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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背景：美日贸易摩擦是日本经济走向“双循环”重要催化剂 

二战后日本采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一度取得良好效果。但进入80年代，

日本与美国的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美国多次在汽车、半导体、电信、金融等领域

对日本展开制裁，由于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日本被迫妥协，自愿限制出口，外循环

主导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日本经济政策开始从“贸易立国”

向“技术立国”转变，经济开始切换到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模式。 

 为了打造“内循环”经济，日本采用了六个重要措施 

这六个措施分别是：1、减税降费，促进消费；2、财政扩张，举债发展基建；3、调

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型产业；4、发展中小城市，打造均衡发展；5、提高工资，增

加居民收入；6、放松金融管制，鼓励消费贷发展。前五条措施均取得不错的效果，

使日本国民收入持续增加，消费得以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大获成功；但放开金融管

制以及货币宽松政策加剧了日本金融和房地产泡沫问题。 

 日本经济走向“双循环”后，消费股和利率债走出一波超级长牛 

“内循环”经济最利好的是消费行业，日本自走向“双循环”经济后，消费板块表

现一直强于其他板块，无论是必需消费品还是非必需消费品，走势均明显超过其他

板块。另一方面，由于“内循环”后资金从传统行业流向新兴行业，资金利用效率

变高，日本利率债也迎来一波超级长牛。 

 日本发展“内循环”经济对中国的启示 

首先，“内循环”的根本是要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减少收入差距，提高财富分配效

率。其次，“内循环”要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中国制造 2025”相关领域的

发展，推进半导体行业发展，实现芯片、能源、粮食自主安全。 

 风险提示： 

中美关系恶化、国民收入增长不及预期、基尼系数加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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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0-70 年代末，日本以外循环为主 

（一） 50-70 年代末，日本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 

外循环助力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崛起。二战后，日本经济百废待兴。针对本国资源贫瘠、

市场狭小的特点，日本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重点发展煤炭、钢铁、造船、汽车的产

业，并大量出口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此来赚取外汇，换取用于本国建设的资金。日

本的“出口导向型”政策取得很大成功，日本外贸规模持续增长，外贸也从逆差国变为顺

差国。这一时期，日本 GDP保持年均两位数以上的增速，使其从中低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

国家。 

图 1：“贸易立国”政策使日本外贸总额大幅增长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 2：日本从逆差国变为顺差国，经济高速增长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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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0-70 年代末，日本内循环也取得重大成果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助力日本内循环取得成效。上个世纪 50 年代，日本在经历“神

武景气”与“岩户景气”的高速增长期后，经济大幅增长，但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尽管

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源源不断，但当时的日本却存在产能过剩、居民收入水

平普遍较低、收入差距悬殊、失业率偏高等问题，而且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产业结构配

比不均衡也制约日本经济长期发展。在此背景下，以池田勇人为代表的内阁制定了“国民

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在于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则需要提高公共投资、调节产

业结构、降低贫富差距等。为了降低贫富差距，有效提高国民消费水平，日本政府不断提

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社会保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缓解区域不平衡，通过这些手段有

效保证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快速提高，以释放内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良好效果，

社会财富增长大部分的蛋糕被国民享受，到了 70 年代，日本出现数量庞大的中产群体，

基尼系数和失业率显著下降，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 

图 3：60 年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日本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长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三）外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带来一定问题 

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依靠外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日本经济大幅增长，日本

GDP 总量列居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仅次于美国。但这种外循环的发展模式也带来一系列问

题：首先，在 1973 年石油危机后由于油价上涨，日本面临原材料价格涨价的问题，这对

于出口是一种打击。另一方面，当时的日本经济结构失衡，传统粗放型产业增长难以为继，

且会造成环境污染问题。70 年代日本也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问题，这不仅削弱了企业

竞争力，还使日本面临通胀问题。再次，由于日本长期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其产品大量

出口国外特别是美国，美日之间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这些都注定了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

模式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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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80 年代，日本经济向内循环主导模式转变 

（一）美日贸易摩擦是日本经济转型催化剂 

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一度使其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但这也导致其与美国为主的西

方国家贸易摩擦越来越激烈，特别是进入 80 年代后，美国多次在汽车、半导体、电信、

金融等领域对日本展开制裁，由于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日本被迫妥协，自愿限制出口，外

循环主导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日本经济政策开始从“贸易立国”向

“技术立国”转变，经济开始切换到内循环主导。 

图 4：80 年代后美日贸易摩擦异常激烈 

 

资料来源：民生证券研究院整理 

（二） 内循环的第一步：减税降费，促进消费 

针对日本国内市场狭小的情况，日本通过减税降费来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以达到促

进消费的作用。在 80 年代税制改革中,日本个人所得税由原来最高税率 70 % 降至 50 % , 

税率的档次由 15 个减为 6 个，从 10.5%至 70%改为 10%至 50 %。新设配偶者特别减免 15 

万日元, 法人税的基本税率由原来的 43.3% 降至 1987 年度的 42% , 最终降为 37.5% ;在

利息税方面, 从 1987 年 10 月起, 原则上废除原来的小额储蓄和邮政储蓄的免税制,其利

息所得一律征税 20%。小额储蓄利息收入优惠免税仅限 65 岁以上的老人和母子家庭。贴

现金融债贴现国债的税率也由现行的 16% 上升为 18 %。税制改革取得重要成果，1 9 8 7 

年日本减税达 1.5 万亿日元, 1988 年减税达 2 万亿日元，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居

民的储蓄率, 鼓励了个人消资, 扩大了国内雷求。 

（三） 内循环的第二步：财政扩张，举债发展基建 

为了应对外部市场可能恶化导致的外需疲软，日本政府大搞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扩大

公共投资为核心，共进行了十多轮财政刺激计划。其中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是日本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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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主要项目，特别是公共住宅项目（相当于保障房），单 1987 年日本就新建住宅共

165 万套，1988 年新建住宅 140 万套，创历史记录。公共投资的高增长带动了日本企业的

设备投资发展，对扩大内需起到很大作用。为了保障财政扩张的资金，日本政府多次提高

财政预算，并通过发行巨额国债来支持财政扩张。 

图 5：日本政府通过举债来实行财政扩张政策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四） 内循环的第三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型产业 

80 年代，日本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首先, 缩减石油、钢铁、造船等部门的规模, 

缩减的规模约达 20 %, 其压缩的人力和资金都投入到新型产业。其次, 积极扶持电子通

讯、计算机、服务、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产业, 以扩大日本内需。80 年代以来日

本有不少企业纷纷由其它产业投入这些新产业。为保障产业结构调整，日本大力支持教育

科研工作，具体包括：1、对重点产业实行特别技术引进政策；2、大力鼓励民间研究机构

进行自主研发；3、政府出巨资设立发明奖、科技立功奖，对科研人员实行奖励。在这些

政策的保障下，日本经济逐渐由传统制造业切换至中高端制造业，产业附加值不断上升，

使其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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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0 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产值一度占全球一半以上 

 

资料来源：经济产业省，民生证券研究院 

（五） 内循环的第四步：发展中小城市，打造均衡发展 

80 年代，为了克服日本区域发展不均衡，东京与地方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日本加快疏散东京多余产业，将东京的中心城市功能释放到各地。一方面是发展包括东京、

大阪等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带，拉动了东京周围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中小

城市和农村工业，扩大这些区域产业经营能力和范围。在区域均衡方面，日本一度做得很

好，最富裕的东京和最不富裕的冲绳，人均 GDP差距不超过一倍，这就为日本内需释放奠

定基础。 

（六） 内循环的第五步：提高工资，增加居民收入 

为了保障国民收入增长，日本不断提高最低工资，增加薪资占国民总收入比重。80

年代日本薪资增速长期高于 GDP增速，大部分国民充分享受到了社会蛋糕做大带来的好处。

除了薪资外，日本还注重提高社会保障，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让国民敢于放心花钱。

日本也增加了国民年休假时间，推广带薪休假制度，发展旅游、餐饮、休闲等产业，这就

使日本国民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消费，商店和百货店销售额均有明显增长。 

 

 

 

 

 



 
宏观专题研究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证券研究报告 8 

图 7：80 年代日本薪资收入占国民收入大部分比重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七） 内循环的第六步：放松金融管制，鼓励消费贷发展 

为了释放内需，提高消费，日本也逐步放松了金融管制。一方面是推行利率市场化，

允许银行自主决定利率，这样一来是降低了企业的借贷成本，使企业有更多动力进行投资

和生产；二来是降低了居民的储蓄意愿，使居民储蓄转换为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日本也

减少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使其交易更加便利。80 年代日本可转让大额存单市场和离岸

美元拆借市场都异常发达，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日本的住房

金融和汽车金融都蓬勃发展，居民贷款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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