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  页 领导介绍 机构设置 财经要闻 财经时论 财政与宏观调控 预算制度 税收论坛 国库制度改革 财政体制 财政支出 

国有资产 财务会计 财政史话 外国财政 地方财政 财政科研动态 博士导师 硕士导师 博士后流动站 公开刊物 内部刊物 

     您的位置： 主页 -> 外国财政 -> 正文 

日本财政刺激的经验教训和对当前我国的启示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8月3日  宋文鲁 

摘要：当前，为实现“保增长”的经济工作目标，我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 世纪90 

年代的日本为走出经济发展困境，也曾经推出过大量的财政刺激计划，但收效甚微。文章分析了日

本财政刺激政策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我国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和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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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90 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为走出困境，日本政府用尽

浑身解数，推出了大量的财政刺激计划，但是直到目前日本经济仍无起色。吸取日本财政刺激的经

验教训，对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有不少有益的启示。 

一、日本财政刺激的经验教训 

（一）20 世纪90 年代日本经济情况 

20 世纪90 年代是日本经济陷于停滞的10 年，其间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出现了通货紧缩、经济

衰退的严峻局面，其主要特点：一是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自1992年以来，日本经济平均增长率仅

0.9%，其中有7 年时间经济增长率低于1%，1995、1996 两年虽有短暂的恢复，实际GDP 增速分别达

2.5%和3.4%， 但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7 年GDP 增速又跌落到0.2%，1998 年为-0.6%，1999 和

2000 年分别增长了1.4%和0.9%。二是通货紧缩逐步严重，1992-2001 年6 月， 日本消费物价指数

仅上涨了2.9%， 年均上涨率只有0.3%，1999 年后日本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1999 和2000 年度

CPI 都是-0.5%。三是内需萎靡不振，当时日本住宅投资的增长速度由1990 年的4.8%降到1997 年

的-15.7%， 直至1999 年才出现较为明显的增长迹象，同时，日本私人设备投资和库存投资增长速

度的下降更为明显。四是出口形势严峻，日本出口形势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很大，1992 年以来平均增

长速度仅2.3%，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增长进一步放缓，1998、1999 年分别比上年下降了1.3%

和6.1%。 

（二）日本财政刺激的经验与教训 

20 世纪90 年代初，资产泡沫破灭严重打击了日本经济。为挽救经济，日本政府在1992-1998 

年间通过减税、增加公共投资、购买土地等方式，密集推出财政刺激计划，投入超过GDP 的15%，其

中约半数作为公共投资。但是，日本政府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未能挽救经济的长期低迷，反而造成财

政的巨大负担及产生了产能过剩的不良后果。其中的主要教训在于： 

1、财政刺激政策延续性差。由于对经济问题的严重性缺乏充分认识，日本政府对于推行扩张性



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各种改革措施缺乏必要的决心。在财政刺激下，日本经济曾在1992-1995 年间展

露出复苏的迹象。但迫于赤字压力，1997 年日本政府执行所谓“财政重建政策”，加大财政紧缩力

度， 虽然财政状况暂时改善，但经济增长所受打击却相当严重，同年又适逢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

经济复苏进程终止。迫于经济形势压力，1998 年日本又继续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1999 年通过了

“新生经济对策”， 延续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财政政策的否定之否定，不仅增加了财政支出的成

本，也使财政刺激的效果大打折扣。 

2、财政刺激规模超出了财政负担能力。旷日持久的财政刺激计划超越了日本政府财力所限， 

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因巨额的财政赤字助推利率上升，对私人投资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

应”，同时也使日本财政状况严重恶化，到1996 年底，日本的国债余额达到244.7 万亿日元，日本

成为发达国家中财政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这也成为1997 年日本实施财政重建计划的导火

索。 

3、投资项目不合理。在日本财政刺激投资项目中， 不少项目投向公路和桥梁，而未进行严谨

的项目评估，这些项目多属于公益性项目，投资回报甚微。这在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发达的日

本，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4、经济结构改革不力。20 世纪80 年代日元的升值使日本财富大量增长，致使大量资金投向房

地产及相关产业，直接引发了泡沫经济。泡沫破灭后，资产价格下降的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巨

大消极影响，大量企业经营困难或破产，银行不良贷款大增，物价下跌，进而形成通货紧缩。同

时，由于没有找到新的主导产业，加之在高新技术、特别是在与美国的信息技术的竞争中失利，进

一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提高，以至日本的产业结构至今仍是以汽车和家用电器等传统工

业为主，没能借助雄厚的经济实力及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 

二、对我国当前经济刺激政策的启示 

（一）我国当前经济形势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日益明显。与20 世纪90 年代日本经济相似，我国GDP 也连

续多个季度下滑，出口形势严峻， 内需萎靡不振， 特别是进入2009 年以来，CPI 和PPI 出现负增

长，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苗头，国民经济的新一轮调整似乎不可避免的即将来临。为确

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我国政府迅速调整宏观调控思路，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 在消费、出口短期内没有起色的情况下，启动了4 万亿的政府主导性投资计划， 以扩大内

需， 推动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随后，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投资计划，总额已超过20 万亿。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启动财政刺激过程中， 必须认真吸取日本经验教训，注重效果和效率，确保达到

拉动民间投资、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二）财政刺激实施的着力点 

在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和国民经济结构失调同时并存的情况下，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

应在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改善供给，二者不能偏颇。 

1、积极扩大内需，刺激最终消费。当前刺激政策应放在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刺激最终消费

需求方面，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当前可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健康有序地推进银行的消费信贷，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二是适当增加

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数量；三是以提高

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稳定发展住房消费和汽车消

费，着力发展服务消费和旅游消费；四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村和农民收入，为开拓巨大的

农村市场奠定基础。 

2、转变发展方式，降低出口依赖。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定， 不确定的因素较多，如果一味依

赖出口拉动经济，很容易受外部形势制约。因此，一方面要加快深化外经贸体制改革， 努力保持对

外贸易稳定增长，适当扩大投资规模，切实优化投资结构， 另一方面要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

业升级。事实上，当前经济增长的回落， 为结构调整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和有利的空间。在实行刺激

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应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高成长产业、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和经济支柱产

业发展， 把加快发展和实体生产性经济紧密结合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作为主攻方向， 

重视扶持民营中小企业，大力支持自主创新，促成发展方式的转变。 

3、明确支持重点，积极改善民生。与20 世纪90 年代的日本不同，我国当前社会基础设施建设

还不够完善。因此，财政投入要坚持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的原则，重点向城乡公共设施倾斜，

如加大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覆盖全国的铁路、公路交通网络；加大城市公共交通、卫生设

施和地下管网建设，积极推动旧城区改造；加大农村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大电网改

造力度，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 

4、改善分配体制，切实稳定就业。加快建立面向民生的财政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规范

和调整全社会的收入分配，改变初次收入分配体制性扭曲现象，保证公平、合理的分配秩序。深化

就业制度改革， 切实把促进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协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

等， 把扩大内需与扩大就业紧密结合，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各类服务业，扶持中小企业和微

型企业，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增强社会保险制度的灵活性和劳动关系调整的灵活性，帮助企

业稳定就业、减少裁员，把增加就业岗位真正落到实处。 

（三）应注意的问题 

1、强化国债乘数效应。在经济紧缩或经济萧条期， 政府投资对经济的启动、刺激作用，关键

不在于其数量多少，而在于其投资乘数作用的大小。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

动性、引导性作用，提高乘数效应。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大力通过财政补贴、财政贴息、财

政参股和税收制度、税收政策的调整、优化等途径，结合降低出口依赖、扩大内需等措施， 努力扩

大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迅速扭转社会投资增长跟进不快的局面， 逐步减轻国债与地方债发行压

力，防范与化解财政风险。 

2、降低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能对民间投资、民间消费增长产生明显的

挤出效应。今后不仅要通过扩大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关键还是要把政府投资引导作用与

发挥民间投资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引导民间投资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促进服务业发展等政策措施，积极调动社会资金，支持引导民间资本广泛参与各种

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形成引导鼓励社会投资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3、强化地方政府的协同效应。各方态度不一， 中央和地方脱节是日本20 世纪90 年代积极财



政政策见效不大的原因。我国推行财政刺激过程中， 各级政府要“同下一盘棋”，加强沟通和配

合，确定合理的政府投资规模， 强化政策的连续性，确保各项政府投资有计划、有步骤、有节奏的

进行， 稳定民间投资者的预期和情绪，坚定民间投资者的信心。 

4、强化政策的持续效应。日本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实施了“信息技术国策”，注重把刺激需求

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和供给结构结合起来，从而既能在短期内产生经济刺激效果，又能提高中长期

竞争能力和增长潜力。在我国当前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双不足的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任务不

能只是一种刺激需求的单向性政策，必须是刺激有效需求和增加有效供给双向兼顾或双向调节的政

策。唯有如此，才能把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与中长期效应，以及把增加有效需求和调整供给结构有

机结合起来，为我国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建堂,杨正位.日本经济:全面衰退、积重难返、教训深刻[J].世界经济,2002(1). 

2、王洛林,余永定,李薇.20 世纪90 年代的日本经济[J].世界经济,2001(10). 

 

    文章来源：集体经济      （责任编辑： XL） 

  

  

  

 
 

Copyright© 2005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通信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邮政编码: 100142  联系电话: 86-10-88191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