却在二战之后。从 1950 年

开始，日本逐渐建立、充实政府

系统的金融机关，并于 1951 年

废止大藏省预金部，设立“资金

运用部”。从 1949 年到 1953

年，相继成立了日本开发银行、

国民金融公库（1949 年）、住宅

金融公库、日本输出银行（1950

年）、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中小

企业金融公库（1953 年）等，在

大藏省银行局和“资金运用部”

的管理下进行财政投融资业

务。经过几十年的健全完善，日

本财政投融资制度已经发展为

具有独立运作的组织体系，完

整的资金筹集、运用、核算、管

理制度，资金规模相当庞大的

政府投融资体系，在日本经济

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日本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来

源，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

“政府资金”，即大藏省资金运

用部资金，这部分资金占全部

资金来源的 76%。资金运用部

资金形成的主要渠道是邮政储

蓄，约占 60% ，其余为厚生省

的年金、国民年金、简易保险的

富余资金，以及中央和地方财

政税收收入中安排的产业投资

特别会计（相当我国的预算内

建设专款）。另一部分是“民间

资金”，以政府保证债、政府保

证借款（即政府担保还本付息）

的方式从民间筹得的资金。60

年代以来，日本财政投融资的

规模呈逐年扩大的趋势。60 年

代相当同期一般预算的 30—

40% ，70 年代以后达到 50%以

上。1993 年，日本财政投融资

总规模达 109 兆日元，其中中

央财政投融资达 45 兆7 015亿

日元，占一般预算的 63% ，占

国民生产总值的 12%。财政投

融资主要用于改善国民经济基

础条件、人民生活的公共投资

项目和对经济发展起主导、稳

定作用的长期贷款。主要包括：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交通、能源、通讯、城市公共设

施等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国家

产业政策，对主导性产业、幼稚

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产业

国际化协调项目的诱导补助性

贷款；为平衡地域发展、稳定经

济和公平竞争而设置的扶植落

后地区、中小企业贷款以及环

境保护、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

项目。

日本的财政投融资有一套

较完整的组织运作机构。大藏

省统一负责领导财政投融资的

政策、计划、年度预决算、资金

调度和运用，中央各有关省、厅

按产业分工配合大藏省管理本

系统所辖产业的投融资活动。

政府按国会批准的计划，把集

中的资金投向政府兴办的金融

机构，再由这些金融机构提供

给民间各部门，以实现政府的

一定经济目的。日本的政府金

融机构种类多，分工细，业务划

分严格。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邮政省。日本的邮政储蓄事

业属邮政省管辖，邮政省内设

贮金局具体开展邮政储蓄，办

理简易人身保险、邮政年金等，

在全国有 2 4000 个邮电所开

展业务，储蓄额占个人储蓄的

40%。（2）日本开发银行。主要

业务是提供产业开发设备贷

款，认购开发产业公司债券。

（3）日本输出银行，主要是向出

口企业提供金融支持。（4）海外

协力基金，为加强海协作提供

贷款和投资。（5）政府金融公

库，包括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

业金融公库、住宅金融公库、中

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环境卫

生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

库、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冲绳

振兴金融公库等。这些公库由

国库直接管理，主要运用大藏

省资金运用部资金、简易人寿

保险或发行债券筹集的资金，

向企业、事业单位贷款、出资或

提供债务担保。（6）政府融资事

业团，通过向政府借款、积累等

筹集资金为某些事业团体、个

人提供共济性贷款。（7）政府公

团，包括石油公团、地域振兴整

备公团、船舶整备公团等。它们

根据财政投贷款计划，以专项

贷款形式，由政府金融机构提

供资金，向项目提供贷款或投

资。

财政投融资执行严格的投

资政策、预决算制度和工作程

序。根据政府制订的经济政策

和产业政策，各公有投融资机

构每年 8 月底前要提出下一年

度预算要求书报送大藏省，大

藏省与有关省谈判征求意见，

加以修改审定，提出投融资预

算案，年末或下年初与一般会

计（正常预算）一起由大藏大臣

提交议会审议决定后，从新财

年（每年 4 月 1 日）起执行。决

算与国家一般会计决算一起提

交国会批准，如有净结余要在

翌年 5 月 31 日前交入国库。各

个金融公库等投融资机构按照

批准的预算独立决定具体项目

的贷款业务。公有金融机构不

以盈利为目的，根据事业对象，

实行 0— 6%幅度以内的差别

低息利率，一般比商业银行低

2 至 3 个百分点。贷款对象也

有严格的规定标准。如中小企

业贷款范围规定，制造业资本

金在 1 亿日元以下，职员 300

人以下；小商业资本金在 1 000

万日元以下，职员在 50 人以

下；物资业资本金在 3 000 万

日元以下，职员 100 人以下等。

按照严格划分事权的原则，涉

及国家整体性跨都、县大的建

设项目由国家承担建设，这只

占整个建设项目的 30% ，其余

70%的项目由地方承担。资金

由国家根据项目性质和地区财

政经济状况规定有具体的分级

筹集比例，如：空港建设国家贷

款占 81.7% ，都道府县贷款

17.4% ，市町村筹集 0.9% ；农

林水项目国家贷款 39.2% ，都

道府县贷款 37.7% ，市町村筹

资 23.1%。据大藏省 1960 年

到 1990 年统计，全国各种财政

投融资项目的总贷款中，国家

与都道府、市町村所占的比重

为4 ：3 ：3。各投融资机构对贷

款项目的考察论证有一套严格

的程序和审议制度。如日本的

国铁民营项目，政府组织了 67

次各种形式的行政调查会，还

吸收专家、学者、工会等社会人

士参加，召开了 133 次审议会，

从各方面都作了反复论证和审

议。因此，日本财政投融资的贷

款坏帐率很低。

日本的财政投融资制度，

在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中发挥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了基础设施建

设，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良

好的外部条件。日本财政投融

资的 60— 70% 用于社会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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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包括道路、通讯、港湾、空

港、国土保全、农林水产设施、

住宅、都 市公共设施、防止公

害、文教卫生设施等。1961 年

到 1985 年，用于公共投资方面

的投资额达 360 多兆日元。这

些低利率贷款和投资补助，有

效地弥补了市场经济的不足，

使那些直接效益低、风险大、投

资额多，民间金融机构不愿涉

足或无力提供贷款的基础设施

得到了加强，为千家万户的企

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

件，促进和保证了经济的高速

成 长。

（二）贯彻产业政策，促进

资本和生产集中，合理配置资

源。1945— 1995 年，日本称为

战后复兴时期，在以产业复兴、

保证经济自立基础的思想指导

下，政府实行了“倾斜生产政

策”，把资金投放和原材料供给

的重点放在电力、煤炭、钢铁、

海运、肥料、纺织六个基干产业

上。这一时期，由于民间金融机

构资金十分困难，财政投融资

成为实现这一产业政策的基本

手段。1955— 1964 年，是日本

经济打基础的阶段，政府为了

实现推进“产业 合理化”，完备

产业体制，促进资本向高效益

和主导产业集中，培养有国际

竞争力企业的目的，运用财政

政策和投融资，重点支持了钢

铁、机械电子、石油化工、合成

纤维、汽车等工业的成长，实现

了产业的“重 化学工业化”。

1965— 1975 年，日本根据池田

政府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

大幅度地增加了投融资规模，

调整了财政投融资的贷款结

构，重点支持保证经济高速增

长的交通、能源、通讯、城市基

础设施、住宅、环境保护和推进

技术开发产业。据大藏省银行

局金融年报，日本开发银行的

投融资规模由 1965 年的1 997

亿 日 元，扩 大 到 1975 年 的

7 663亿日元，用于城市基础设

施方面的投融资比重由 1965

年的 3.3%提高到 1975 年的

45.4% ，其中主要是道路投资

大幅度增加，地方开发、振兴产

业技术和调整产业结构的投资

额都增长了三、四倍。1973 年

以 后，日 本经济进入稳定增长

期。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打击

下，日本政府对产业政策进行

了重新调整，重点支持知识密

集型产业的发展。80 年代至

今，通过财政投融资重点支持

了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扶持

了家电、汽车、办公自动化设

备、音像器材等机电一体化产

业及电子计算机、通讯、信息、

多媒体等高新技术产业，提出

“创造性的知识高度化”政策，

积极推进面向未来的新技术、

新能源等重点产业开发和改善

人民生活福利方面的建设。

（三）刺激景气，调控经济。

日本政府的财政投融资计划紧

紧围绕政府的经济政策、景气

计划一起制订，根据市场经济

阶段性波动的规律，通过扩大

或减少投融资规模、调整投融

资利率等手段，配合银行调控

资金市场，刺激景气，抑制过

热。同时，运用投融资政策，诱

导社会资金的流量和流向，促

使经济按照国家所希望的方向

发展。

（四）扶持中小企业、幼稚

产业和落后地区，稳定社会经

济。日本中小企业约占企业总

户数的 99%，就业人数约占非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 80%。由

于中小企业多采用专业化的生

产方式，品种比较单一，资金规

模小，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差，在

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如果中小企业大批破产和倒

闭，就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强烈

动荡，同时，由于日本工业社会

化程度很高，许多大企业与中

小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中

小企业的状况也直接关系到大

企业的发展。因此，日本政府每

年约拿出财政投融资总额的

1/5 资金，用于对中小企业的

扶持贷款。对政府产业政策希

望发展的产业和增强中小企业

竞争力的设备贷款，采用更优

惠的利率。1991 年，中小企业

公库、国民公库、商工中央公库

等政府金融机关对中小企业的

贷款累计余额达 288 兆日元，

占 中 小 企 业 贷 款 总 额 的

8.8% ，其中设备贷款 88 兆日

元，占中小企业设备贷款总额

的 10.5%。政府还为不发达地

区设置低息专项扶持贷款。通

过限制进口、补贴和贷款等手

段，支持幼稚产业发展。这些都

为日本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发

挥了良好的作用。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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