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

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新动向

张建立

　　摘　要：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日本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新

自由主义改革弊端凸显。日本政府智囊竹中平藏提出以“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取代现

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想，引发日本各界的激烈讨论和批判。该构想虽有助于实现新自由

主义改革所追求的实现“小政府”的目标，但也有可能动摇维护日本社会相对 稳 定 的 根

基。菅义伟政府将源自救灾领域的“自助、共助、公助”原则，作为构建理想社会的政治口

号并反复强调，必然会加大民众的自律协同压力，从而助长强求“责任自负”的社会风气，

导致深受新自由主义改革之苦的弱势群体更加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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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理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欧美国家主导并对日本影响至今、２０２０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 情 常 态 化 背 景 下 遭 到 诟 病 的 日 本 新 自 由 主 义 思 潮 的

新动向，解析其对 日 本 政 治 经 济 发 展 乃 至 日 本 人 价 值 理 念 等 的 影 响，对

深入了解当代日本无疑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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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自由主义改革弊端因新冠肺炎疫情日益凸显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世界

不断扩张，对世界 经 济 以 及 各 国 的 经 济 政 策 产 生 了 巨 大 影 响，日 本 也 不

例外。日本政府为 了 取 得 国 民 预 算 的 平 衡，解 决 日 益 加 深 的 财 政 危 机，

大力推行所谓“没有圣域”的行政改革，裁减公务员，将国有企业私有化，

并在很多领域解除或者放宽政府管制。但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性质的各

种改革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①

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使新自由主义陷入深刻危机之中。美

英等西方国家在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来临之初，奉行维护自由竞争、反对国

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哲学，顺其自然地主要依赖于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

对疫情的应 激 反 应 能 力，致 使 政 府 应 对 滞 后 无 力，最 终 造 成 严 重 灾 难。

因此，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错误应对，现实地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

巨大失败”②。也有日 本 社 会 学 者 指 出，“新 冠 病 毒 就 是 一 种 新 自 由 主 义

性质的感染症”③。在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日本新自由主义也表现出

一些新动向。最突出的就是，日本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新

自由主义性质的企业雇佣形态改革弊端日益凸显。

（一）对企业雇佣劳动制度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自引进日本以来，大体经过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中曾

根内阁新自由主义改革序幕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桥本内阁、细川内阁及小

渊内阁新自由主义改革全方位展开期，２１世纪初期小泉内阁以及至２０２０

年菅义伟内阁新自由主 义 改 革 继 续 与 深 化 期 几 个 发 展 阶 段。在 新 自 由

主义改革的不同 发 展 阶 段，对 日 本 社 会 影 响 较 为 深 远 的 举 措 之 一，当 属

对企业雇佣形态的改革。日本政府通过不断修订《劳动派遣法》，放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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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伊藤诚：《评日本新自由主义》，《海派经济学》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张南燕：《后疫情时代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变革》，《长江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日〕水無田気流：「女性の自殺 者 増、コ ロ ナ で ケ ア 負 担 重 く」、『日 本 経 済 新 聞（朝 刊）』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３日。



劳动派遣的管制，特别是小泉内阁２００３年把劳动派遣员工合同期限由一

年延长到三年，规定制造业也可以使用派遣工，使雇佣制度发生了质变。

此前，非正规雇佣的临时工主要是为贴补家用的已婚妇女和为赚取生活

费的大学 生。此 后，非 正 规 雇 佣 的 范 围 扩 大 到 作 为 家 庭“顶 梁 柱”的 男

性，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２０２０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 情 对 日 本

社会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更使这项雇佣制度改革措施的弊端日

益凸显。

根据日本厚 生 劳 动 省 公 布 的 统 计 数 据 显 示，因 新 冠 疫 情 扩 大 的 影

响，截至２０２１年４月９日，１００，９４７人因被解雇等处于失业状态。其中，

非正规劳动者有４７，２８９人。从行业类别来看，解雇人口排名前十位的行

业依次是制造业最多有２２，３６８人，然后依次是零售业１３，４２４人、餐饮业

１２，４４２人、酒店业１１，６４９人、批发业６，１１１人、劳动者派遣业５，６５２人，

等。从都道府县等区域来看，依次是东京都２２，７６５人、大阪府９，３５０人、

爱知县５，５７７人、神 奈 川 县４，３８５人、北 海 道３，７１７人、千 叶 县３，１９３

人，等。①

（二）对女性雇佣的影响

因新冠疫情在日 本 的 不 断 扩 大 蔓 延，自 杀 人 数 也 在 不 断 增 加，特 别

是女性自杀人数更是暴增。据日本警察厅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来２０２０年

４月和５月的自杀人数比２０１９年同期减少了，但是自２０２０年７月开始

形势急转直下，自杀人数比２０１９年同期出现増加趋势，８月增加１７．８％，

９月增加１０．０％。到１０月，比２０１９年 同 期 增 加 了３９．９％。其 中，更

令 人 惊 愕 的 是 女 性 自 杀 率 的 骤 增。女 性 自 杀 率２０２０年８月 比２０１９

年 同 期 增 加 了４２．２％，１０月 比２０１９年 同 期 增 加 了８２．６％。其 中，４０

多 岁 女 性 的 自 杀 率 是２０１９年 同 期 的２倍。这 是 没 有 发 生 新 冠 疫 情 时

难 以 想 象 的 数 字，也充分说明了新冠疫情对日本女性生活产生的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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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厚生労働省：「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に 起 因 す る 雇 用 へ の 影 響 に 関 す る 情 報

につ い て」（４月 ９日 現 在 集 計 分）。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ｈｌｗ．ｇｏ．ｊ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６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６８０６２．ｐｄｆ．



响及严重程度。①

现任厚生劳动大臣指定法人“支援生命自杀对策推进中心”（ＪＳＣＰ）

代表理事的清水 康 之 指 出，受 新 冠 疫 情 影 响，经 济 上 陷 入 困 境 者 绝 大 多

数是女性。此前日本政府推进新自由主义性质的政策，不断修订放宽劳

动法制，其结果导致现如今有近半数劳动者不得不甘居非正规雇佣者身

份。虽然不排 除 其 中 有 人 是 自 愿 选 择 非 正 规 雇 佣 身 份 的，但 终 究 是 少

数。企业愿意大量雇佣非正规职员的最大理由就在于便于雇佣和解雇。

特别是当企业不需要太多人手时，可轻易地予以解雇。非正规雇佣者完

全成了企业的雇 佣 状 态 调 节 阀。而 且，统 计 数 据 清 楚 显 示，如 今 新 冠 疫

情对经济的负面 影 响 在 餐 饮、观 光 等 领 域 日 益 凸 显 时，在 这 些 行 业 工 作

的大量非正规雇 佣 劳 动 者，皆 因 被 解 雇 而 陷 入 生 活 窘 迫 的 境 地，其 中 被

解雇者大半是女性。②

众所周知，安倍内阁曾为化解因日趋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等问题带来

的社会危机，意欲 通 过 改 善 女 性 就 业 环 境 等 措 施 来 提 振 日 本 经 济，建 设

“让女性绽放光彩的社会”。关于改善女性就业环境的一系列举措，不仅

成为近年来 日 本 政 府 的 政 策 热 点，亦 成 为 日 本 文 化 领 域 关 注 的 热 点 问

题，特别是在文学 和 影 视 领 域 表 现 突 出，诞 生 了 很 多 以 探 讨 相 关 问 题 为

题材的作品。随着 社 会 的 发 展，女 性 的 社 会 地 位 也 确 实 有 所 提 高，但 恰

如世界经济论坛（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发布的《２０２０年全球性别差距

报告》（Ｇｌｏｂａｌ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ａｐ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０）所显示的那样，日本依旧是男女

性别平等状况比较差的国家，在１５３个国家中排名第１２１位。日本女性

社会地位依然有待改善。总体而言，日本女性就业领域偏向于与人接触

较多的医疗、福祉、零售业、餐饮业、观光业等病毒感染风险较大的行业，

而且多为庞大的非正规雇佣者中的一员，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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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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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富 家 孝：「コ ロ ナ 禍 の 日 本 で４０代 女 性 の 自 殺 が 倍 増 し た の は な ぜ か ？」、

ＹＡＨＯＯ！ＪＡＰＡＮ、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ｙａｈｏｏ．ｃｏ．ｊ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２ｆ７２ｆ４４８３ｂａ８６０２８２６ｆｃｂ４ｅ３ｄｆ５ｅ３４３０ｄ０ｅ３５ａ８９．
〔日〕清水康之：「ようやく見えてきたコロナ禍と自殺の関係」、ＹＡＨＯＯ！ＪＡＰＡＮ、２０２０年１２
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ｙａｈｏｏ．ｃｏ．ｊ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１ｅ４８３５５１９ｅ４ｆｆｅ５３０１０ｄｅ１ｃｃ２３ａ１ｅｅ９ｄｃ９４７０ｂｆ３．



此次新冠疫情影响最大的人群，特别是边工作边育儿的单亲母亲更是苦

不堪言。日本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为了在全球化竞争中取胜而进

行的企业“雇佣制度改革”，使曾 被 称 作“一 亿 总 中 流”的 日 本 特 色 的“中

流社会”无影无踪，原本 以 凝 聚 力 强 而 自 豪 的 日 本 社 会 出 现 了“胜 组”和

“负组”的 两 极 分 化。日 本 社 会 安 心、安 全 的 神 话 遭 到 新 自 由 主 义 的 打

击。２０２０年，全球暴发新冠疫情造成日本女性自杀率升高，无 疑 更 凸 显

了这项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的弊端。

　　二、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触及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２０２０年全球暴发新冠疫情对于日本社会特别是对被解雇的非正规

雇佣人员来说，无 疑 是 雪 上 加 霜。有 学 者 甚 至 担 心，新 冠 疫 情 不 仅 会 进

一步加剧日本社会在经济层面的贫富分化，而且会导致后新冠疫情时代

日本社会在价值取向等方面出现被割裂的现象。① 然而，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

日，继安倍之后的 菅 义 伟 内 阁 显 然 没 有 放 弃 新 自 由 主 义 改 革 的 打 算，还

在继续重用 日 本 新 自 由 主 义 标 志 性 人 物 竹 中 平 藏，设 置 以 其 为 核 心 的

“成长战略会议”，以建设国际金融都市等为由通过了“２０２１年度税制改

正大纲”，进一步落实为“高收入者减税”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其中，竹中

平藏提出推行每人每月发放７万日元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来替代现

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想，在日本引发热议，成为２０２０年日本新自由主义

改革的最大新动向。

（一）“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的含义及其益处

所谓无条件 基 本 收 入（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是 指 国 家 不 分

性别、年龄、工作收入，无条件发给属于本国每个公民的一份可满足保障

基本生活需求的工资。

从理论上及未来 社 会 发 展 态 势 来 看，推 行“无 条 件 基 本 收 入”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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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野口悠紀雄：「コロナで仕事失う人と何とも な い 人 に 映 る 格 差　救 済 さ れ ず 不 満

の蓄積と分断がもたらされる」、『週刊東洋経済』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０日。ｈｔｔｐｓ：／／ｔｏｙｏｋｅｉｚａｉ．
ｎｅ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４０１２８０．



至少有如下三点益处。第一，能够有效降低官僚体系的运行成本。现有

社会福利体系的一大弊病就是过度行政化和官僚化，政府需要一个庞大

专业的福利 部 门，花 费 大 量 人 力 鉴 别、监 督、管 理 和 执 行 社 会 福 利 的 发

放；而“无条件基本收入”制 度 的 优 点 就 是“简 单”，不 附 带 任 何 限 制 条 件

地直接发钱，能极大地简化社会福利发放。这不仅会减轻政府福利支出

负担，而且还能减 少 行 政 管 理 成 本，有 助 于 实 现 新 自 由 主 义 改 革 所 追 求

的实现“小政府”的 目 标。第 二，有 助 于 打 破 原 来 福 利 国 家 预 设“穷 人 拿

了国家钱就不会好 好 工 作”的 人 性 假 设，最 大 限 度 地 维 护 穷 人 的 尊 严 及

其择业自由。原来的福利国家体制对穷人缺乏基本信任，因此设置了各

种复杂的监督惩 罚 机 制 和 管 控 条 件，这 不 仅 会 导 致 福 利 机 构 官 僚 化，而

且也会让救助对象失去 生 活 尊 严 和 更 多 择 业 自 由。基 本 收 入 保 障 则 是

直接以现金支付来满足穷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可以让社会弱势群体获得

更大的自由。第三，有助于 应 对“第 四 次 工 业 革 命”，作 为 未 来 社 会 全 民

共有阶段的公共必需品，满足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基本社会需求。随着

人工智能和 机 器 人 的 大 量 开 发 和 普 及，大 量 产 业 工 人 将 面 临 群 体 性 失

业，人类生产方式和就业方式也将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如果没有基本收

入保障，将会引发大规模 的 社 会 动 荡。从 长 远 来 看，“无 条 件 基 本 收 入”

制度可谓关乎社会稳定、社会创新乃至政治发展的大计。

（二）日本社会对竹中平藏“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构想的批评

从推行“无条件基 本 收 入”制 度 的 益 处 来 看，竹 中 平 藏 把 推 行“无 条

件基本收入”，作为后新冠疫情时代“日本改造计划”①的六大重要政策提

案之一，具有一定的前瞻 性。当 然，在 日 本 主 张 推 行“无 条 件 基 本 收 入”

制度并非竹中平藏的独创。日本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２０２０年９

月２４日发表的下次众议院选举公约中就有实验性地推行“无条件基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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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竹中平藏曾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及电视节目中阐述其欲推行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

在其２０２０年８月由ＰＨＰ研究所出版的著作《疫情后的“日本改造计划”：通过数字资本主

义成为强者的愿景》（『ポスト コ ロ ナ の「日 本 改 造 計 画」：デ ジ タ ル 資 本 主 義 で 強 者 と な

るビジョン』）第六章中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入”制度的主张。令和新撰组党首山本太郎也一直在提倡日本应该通过

推行现金给付制度摆脱通货紧缩。２０２０年４月，日本政府第一次宣布应

对新冠疫情蔓延的紧急事态宣言后，宣布不设限制向每个国民一律发放

１０万日元现金。２０２１年１月日本政府第二次宣布应对新冠疫情蔓延的

紧急事态宣言后，一 些 经 济 学 者、政 治 家 纷 纷 提 出 政 府 应 该 再 度 不 设 限

制地向每个国民统一发放１０万日元额度的现金等。其实，日本政府的这

种做法，也可以视为一种限时推行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

但是，竹中平藏提 出 在 日 本 推 行“无 条 件 基 本 收 入”制 度，却 遭 到 了

广泛的批判。其原因在于竹中平藏推行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是以

废止现有社会保障制度 为 前 提 的。作 为 一 种 社 会 理 想，“无 条 件 基 本 收

入”制度虽然有各种优 点，但 是 推 行 的 最 大 难 点 在 于“无 条 件 基 本 收 入”

额度的确定与如何确保提供相应的财源。竹中平藏主张，无条件给每个

人每月发放７万日元的最低收入补偿，同时废止现行的国民年金与生活

保护制度。在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竹中平藏作为自小渊内阁以来自

民党政权的智囊，特别是作为现在的菅义伟内阁“成长战略会议”的智囊

核心人物，其提案 被 制 度 化 并 予 以 推 行 的 可 能 性 还 是 很 大 的。因 此，竹

中提案在日本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招致一片反对之声。

竹中平藏倡议的“无 条 件 基 本 收 入”制 度 的 新 自 由 主 义 性 质 已 昭 然

若揭。日本著名媒体人田原 总 一 朗 专 门 撰 文 总 结 了 日 本 各 界 对 竹 中 平

藏的批判态度。例 如，著 名 评 论 家 佐 高 信 在 与 田 原 的 对 谈 中，批 判 竹 中

平藏是“无比危险的弱 肉 強 食 的 新 自 由 主 义 者”。著 名 作 家、数 学 家、茶

之水女子大学教授藤原正彦在《文艺春秋》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号发表文章，批

判竹中平藏是“亡国的改革至上主义者”，他“从小泉内閣至安倍内阁２０

年间一直位于政 权 中 枢，极 尽 巧 言 令 色 之 能 事，作 为 新 自 由 主 义 的 传 道

师误导日本，将日 本 的 财 富 进 贡 给 美 国，是 既 非 学 者 亦 非 政 治 家 也 不 是

实业家的可疑人物”。日本 工 会 总 联 合 会 会 长 神 津 里 季 生、日 本 东 京 工

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岛 岳 志 在《中 央 公 论》发 文，批 判 竹 中 平 藏 是“新 自

由主义者”。田原总一郎还在《周刊朝日》撰文，批判竹中平藏是“经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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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另外，获得大宅壮一纪实奖的佐佐木实，在其著作中将竹中平藏描

写成“日本最危险的男人”。①

不仅日本各界对竹中平藏主张多持批判意见，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

公明党也持反对意见。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在接受田原采访时称，竹

中平藏主张在日本推行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是一种“想要保障基本

收入的想法。公 明 党 对 此 并 不 完 全 赞 同。反 倒 是 应 该 考 虑 如 何 完 善 服

务更重要。现行 的 社 会 保 障 制 度 还 有 不 完 善 之 处。不 断 地 为 国 民 生 活

提供更加必要完 善 的 服 务 是 我 们 的 基 本 想 法。我 认 为，说 什 么‘保 障 你

的收入，至于你如何使用请便’是不负责任的。”②

（三）竹中平藏“无 条 件 基 本 收 入”制 度 构 想 与 现 行 社 会 保 障 体 系 的

冲突

“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虽然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但竹中平藏意

欲在日本推行这一制度的目的却是出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考虑，因而不

得人心。很多对此 持 批 判 意 见 的 日 本 学 者 指 出，在 日 本，每 人 每 月 仅 依

靠７万日元的最低收入补偿难以维持生计，人们不得不去从事不情愿做

的工作。到那时，企 业 也 可 以 大 幅 度 降 低 工 资 待 遇。如 此 一 来，雇 佣 条

件恶劣的底层劳动者队 伍 将 因“无 条 件 基 本 收 入”制 度 的 实 行 与 社 会 保

障的废止而不断扩大，这是人们反对和批评竹中推行“无条件基本收入”

制度构想的真正原 因 所 在。③ 另 外，因 竹 中 平 藏 推 行“无 条 件 基 本 收 入”

制度的构想是以废止日本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为前提的，所以正如日本中

部圈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岛泽谕所指出的，关于“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具体

制度设计尚不明确，无论是竹中的“每人７万日元”方案还是其他提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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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田原総一朗：「竹中平蔵氏に大批判 そ の 異 常 さ を 日 本 は 受 容 で き な い」、『週 刊 朝

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１日。
〔日〕田原総一朗：「公明·山口那津男が『菅首相と安倍前首相』の違いを語る」、『週刊朝

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日〕藤崎剛人：「竹中平蔵の『ベーシックイン カ ム』は な に が 問 題 な の か　議 論 の テ ー

ブルに付く こ と の 危 険 性」、ＹＡＨＯＯ！ＪＡＰＡＮ、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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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解决该制度的财源问题。如果为了确保财源而再度提高消费税、所

得税，无疑会加重 国 民 生 活 负 担，特 别 是 在 职 的 年 轻 一 代 人 的 负 担 会 相

当沉重。本来是 旨 在 救 助 国 民 生 活 的 制 度，结 果 却 本 末 倒 置 了。另 外，

如果废止年金、削减医疗费，或者完全废止社会保险制度，那么受益的只

是那些为公司员 工 缴 纳 保 险 费 的 企 业。如 此，企 业 负 担 的 确 会 是 减 轻，

但企业员工的生活待遇却得不到任何改善。①

当前，尽管日本推 行 新 自 由 主 义 改 革，导 致 非 正 规 雇 佣 劳 动 者 的 大

量增加，造成了贫困化、失业率上升、工会组织作用下降等问题，②对日本

社会产生了诸多深远的负面影响，但毕竟以往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社会

保障制度领域还只是局 部 介 入。现 行 的 社 会 保 障 制 度 虽 然 有 不 完 善 之

处，但在化解新自 由 主 义 改 革 弊 端、维 护 社 会 相 对 稳 定 方 面 还 是 发 挥 了

非常大的作 用。正 如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日 本 研 究 所 王 伟 研 究 员 指 出 的：

“日本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社会保障的再分配

功能，形成了以社 会 保 险 为 主 体、国 家 投 入 为 辅 助 的 社 会 保 障 体 系。以

公共养老金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等社会保险为主要内容，构成日本

社会保障发挥收入再分 配 功 能 的 重 要 途 径。日 本 在 实 现 社 会 保 障 制 度

覆盖全民的前提 下，通 过 缴 费 和 给 付 两 个 环 节 进 行 收 入 再 分 配 调 节；通

过保险制度之间的资金调剂，消除制度之间由于风险不均所造成的财政

负担失衡，促进 收 入 再 分 配 调 节 功 能 的 发 挥。在 收 入 再 分 配 实 践 当 中，

日本促进了代际 间 的 收 入 转 移，加 大 力 度 调 节 不 同 收 入 阶 层 间 的 差 距，

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③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现行社会保障

体系仍然是维系日本社会相对稳定的根本。自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新冠疫情在

日本再度蔓延以 来，因 新 冠 疫 情 而 穷 困 的 人 数 也 必 然 会 进 一 步 增 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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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ベーシックインカム導入議論　所得格差を埋める意義と財源確保の不安」、『週刊ポス

ト』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５·２２日号。

吕守新：《日本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与工 人 阶 级 贫 困 化》，《当 代 世 界 与 社 会 主 义》２０１５年

第６期。

王伟：《日本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再分配的路径与效应分析———以社会保险为中心》，《日 本

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为后疫情时代缩 小 收 入 差 距、避 免 社 会 割 裂 的 政 策，作 为 应 对 智 能 时 代

新的生产生活 方 式 的 政 策，关 于“无 条 件 基 本 收 入”制 度 的 讨 论 不 会 停

止，竹中平藏以废止 现 行 国 民 年 金 与 生 活 保 护 制 度 为 前 提 的“无 条 件 基

本收入”制度构想能否落实，值得关注。

　　三、是否坚持新自由主义成为政党政治理念抉择的焦点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４日诞生的菅义伟自民党新总裁提出了构建“自助、共

助、公助”社会的政治口号，坚持还是摆脱新自由主义成为日本各政党政

治理念抉择的焦点。

（一）新自由主义性质的“自助、共助、公助”政治原则

所谓“自助、共助、公 助”，是 来 自 防 灾 领 域 的 提 法，算 不 上 什 么 新 理

念。作为自然灾害发 生 时 应 该 遵 守 的 基 本 救 助 原 则，人 们 能 够 接 受“自

助、共助、公助”的 救 助 程 序，但 将 其 作 为 普 遍 适 用 于 日 本 社 会 所 有 领 域

中的一般性政治程序来运用时，却未必妥当。从日本的媒体报道和宣传

来看，菅义伟首相作为秋田县的农民之子，经历过在大都市的艰苦打拼，

一步步完成了从寒门子弟到农民工、到蓝领、再到政客的蜕变，最终以７２

岁高龄攀升至日本政治家最高之位，可谓是“自助”成功的典范。由菅义

伟首相提出构建“自助、共助、公助”社会的政治口号，似乎颇具说服力和

励志意义。

但是，在在野党看来，将这种灾害时“自助、共助、公助”的救助程序，

普遍适用于社会所有领域是不可取的，特别是作为一国首相提出这种新

自由主义的政治口号更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强调“自助”往往容易出现

以新自由主义强调的“责 任 自 负”为 理 由 无 限 强 求 人 们 做 自 助 努 力 的 情

况。于是，人们往往 对 陷 入 困 境 者 之 缘 由 不 加 甄 别，而 简 单 地 归 咎 于 本

人缺乏自助努力。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８日，立 宪 民 主 党 党 首 枝 野 幸 男 在 众 议 院 代 表 发 言

中，针对１０月２６日菅义伟首相的施政演说一一进行批判。特别是批评

菅义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的构建“自助、共助、公助”社会的政治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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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立宪民主党的理念是要建设“取代新自由主义的新社会”，立宪民主党

为了守护每个人 的 生 命 与 生 活，不 会 拘 泥 于 短 视 的 效 率 性，而 是 追 求 让

人有幸福感的经济。

（二）日本政界对待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态度变化

在日本，虽然新自 由 主 义 性 质 的 结 构 改 革 一 直 占 据 主 导 地 位，但 对

新自由主义的反省、批判也越来越强烈了，以至于２００６年第一次任首相

时还表示要 坚 定 不 移 地 继 续 推 进 小 泉 未 竟 之 结 构 改 革 的 安 倍 晋 三，于

２０１２年再度谋求执政时也不得不声明自己追求的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

“瑞穗之国的资 本 主 义”。“瑞 穗 之 国 的 资 本 主 义”是 安 倍 创 造 的 词 语。

他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在《文艺春秋》２０１３年１月号上发表代表其政权构

想的文章《面向新国家》时，专 门 围 绕“瑞 穗 之 国 的 资 本 主 义”，以 其 家 乡

美丽的梯田为引子阐述其观点，称：“我一直认为瑞穗之国应该有适合瑞

穗之国的资本主义。重视自由竞争和开放的经济，但同时又不是那种从

华尔街席卷世界的以强欲为原动力的资本主义，要重视道义。作为瑞穗

之国，应该有符合瑞穗之国的市场主义模式。”①“瑞穗”是日本国的美称，

所谓“瑞穗之国的资本主义”亦可理解为日本型的资本主义。但“瑞穗之

国的资本主义”仅仅是安倍的一个政治口号，有名无实。安倍在２０１２年

年底上台后加速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改革政策，实质上依旧是在奉

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２０２０年９月成立的菅义伟内阁，虽然没有明

确承认是在推行什么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但在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政

策上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２０２１年，按照日本的政治日程将要举行众议院大选。针对菅义伟构

建“自助、共助、公助”社会的政治口号，以立宪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为首

的在野党，将是否 坚 持 新 自 由 主 义 作 为 政 党 政 策 理 念 抉 择 的 焦 点，备 战

即将来临的众议院 大 选。针 对 菅 义 伟“自 助、共 助、公 助”的 新 自 由 主 义

性质的政治口号，立 宪 民 主 党 提 出 了 摆 脱 新 自 由 主 义、构 建 相 互 扶 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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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社会理念。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在日本共产党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

志位和夫委员长发表“创造新日本的五个提案”，其中第一个提案就是要

摆脱新自由主义，消 除 差 距，创 造 首 要 援 助 生 活 的 政 治。志 位 和 夫 在 提

案中指出，新型冠 状 病 毒 危 机，使 新 自 由 主 义 的 种 种 弊 端 无 论 在 世 界 还

是在日本均 已 展 现 无 遗，日 本 从 根 本 上 转 换 新 自 由 主 义 路 线 乃 是 当 务

之急。

对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在日本政府内部乃至在最大的执政党自

民党内部亦不乏反对和批判之声，也从未明确成为大选时政党政策理念

抉择的焦点。

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导致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弊端凸显，竹中平藏对日本

社会保障体系的颠覆性改革方案引发各界激烈批判，从网民舆论来看大

有引起全民公愤 之 虞。在 日 本，很 多 人 未 必 知 道 什 么 是 新 自 由 主 义，但

是将“新自由主义竹中平藏＝恶”，以“新自由主义”“竹中平藏”“恶”三者

简单地联系起来进行批评。鉴于此，虽然立宪民主党等在野党的民调支

持率依旧很低，但在野党成功地将是否应该继续坚持推进新自由主义明

确列为２０２１年众议院大选政党政策理念争议焦点，在这种情况下，其对

日本政局变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值得关注。

　　四、结语

　　本文对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日本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改革

的一些新动向，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解析。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对日本

农业、教育乃至学界的负面影响都非常大，很多政治家、社会学 家、经 济

学家更是将其视为造成日本社会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但是，日本政府

为何多年来一直坚持推行新自由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其原因也许并非

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值得今后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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