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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經濟 

前言 

現代日本的經濟發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本文將分為五個時期來分析介

紹。 

1945-1950 戰後經濟復甦 

1950-1970 高度經濟成長期 

1970-1985 安定成長期 

1985-1990 泡沫經濟 

1990-現在 失落的 20年 

 

一、 戰後經濟復甦（1945─1950）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受到 GHQ（盟軍最高司令部）的統治。

三大問題：缺乏糧食、治安混亂與工業停擺→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戰後許多工廠與基礎建設都被摧毀，或在戰爭時被徵用，僅餘生產軍

備的功能。另外，失去海外殖民地，缺乏糧食與原物料進口，工業停擺。 

 GHQ的三項改革： 

• 廢除軍備：將原本的大量軍備預算集中於復甦經濟。而軍隊的菁

英份子與各殖民地的技術人員也得以就業，對日本戰後的重建起

到很大的作用。 

• 解散財閥：戰爭期間三井、三菱、住友與安田…等財閥把持，不

僅壟斷市場，還大力支持軍國主義行動。為消滅軍國主義與促進

經濟民主化，下令解散財閥。雖然因為韓戰的爆發，為避免共產

勢力入侵日本，而未貫徹到底。但這項行動使得企業進行良性的

競爭，讓資產從少數資本家手中解放，對經濟活化與社會安定有

極大的貢獻。 

• 農地改革：戰前的土地多為地主掌握，大量的農夫都是佃農。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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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初期，日本政府曾制定過農地改革方案，但被 GHQ 否決。而後

GHQ進行了第二次農地改革。政府徵收所有地主超過「1 町步（約

99.18 平方米）」以上的田地，並賣給佃農。同時規定田租必須現

金繳納，且訂定租金上限（水田 25％、旱田 15％），不讓地主壓

榨佃農。也規定地主不得無故收回田地、公定地價。因此產生大

量自耕農，中產階級誕生。地主也因而投資現代工商業，成為 50

年代急速工業化的基礎。 

   日本在 GHQ 的改革下，漸漸走出戰後的谷底。50年代，韓戰爆發，美

軍的大量軍備需求與工業訂單，使得工業化急速展開，開始「高度成長期」

時代。 

 

二、 高度成長期（高度経済成長期
こうどけいざいせいちょうき

 1950─1970） 

   韓戰爆發，美國參戰後將日本做為後勤基地，日本獲得大量訂單，促

成工業復甦，到了 1952年時，工業產值已超越戰前的規模，也代表日本的

經濟得以重新站起。因韓戰而來的好景氣，被稱為「朝 鮮 特 需
ちょうせんとくじゅ

」或「神

風景氣」。 

• 藉著「朝鮮特需」大賺一筆的企業因此能夠購買新型生產設備，

搭上全球化潮流，展開 1952年到 1958年的一連串好景氣計畫。 

• 1960 年 ， 日 本 首 相 池 田 勇 人 發 表 「 所 得 倍 增 計 畫 」

（所 得 倍 増 計 画
しょとくばいぞうけいかく

），藉由擴大內需、減稅、低利率政策與發展

加工貿易，提高日本的年均所得。此外，1960年後，企業積極引

入新技術，勇於發展與創新各種技術，產品價值因而得以提高。

日本商品也因此能夠以「物美價廉」打入歐美市場，創造大量貿

易順差，並造就「日本三神器」（三 種
さんしゅ

の神器
じんぎ

：白 黒
しろくろ

テレビ、

冷蔵庫
れいぞうこ

、洗濯機
せんたくき

→カラーテレビ、クーラー、 車
くるま

）的美名。 

• 1968年，日本人年收入大幅增加，年均所得成長率也達到 10％，

經濟規模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 

   在 1950 年後的 20 年間，日本的平均經濟成長率高達 8％，城市人口

從 38％上升至 72％，工業的年均出口成長率更高達 18.4％，經濟得到爆炸

性的成長，也因此這段期間被稱為日本的「高度經濟成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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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後，成長走緩，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發生世界性的

「石油危機」，原油價格大幅攀升，讓日本的高度經濟成長劃下句點。 

 

三、 安定成長期（1970─1985） 

   日本的經濟在進入 70年代後，成長逐漸趨緩，主因有二。 

• 其一為 1971 年時，美國宣佈「美元防衛政策」，內容包括暫停美

元與黃金的兌換、調整美元對各國通貨的匯率、對所有進口物品

課徵 10％進口稅與減少對外補助 10％。導致各國紛紛關閉外匯市

場，保護自身的匯率。然而，日本卻依舊開放外匯市場，並動用

外匯維持 360 日圓兌換 1 美元的匯率。使得外國投機客大量買入

日圓，導致鉅額的匯兌損失。 

→日本也因此改採「浮動匯率」。 

• 第二個原因則是 1973年爆發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第一次
だいいちじ

オイ

ルショック），原油價格在短時間暴漲三倍，重創全球經濟。由於

日本石油有 3/4 倚靠進口，因此受到重創，不僅通貨膨脹加劇，

也使得 1974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出現戰後以來第一次的負成長。→

進行產業轉型，除了高科技產業外，也扶植服務業（サービス 業
ぎょう

）。

讓日本無傷渡過 1979年的第二次經濟危機。 

   80 年代初期，日本經濟進入安定成長期，年經濟成長率約為 4.4％。

此時的日本企業受到世界各國的注目，日本產品也暢銷全球，並獲得「Japan 

as No.1」的讚譽。然而在藉由出口賺進鉅額外匯之餘，也導致日本與美國

為首的西方國家之貿易摩擦日益嚴重。 

 

四、 泡沫經濟（バブル経済
けいざい

1985─1990） 

     泡沫經濟：「資產價值（金融面）超越實體經濟（生產面）的價值」的

經濟狀態。這種狀態表面都是一片欣欣向榮，但是來自投機與炒作，沒有

實體經濟予以支撐，因此資產就像泡沫般容易崩潰，因而稱為「泡沫經濟」。 

• 西元 1985 年，美國與西方各國召開「廣場協議」（プラザ合意
ごう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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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日幣升值，導致日本產品競爭力降低，政府便以擴大內需及

寬鬆的貨幣政策1，幫助出口產業，卻導致各家銀行放款浮濫，加

上各國熱錢湧入日本，房地產與股票價格飆升。由於貸款容易、

利息又低，企業與民眾瘋狂投入被炒高的股票與房地產市場，讓

股市與不動產行情向上成長，導致更多資金進場，形成惡性循環。 

• 1986年至 1989年，日本股票漲了 4倍，不動產價格漲了 10 倍。 

• 1989年 5月，政府為緩和過熱的不動產行情，採行緊縮政策2。 

• 90年代時，膨脹到極點的泡沫經濟破滅，隨著房價的跌落，外資

開始撤出日本，股票及不動產市場崩盤，來不及反應的企業與民

眾蒙受鉅額損失。 

• 1990 年時，股票下跌與不動產價格降低，導致全日本損失 1200

兆日幣，約為當年日本生產總值的 2.4倍。 

• 鉅額的損失導致民眾與企業無力償還銀行貸款，銀行呆帳大幅增

加，開始減少貸款與回收放款，許多企業因而倒閉，即使沒倒閉，

也無法得到貸款進行投資，日本經濟因而受重創。 

泡沫經濟的崩潰不僅是金錢的損失，受害的企業與民眾為償還債務，

不敢消費或投資，意味著需求降低，導致日本陷入長期的不景氣。 

 

五、 失落的二十年（ 失
うしな

われた二十年
にじゅうねん

 1990─現在） 

   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陷入長達 20 年的不景氣，平均經濟成長率只剩

下 1％，失業率則高達 4％。這段時間的經濟近乎沒有成長，因此被稱為日

本的「失落的 20 年」。 

• 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仍然採取擴大內需的方案，企圖振興經濟，

然而效果不彰。 

• 1995年，阪神大地震（阪 神 大 震 災
はんしんだいしんさい

）重創日本，地震的復興活

動產生需求的回復。 

• 1995 年到 1997 初期，日本經濟成長均有 2.5％的好表現。但政府

誤判為景氣復甦，冒然調升消費稅，使得景氣再度跌落谷底。 

                                                      
1
 寬鬆的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採取像降低重貼現率與法定存款準備,或者在公開市場操作贖回

債券釋出資金等方式,藉以提高貨幣供給成長率,增加市場的可借貸資金,應付企業對資金的需求,

刺激景氣。 
2
 緊縮性財政政策是宏觀財政政策的類型之一，是指通過增加財政收入（加稅）或減少財政支出

（縮減建造公共建設）以抑制社會總需求增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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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亞洲金融風暴」（アジア通貨危機
つうかきき

），導致 1998 年時，日本

各項經濟指標均呈現負成長。 

• 2000 年後，在小泉內閣的努力下，銀行壞帳逐漸被打消，企業的

業績表現也轉趨良好。 

• 2002年開始，經濟逐漸好轉，然而依然不及 90 年代初期的水準。 

• 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風暴」（サブプライム 住 宅
じゅうたく

ローン危機
き き

）

重創全球經濟，且全球油價高漲，美金、歐元走弱帶來的日幣走升，

導致日本再度陷入不景氣。更使得日本的中產階級有陷入貧困化的

趨勢。 

•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東 日 本 大 震 災
ひがしにほんだいしんさい

）帶來巨大損失；

同年的「美國國債危機」與「歐債危機」，不僅令美國與歐洲經濟

蕭條，也導致依賴兩地市場的日本經濟受重創，各大企業都發生鉅

額的赤字。 

    在天災人禍的衝擊下，日本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寶座，終於被日益

興盛的中國奪走。 

 

六、 安倍經濟學(アベノミクス：Abe+economics，2012--) 

      2012 年 12 月，安倍晉三登上總理大臣寶座，力圖振興經濟，以貶值

貨幣為主體，提出三項基本方針(三支箭:三 本
さんぼん

の矢
や

)。 

• 大膽的金融政策 

• 迅速的財政政策 

• 鼓勵民間投資的成長政策 

    整體改革被稱為「安倍經濟學」。其中「質化與量化貨幣寬鬆政策」

(QQE)，確實讓日經股指數回升，同時刺激房地產交易。 

然而卻使日幣不斷貶值，物價不停上漲，再加上 2014年 4月消費稅

由 5%調高至 8%，導致民眾消費力大減。 

2014年 11月，日本內閣府公布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實際成長率連

續二季出現負成長，一般認為與消費力的低迷有最直接的關係。 

安倍首相的各種措施能否讓日本經濟起死回生，有待長期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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