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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联盟与日本金融自由化 

唐任伍，王春晓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金融是后发展国家经济起飞的关键。二战后，日本依靠抑制性金融体制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也造 

成了市场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金融市场运行过程中处处可见政府的影子，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而迫 

于国际社会压力进行的金融自由化，力度、广度和深度都十分有限。事实上，日本长期存在的政党政治、金融管 

理机构和金融业之间的社会联盟关系，为金融业构筑了一个强大的保护层。这个保护层是日本金融自由化出现时 

间滞后性、进程缓慢性和内容不彻底性的根本原因。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政官财同盟关系，打掉金融业的保 

护层，日本将不会实现彻底的金融自由化，日本的金融业也无法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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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作为后发展国家的日本依靠抑制性金融 

体制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发展型国家的标杆。 

然而对于抑制性金融体制的“路径依赖”造成日本金 

融市场一直相当封闭，在金融市场的运行过程中处处 

可见政府的影子，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迫于 

国际社会压力，1984年 5月，日本大藏省发表了《金 

融自由化与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 开始了金融体 

制改革。其主要目标是实现利率自由化和金融业务自 

由化。但是，日本金融自由化不仅在时间进程上没有 

与利率自由化同步，而且持续时间较长，进展不大。 

从改革的内容看，金融改革仅局限在解除利率限制和 

业务领域限制这两个方面，而没有消除其金融体制中 

存在的种种融资体制、银行体制、监管体制的结构性 

缺陷。可见，虽然日本做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举措，然 

而这种自由化的实际进程并非是平稳过程，而是具有 

相当的时间滞后性、进程缓慢性和内容不彻底性。 

我们认为，日本金融市场的开放很大程度上是迫 

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但是国际化的压力需要一定的传 

导机制——国内结构和国内政治才能最终反映到国家 

政策之中。不同的国内结构在面对同样的国际压力时 

会有不同的反应，即使国际力量最终在国内结构变迁 

中扮演关键性作用，但是在初始进入国内政治时，仍 

然要在既定的国内结构框架下活动 [1] 。所以为了探究 

日本金融自由化迟滞性和有限性的内在原因，本文将 

从国内政治角度找寻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动因。 

一、日本金融体制特征及竞争力 

日本金融体制是以战时金融结构的变化和金融制 

度改革为出发点，在战后改革中引进美国模式，并经 

过修改的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于 1955年前后形成。 该 

体制的特点是强有力的主观判断的金融行政、主银行 

体制及间接金融 [2] 。金融行政的主要内容是实施种种 

严格的管制，大藏省对于金融机构有绝对统治权。主 

银行制度是指企业与银行之间建立密切的资金和人事 

关系，企业选定一家银行作为主银行，银行持有该企 

业股份并参与企业管理，若干以同一家为主银行的企 

业形成企业集团，企业经营出现问题，则主银行会采 

取相应措施救助。主银行制度使银行与企业之间形成 

交叉持股的体制。间接金融体制以银行为中心，在保 

证企业充足的资金供给的同时，却极大地抑止了证券 

股票市场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发展。主银行制度以及间 

接金融在造就了银行体系绝对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将 

银行与相关企业捆绑在一起，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金融抑制严重阻碍了日本金融市场的发育，为产 

业政策服务的金融业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 

也就难有竞争力。即使是在金融业达到顶点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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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并没有被视为是一个金融业巨头。实际上， 

日本的金融部门被证明是最缺乏竞争力的部门。日本 

许多金融机构热衷于向海外扩张，但是，不同于能够 

转变产品以适应或调整国际产品质量和价格的日本汽 

车业或电子业，绝大多数日本金融机构仍然以服务于 

在海外的日本客户为主，并且不顾利润地扩张市场份 

额，却不能够发展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产品并运 

用更新的信息技术。处于长期保护之下的日本金融业 

的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多数金融机构存在诸如以高成 

本存款支持经营规模，资产质量低、经营效益不佳， 

盲目追求多元经营等情况。日本金融机构的一个重要 

弊病就是不良债权状况十分严重， 不良债权数额之大， 

涉及金融机构之广，在世界金融史上可谓史无前例。 

二、社会联盟与日本金融自由化 

在了解日本独特的金融体制和金融业的竞争状态 

后，我们深入日本政治经济体制以及体制运作中寻找 

金融自由化迟滞、缓慢和有限性的根源。日本政治经 

济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政界、官界和财界的密切社会 

联盟关系，这种关系被学者冠以“密友资本主义” 
(crony capitalism)之称。在金融业中，这种政官财三角 

同盟关系同样存在。 

（一）日本金融业政官财的关系 

1. 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间的关系 

金融管理机构对金融业采取袋鼠温室式“护航政 

策” 。在间接金融以及主银行体制下， 日本金融机构在 

经济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如果有几家银 

行倒闭，所产生的信用紧缩很有可能会摧毁整个日本 

经济，造成经济危机。因此，日本大藏省一直采取“护 

航保驾”，由政府指导银行界业务，当一家银行出现危 

机时，大藏省出面劝说势力强大的银行进行救助。但 

是这种护送船团行政其实导致了金融机构体质的脆弱 

化，削弱了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其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无所适从，也滋长了金融机构经营者的侥 

幸心理和不负责任的经营作风，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生 

存和参与竞争的根基。金融管理机构对于金融业的长 

期过分保护是造成日本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低下的根本 

原因。

另外，日本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业之间还存在着 

制度化的人员联系。一种是联系专员，即各个银行设 

立一个或一系列职位，这种职位雇员的首要职能就是 

与大藏省主要官僚保持稳定的面对面接触和联系。这 

种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联系，确保了大藏省有效实施行 

政指导，避免行业内过度竞争，同时各金融机构也可 

以通过这种稳定的途径及时获取充分而有效的信息。 

另一种是大藏省高级官僚退休后到金融机构任职，也 

被称为“下凡” 。从大藏省的角度来看，这些退休官僚 

到金融机构任职是保持大藏省权威性的重要方式。从 

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各银行中的专员有助于传达政 

府规制意图，但是不能提供管理技巧，而高级官僚的 

“下凡”则可以满足金融机构在管理技巧方面的需 

求 [3](61−84) 。 

2. 政党政治与金融机构的关系 

政党政治与金融机构同样存在制度化的联系方式 

——经团联(Federation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经 

团联对政府的行政指导及国会意愿的动员都具有相当 

大的影响力，其在政治立场上一向是比较支持自由民 

主党。 自民党内存在一个强大的 “金融族” (finance tribe) 

维护金融业界的利益，四大银行旗下的企业在选举中 

大力出钱支持自民党议员。这种紧密的政商关系也是 

四大银行体系为何在不良债权高筑的同时仍然能够屹 

立不摇的重要原因。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经团联等既得 

利益集团及其所影响的族议员对政府所实施的管制缓 

和进行了一连串的抵抗 [4] 。其实从选举的角度来看， 

日本的金融业并不是自民党十分重要的票田。日本实 

行多成员选区的选举体系，因为金融机构不像农村选 

区和选民一样集中，金融机构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 

选票分散，不易组织，所以金融业对于自民党选举的 

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资金支持上。金融业为长期 

处于一党优位的自民党提供了巨额政治资金。而自民 

党为回报金融界的资金支持， 一直对金融业实施保护。 
3. 政党政治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关系 

日本执政党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形成了相互支持 

的关系，这种相互支持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体 

现在原大藏省官员作为自民党议员进入议会。虽然日 

本法律禁止官僚参加任何政党以保证公共服务的政治 

中立，但实际上，自民党和大藏省之间相互支持的关 

系通过原大藏省高级官僚进入自民党的方式来实现。 

如此，在金融和财政政策的制定方面，自民党与大藏 

省之间的分歧是很小的。其次大藏省与自民党联系是 

通过婚姻关系实现的。最后体现在大藏省官僚在议会 

和内阁中担任职务。总之，大藏省与自民党和议会的 

关系提供给大藏省感知政治气候的途径，也提供了一 

个有力影响政治议程的方式，大藏省可以在政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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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阶段影响政策建构 [3](41−60) 。金融官僚机构与政 

党政治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为金融保护提供了强有力 

的政治支持。 

（二）日本金融业政官财的互动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政党政治、官僚机构与金融 

业三方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关系网，政党为稳定和扩大 

自己的支持基础，获得大量政治资金；官僚机构为保 

存原有行政权力；金融利益集团为免受世界金融市场 

的打击而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总体上 

倾向于保护日本金融业，使在世界市场上相对缺乏竞 

争力的金融业最大限度免受开放的金融市场的打击。 

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 

自民党越来越难以保持其原来总括性(catchall)的支持 

基础，于是，自民党从总括性的支持基础转向增加对 

于其核心选民(core constituents)的支持和依赖， 这些核 

心选民绝大多数在被保护的产业和部门并且被许诺在 

开放的市场之下受到更多保护。在经济上缺乏竞争力 

的组织、部门、公司等在维持这种封闭性的经济体系 

过程中发展了强有力的广泛制度根基和利益网络。结 

果，所有的日本大银行，保险公司和经纪人公司仍然 

保持在国内封闭市场、固定利润、政府规制以及卡特 

尔的保护性体制之下，形成了“嵌入性的重商主义” 
(embedded mercantilism)。在这种嵌入性重商主义之下 

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支持者发展了既定的制度化的倾向 

于保护国内市场的利益网络。选举对手和保守政策的 

批评都不可能对封闭的金融资本市场和保护主义构成 

威胁 [5] 。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日本经济一个极为明显的特 

点就是政策金融，政策金融是指政府为了实现特定产 

业政策目标而采取的金融手段。日本的官僚机构同样 

不愿见到更多的经济开放。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势必会 

大大弱化政府政策金融，弱化政府调节经济的手段。 

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一直作为重 

要的政策工具，一旦日本实现大规模金融自由化，政 

府就会失去保护国内弱势产业的重要工具，同时也会 

将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日本金融业置于激烈的国际竞争 

之下，这对于整个日本经济无疑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在政策金融和间接金融 

的体制下，金融机构在日本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 

的作用是巨大的。然而，人为低利率政策使资金出借 

人——银行处于绝对有利地位。金融机构仅因其握有 

资金分配大权，就可以提出利益分配要求。也就是说， 

资金分配权限带来了准地租(rent)，金融机构即便不发 

挥现代经济学所认为的金融机构应具备的信息生产和 

风险管理等根本功能， 仅靠这一准地租就能生存下去。 

护送船团行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效果，即行 

政当局给予金融机构的资金分配权限，就能确保其安 

然运行 [6] 。 这种护送船团行政导致了金融机构体质的脆 

弱化，风险意识的丧失和竞争能力的匮乏，于是脆弱 

的金融业只有通过政党和官僚的通道获取持续保护。 

随着金融业准地租的消失，为保障所有金融机构 

继续生存，除导入直接补助金已别无良策。而导入直 

接补助金现实上又行不通，要维持护送船团行政就只 

能拖延金融自由化， 以避免准地租的迅速消失 [6] 。 其结 

果就是日本的金融自由化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三、结论 

经济领域的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寻求答 

案，而要挖掘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动因。日本在经济 

赶超时期，利用政策金融扶植重要产业，这种政策金 

融造成两种后果：其一，金融业一直处于受保护的地 

位，金融业利益集团异常强大；其二，金融业的国际 

竞争能力弱化。在迫于国际社会压力而进行的金融国 

际化自由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的政党政治、金融管理 

机构和金融业之间的三角同盟关系，为金融业构筑了 

一个保护层，而这样一个保护层的存在是日本金融自 

由化滞后、缓慢和有限的根本原因。如此看来，日本 

实行的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如果 

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政官财同盟关系，打掉金融业的 

保护层，日本将不会实现彻底的金融自由化，日本的 

金融业也无法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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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close relationship of politics, bureaucracy and financial sector in Japan. This kind of close triangle 
relationship forms a shed of protectionism toward Japan’s weak financial sector. This shed is the root of Japan’s limite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We can predict that a complete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wouldn’t be realized if  this  shed is not 
crashed. Also, Japan’s finance sector wouldn’t sharpen it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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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nceptual model  is built,  in which service failures act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relationship quality 
(include satisfaction and trust) and repurchase intention are dependents, and relationship type is the moderator. Then the 
impacts of three kinds of service failures on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repurchase intention are evaluated with the sample 
data through the key event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ree kinds of service failures have different negative effects 
on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customers’ repurchase intention, but the difference is not significant. Secondly, relationship 
type has certain regulation when different service failures impact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repurchase intention, but not 
significant, either. Thirdly, compared to the customers who have trust relationship with the online shop, the other ones 
will have worse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repurchase  intention when  service  failures happen.  In  addition,  relationship 
quality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customers’  repurchase  intention.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some 
related management inspirations are found, and the online shop can gain more benefits in this 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  purchasing  online;  service  failures;  relationship  quality;  satisfaction;  trust;  repurchase  intention; 
relationship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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