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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产生的长期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产业发展战略和社会管理战略的影响





 

地震对日本短期经济目标和中长期经济战略的影响

曾铮

3 月 11 日，日本发生 9 级地震，震中位于宫城县以东太平洋海域，地震引发海啸，给日本东北部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次地震发生的时间暗含着两个标志性阶段：一是从短期看，地震发生在危机后日本经济开始企稳向好的关键阶段，将给复苏中的日本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因素；二是从中长期看，地震发生在日本《新成长战略》即将启动的前期，有可能对日本中长期战略的调整产生影响。

事实上，地震产生的短期影响主要表现在灾害损失和应急措施对短期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其中包括对经济波动、物价总水平、就业率以及本币汇率等层面的冲击。同时，地震产生的长期影响主要表现为对产业发展战略和社会管理战略的影响。因此，不论就短期还是中长期而言，地震对日本经济将产生深刻和长远的影响。

 

一、地震对日本宏观经济的短期影响

 

2010 年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日本经济表现最抢眼的一年，经济增长率回到了 2％以上的正常水平，经济一度出现了企稳向好的局面。正是基于 2010 年日本经济的“回转”上升，许多国际机构对 2011 年日本经济前景的预测都保持了较为乐观的态度。虽然此次地震主要涉及的东北地区 GDP 仅占日本国内 GDP 的 8％左右，但是受到地震影响的汽车及其相关产业对日本 GDP 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50%。此外，地震给日本整体经济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灾害的地理范围，由地震引发的电力供应紧张、国内生产链条中断和旅游商业活动减少等实际影响以及消费者信心下降等间接影响，将对日本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而这些影响远远高于灾后恢复重建带来的 GDP 拉动效应。因此，短期内，地震将对日本经济复苏将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从其他一些宏观经济层面看，地震还将带来以下短期影响：首先，为了满足救灾和恢复重建需要的巨大资金，日本政府将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方面进一步推高了日本已经很高的政府负债率，另一方面将推高国内物价总体水平，日本很有可能从通货紧缩转变为通货膨胀，减轻了日本国内较长一段时期以来的通缩压力。其次，地震一方面极大破坏了东北地区的产业体系，可能在短期内造成产业工人的失业，但是灾后基础设施重建将带动较大规模就业，这将部分冲销地震带来的失业率。此外，对于日元汇率而言，虽然在地震发生之后几天时间内，受到地震带来的市场信心丧失的影响，日元出现了贬值的情况；但是，为了应对国内救灾需求，境外日元资金将会出现大量“抽逃回国”的情形，日元仍然可能出现小幅升值的情形；而之后如果日本加大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日元同样可能出现贬值的压力。因此，基于市场上多种力量的博弈，日元汇率短期内将会出现比较频繁的波动。

 

二、地震对日本中长期经济战略的深远影响

 

去年 6 月份，日本内阁通过了旨在“重塑”日本经济辉煌的《新成长战略》，并将于今年 4 月开始正式实施，它将成为未来二十年日本经济战略的主体蓝本。但是，此次地震对该战略的实施将产生很大影响，给一些既定战略措施的操作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其一，根据《战略》展望，通过一系列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相应体制变革，到 2020 年，日本年均名义经济增长率将达 3%，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将超过 2%。然而，地震之后，虽然国际社会对日本未来经济表现存在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此次地震对日本经济的负面效应远大于正面效应，日本经济可能难以在短期内摆脱地震魔咒的束缚。由此，在当下看来，对于本已缺乏增长动力的日本而言，保持连续十年 3%以上的增长似乎成为了一种“美好愿景的奢望”。

其二，《战略》的多个重点策略的实施将受到地震带来负面效应的极大挑战。首先，《战略》认为在全球 2020 年温室气体减排 25%的压力下，日本国原子能等领域的发展将面临极佳的机遇，存在巨大的需求。很显然，地震带来的“核爆”威胁不仅在短期内影响日本已有核电产业的发展，对未来核电产业扩张可能也将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对日本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产生长远影响。其次，《战略》要求增加政府投入，以“大健康”产业为基准，刺激国内需求快速增长。可以看到，地震将强化日本政府业已恶化的财务状况，通过政府公共投入加快国内养老产业发展愈发显得困难了。再次，《战略》认为，日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应该加快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出口。地震必将启动日本国内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未来一段时间，日本很难有剩余力量对外“输出”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力量。

其后《战略》还将旅游业作为未来日本经济的一大核心支柱，确立了“观光立国”的战略。但是，地震不但会造成日本短期旅游观光产业的萎缩，而随着地震带来的核电站泄漏事件的升级，日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旅游业的前景令人堪忧。同时，《战略》还将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作为另一个立国战略，而地震可能破坏日本国内信息网络体系，并对电子产业造成影响，从而形成不利于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此外，《战略》将金融业作为未来十年日本服务业的一个新亮点，并力图维护日本东京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权威地位。事实上，地震带来的心理冲击很有可能危及到日本东京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随着中国上海与香港、韩国首尔、印度孟买以及新加坡金融产业的发展，日本东京作为金融中心的强势地位正在受到严峻的威胁，而地震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加剧了这种外部冲击。

其三，最后应该再次重申的是，日本《新成长战略》的实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财政作为保障和后援。随着地震直接损失和次生灾害损失的不断增加，已经债台高主的日本政府很难再单凭财政的力量支撑《战略》的落实和实施。因此，这次地震必将干扰日本政府中长期战略的选择，《新成长战略》是否能够在今年按时启动，并在未来几年顺利实施，成为 2020年前日本经济发展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曾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博士，长策智库GMEP特约研究员）






				

				
							


			
		

		
			


	




					


		 


	
		

			
				
						研究报告 Report

				
		[image: ]

[image: ]
		

    

	
		

	
			
				
						合作伙伴 Partners

				
			长策基金会ChangCe Foundation
	NDRC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MOF 财政部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

		

    

	
		

	
	

	
	


 

	

	

	

	
	
	



		About ChangCe Thinktank
	Jobs Opportunities工作机会
	News and Events
	长策智库网上论坛


		
	Reset user setting
	TOP




	

	
		感谢关注长策智库  Copyright © 2024 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All Rights Reserved. 
Email: changcethinktank@gmail.com  微信: 13641166146    京ICP备10037751号-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