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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政府引导民间

资金使用的若干措施

柴 功

日本是资本主义社会，除邮电、烟、盐和部分铁

路等少数企业是公办以外，都是私人企业。为了防止

经济发展发生大的盲目性，产 生经济危机，日本政府

通过财政、经济、行政各种手段，指导、影响民间资

金的使用，协调经济发展，取得了成效。战后，美、

英、西德、法、意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数次发生经

济危机，生产下降。而日本，除受第一 次 石油危机的

冲击，经济一度下降外，其他年度，一般都以 比其他

资本主义国家为高的速度发展。1979年开始的第二次

石油危机，美、英、德等国经济都下降了，日本虽然

也受到影响，但仍能保持 4 % 左右 的 增 长速度。从

1953年到1982年的三十年间，国民总产值 平均每年递

增7.7%。他们指导民间资金 使 用，协调经 济发展的

主要方法是：

计 划 引 导

日本历届内阁都制定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计划

是在认真分析、预测经济发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经

过同经济界充分协商制定的。在计划中，指出政府经济

政策的基本方针、重点发展的产业、投资规模、经济

成长目标、社会福利、失业率、物价上涨率和国际收

支等经济指标。计划的重点放在研究 经济政策和产业

协调的综合平衡上。由于在制定计划过程中，同经济

界充分协商，所以政府制定的经济计划，既体现了政

府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和设想，也反映了企业发展

经济的意图，可以发 挥指导作用。但政府 的 经 济计

划，对民间企业没有约束力，企业根据自己的预测、

判断，进行经济活动。但对政府的公共投资，是有约

束力的，基本上是按计划规定的内容 执行。政府投资对

实施经济计划，起了打基础和推动 的作用。政府投资

的领域，主要是 修建 公路、铁道、邮电、港口、机

场、水库、城镇供水排水等 公 共 工 程。通过政府投

资，制约经济布局，创造民间投资环境，从而影响民

间的经济活动。当经济出现不景气时，用扩大政府投

资刺激经济发展。近十多年来，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中，政府的投资增长快于民间投资，1982年投资

总额79.19万亿日元，比1970年的26.68万亿日元增加

了197%。其中 政 府投资 增 加287% ，民间投资增加

16 9%。政府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中的比重，由19

70年的23.2% 提高到1982年的30.2%。但 这样也带来

一些问题，即财政收不抵支，赤 字很大，1983年当年的

财政赤字13.79万日元，赤 字 率为23.6%。1983年国债

余额高达122万亿日元，为当年国民 总产值的43.9%。

发放政策性贷款引导

日本政府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公办邮 政储蓄、退

休年金保险和简易生命保险。到1983年底吸收的资金

累计余额达137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7万亿元），

占全社会储蓄总额600万亿日 元的22.8 %。这笔巨额

资金，大藏省不作为财政收入安排开支，而作为专项

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向民间发放低利政策性贷款，以

促进政府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实施。大藏省1984年

计划可以运用的此项资金为24.7万亿日元，其中，当

年增加的储蓄和保险金13.3万亿日元，收回以前发放

的贷款8.2万亿日元，其他3.2万亿日元。在这24.7万亿

日元中，除用于购买国债3.6万 亿 日元外，其余21.1万
亿日元，通过银行发放政策性贷款。这笔资金相当于

当年财政收入的41 %，是政府实施经 济 计划和推行产

业政策的重要手段。

1.建立专业银行，发放政策性贷款。民间银行是

按市场经济原则经营，对利率低、期限 长、有风险的

项目，是不肯贷款的。日本政府为实现其政策目标，

支持民间举办国家需要的产业，先后建立了日本开发

银行、输出入银行、住宅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

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信

用保险公库、公营企业金融公库、北海道东北开发公

库、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环境卫生金融公库十二

个专业银行。大藏省所属资金运用部向公办专业银行

提供资金，银行依政策发放低息贷款。1982年全国民

间投资55.25万亿日元，其中公办银行提供的 贷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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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万亿日元，占18%。这笔资金 在影响和引导民间

资金使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2.按各个时期的产业政策，扶持重点产 业。如在

战后复兴期，政府重点支持基础产业的发展；到了高

度成长期以后，重点转向支持中小企业和改善国民生

活。1953年发放的政策性贷款中，用于基础产业的部

分占29.2% ，1984年下降为 3 % ；用于支持中小企业、

住宅建设和改善国 民 生 活 环境的 部 分，1953 年占

20.8% ，1984年上升为58.1%。
3.为民间银行发行债券提供担保，引导民间银行

执行政府的产业政策。日本除政府 设有 日 本 开发银

行，发放长期投资贷款外，还依法设立三家专门办理

长期贷款的民间银行（即兴业银行、长期信用银行、长

期债券银行）。日本开发银行是公办的，由大藏省资

金运用部提供资金。民间长期信用银行，则采取发行债

券办法筹集资金。由于发 放 长 期投资 贷款，回收期

长，风险大，为使民间放心认购银行债券，由政府提

供担保。因此，这些银行也要按照政府的产业政策要

求发放贷款。实际上，民间 长期信用银行已构成政策

贷款的组成部分。
4.根据政府的产业政策，银行自主 发放贷款。发

放贷款，严格审查，讲求经济效益。民间银行和公办

银行都是自负盈亏的法人，发放贷款，经济效益好，

符合贷款条件的项目，就给贷款；效益不好，就不给

贷款.不受政府的行政干预。发放长期投资贷款，在

五年、十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市场情 况都会有很

大变化，风险很大。为了保证贷款的安全，银行对贷

款项目投产后，原料来源有无保证，产品销路如何，

生产协作条件是否具备，生产成本有无竞争性，是否

有偿还能力，企业财务状况，领导人的经营能力等情

况，都要进行认真地预测、审查，符合安全条件才能

给予贷款。市场预测、项目审查得好坏，是贷款成败

的关键。因此，各银行都设有较大的人才众多的调查

部，兴业银行调查部有300多名工作人员。为了银行的

安全，日本银行法规定，银行向一个 客户 提供的贷

款，最多不准超过本行资本的五分之一。为给大的建

设项目提供资金，由原来提供贷款的长期信用银行审

查，如认为可行，以它牵头，组织愿意参加贷款的各

银行联 合 提 供 贷款。六十年代新日铁建设君津钢铁

厂，需要资金上万亿日元，由兴业银行 牵头 进 行审

查，然后几乎动员了所有的民间银行联合进行贷款。
这样，几户长期信用银行，在引导民间资金使用，协

调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银行

发放长期贷款的权限比较集中，据开发银行介绍，县

分行（等于我们的省分行）仅有权对 一个企业批准 3 亿

日元（约合300万元人民币）以 下 的贷款权限。超过

这个额度的，要报总行审批。在开发银行的贷款项目

中，由分行批准的占80% ，由总行批准的占20%。但从

贷款总额上看，分行批准发放贷款的部分只占20% ，

总行批准贷款的部分占80%。
对于一般民间银行发放贷款，由日本中央银行进

行调节。日本中央银行通过确定官定利率（中央银行

向民间银行提供贷款的利率）、控制货币供应量、调

整银行存款准备金比例（规定民间银行将一定比例的

定期存款无息存入中央银行），调节经济活动。当景

气过盛，需要适当收紧银根时，就提高官定利率、出

售债券、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比例。当出现经济发展

速度放慢，需要适当放松银根时，就降 低官定利率、

收买债券、降低银 行 存 款 准备金比 例。以上三种形

式，都是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手段，不需要同时采取，

可根据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以达

到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的平衡。

大藏省设有银行局，监督民间银行依银行法进行

金融活动。银行局设有银行检查员，检查银行放款是

否符合银行法的规定，是否隐瞒亏损，以保护银行的

安全和存款者的利益。平均每个银行两年检查一次。

日本中央银行在政府经济政策的指导下，独立行

使自己的职权。但在变动官定利率时，由于对 财政、经

济影响大，要同大藏省协商。日本中央银行根据市场流

通需要，决定货币发行量。发行的货币，由中央银行使

用，作为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手段，按官定利率（目前年

利 5 %）向民间银行提供贷款或购买债券。其盈利按规

定交纳所得税，剩余部分以“交付金”形式上交大藏

省。银行需要基建投资，编报预算，经大藏省审查批

准，按批准数在应上交大藏省的“交付金”中留用。
1983年日本中央银行盈利1.62万亿日元，其中上交所

得税0.18万亿日元，交纳“交付金”1.31万亿日元，

本行留用0.13万亿日元，留用额占 利 润的8.2%。
行 政 指 导

日本政府在协调经济发展中重视行政指导。

1.组织官民协调审议会。它由通产省代表、金融机

构代表、产业界代表和专家学者组成。按照政府计划

及其政策，就产业发展方向、投资规模、投资方向，

经常交换意见，达到统一认识，协调行动。通产省代

表在审议会中并未规定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实际上的

指导者，引导审议会做出正确的 结论。审议会做出结论

后，由各产业界进一步协调落实。执行的方式，视具

体情况而定。如某产业处于兴旺发展时期，各有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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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想投资建厂，为了防止盲目竞争，造成生产能力过

剩，通过协商，采用各公司轮流投资或各公司出资联

合办厂的方法解决。有些亟待发展的产业，则提出最

低建设规模的建议，石油化学协调恳谈会，1965年曾

建议乙烯设备最低建设规模为年产10万吨，协调落实

到有关公司。1967年又把最低建设规模提高到年产30

万吨。行政指导是很具体的，如1965年钢铁联盟协调

各公司建设计划，并经通产省同各公司分别交涉，规

定各公司新建高炉和轧钢机的动工日期。

2.政府根据产业政策，规定 设 备投资 的 优先次

序。1947年大藏省发布的贷款准则，把企业分为甲、

乙、丙三类。甲类又分为甲一、甲二。甲一 类企业为煤

炭、生铁、钢、肥料制造业，对新建、扩建、改造给

以优先贷款。甲二为金属矿业、石 油矿业、石 棉 矿

业、棉纺印染业，以修理、改 造为主，对新建、扩建

所需资金，个别给以考虑。丝绸、金属家具、化妆品

制造业，划为两类企业，不准发放设备贷款。除甲类

和丙类企业外的其他制造业，划为乙类企业，只发放

修理、改造贷款。随 着 各个 时期发展产业的重点不

同，变化优先贷款的次序。随着经济力量壮大，资金

逐渐充裕以后，对贷款的控制逐步放松。

小资料

世 界 各 国

预 算 年 度 的 起 止 日 期

预算年度也称财政年度，指国家预算收支起迄的

有效期限，通常是12个月。目前，世界各国预算年度

的起止时间不同，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和传统习惯形

成的，或者是由于立法机构召开会议的时间不同，或

者是由于长期以来预算收入取决于农业收成，预算起

迄时间要和农业收获季节相适应。现多数国家的预算

采用历年制，即从每年 1 月 1 日起 至12月31日止为一

个预算年度。也有一些国家不采用历年制，其预算年

度是以截止日期的日历年来表明，如有的国家从1982

年 7 月 1 日起至1983年 6 月31日止为一个预算年度。
称1983年度预算。各国预算年度的起止日期如下：

1 月 1 日起至12月31日止的国家有：阿根廷、奥

地利、巴哈马、巴林、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布

隆迪、乍得、中国、智利、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

黎加、塞浦路斯、丹麦、吉布提、多 米尼加、厄瓜多

尔、萨尔瓦多、斐 济、芬 兰、法 国、加蓬、联 邦德

国、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斯、冰岛、爱

尔兰、意大利、象牙海岸、约旦、南朝鲜、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马 来 西 亚、马里、马 尔他、毛里塔尼

亚、墨西哥、摩洛哥、荷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

挪威、阿曼、巴拿马、巴布亚新

几内亚、巴拉、秘鲁、菲律宾、葡

萄牙、罗马尼亚、卢旺达、塞舌

尔、索马里、西班牙、斯里 兰

卡、苏里南、瑞士、叙利亚、多

哥、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突 尼

斯、阿拉伯联合 酋长 国、上 沃

尔特、乌拉圭、委内瑞拉、阿拉

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扎伊

尔、赞比亚、苏联、波兰、匈牙

、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

民主德国、朝鲜。

4 月 1 日起至第二年 3 月31日止的国家有：博茨

瓦那、缅甸、加拿大、印尼、印度、以色列、牙买加、

日本、莱索托、马拉维、新西兰、新 加坡、南非、斯

威士兰王国、英国。

7 月 1 日起至第二年 6 月31日止的国家有：澳大

利亚（注）、孟加拉国、喀麦隆、埃及、冈比亚、加纳、

肯尼亚、科威特、利比里亚、毛里求斯、巴基斯坦、

塞内加尔、塞拉利昂、苏丹、瑞典、坦桑尼亚、乌干

达。

10月 1 日起至第二 年 9 月30日止的 国 家有：海

地、尼日尔、泰国、美国。
还有一些国家采用与上述国家不同的预算年度起

止日期，如埃塞俄比亚财政年度的起止日期是 7 月 8

日起至第二年的 7月 7日止、伊朗是 3 月21日起至第

二年的 3月20日止、尼泊尔是 7 月15或16日起至第二

年的 7月14或15日止、土耳其是 3月 1 日起至第二年

的 2月28日止。

（注）：澳大利亚有两个省的财 政年度 起止日期分别为10

月 1 日起 至第二年的 9 月30日和 1 月 1 日起至12月31日止。

（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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