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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中国主要经济指标下行，社会和市场上出现了将当前的中国经济与 1990

年代的日本进行类比的分析，以及对中国经济“日本化”的担忧，辜朝明提

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一时成为显学，被认为对当前的中国经济有较

强的解释力。 

我们认为，虽然此时的中国与彼时的日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刻舟求剑

式的强行对照并不可取，中国的当下绝不是日本的 90 年代，日本的昨天不是

中国的明天，中国的市场规模更大、人口数量红利转向素质红利、城镇化进

程还有较大空间，中国经济有更大的潜力、更强的韧性与更广阔的回旋余地，

最关键的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有着热切向往。 

对于资产负债表衰退，我们认为其理论本身存在重大缺陷，而且并不适用于

当前的中国，本文将从经济理论、经济形势、政策建议三方面进行阐释。 

一、资产负债表衰退在理论上存在哪些不足？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浅显易懂，尤其是揭示了市场主体的微观行为机制，

同时借助日本经济起落这一热点话题广为传播，在公众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但该理论也存在明显不足，导致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同样是研究

美国大萧条与日本大衰退，伯南克获得了 202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金融加

速器模型至今仍被学术界广泛使用。在 2023年6月的 RePEc/IDEAS全球前 10%

经济学家排行榜中，伯南克位居第 32 位，而辜朝明却未能上榜。不同于一般

大众对故事性的热衷，学术界在专业性上有着更高要求，这是导致辜朝明在

二者中知名度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 

首先，经济活动最终都会体现为资产负债表的变化，资产负债表是记录经济

活动结果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是一种结果，以结果作为原因是该理论最大的

弊端。其次，资产负债表衰退违背了经济理论的一致性原则。辜朝明把经济

周期的上行和下行阶段相割裂，认为企业将分别以利润最大化和负债最小化

为目标。再次，资产负债表衰退不满足经济理论的普适性原则。资产负债表

严重受损属于强假设，并非经济下行的必要条件；即使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

表保持健康，经济也完全可能出现衰退风险。资产负债表衰退更像是一个极

端情境下的案例，对学界的吸引力自然有限。 

二、当前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受到热捧，有两个客观原因。其一，

过去几年中，部分群体的资产负债表确实受到了严重冲击；其二，中国经济

似乎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迹象。当前居民和企业信贷需求不足，居民购

房意愿低迷且出现提前还贷现象，1-5 月民间投资负增长。 

但仅凭上面两点仍不足以得出中国经济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结论。不同于

日本1990年代初巨大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近乎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严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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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当前中国并未出现相似情况。随着疫情消退、各方协力“保交楼”，相关

群体的资产负债表在逐步修复。当前微观主体面临的问题更多是总需求不足

导致的收入增速放缓，即现金流量表方面的冲击。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国

内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分别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119.09%和 100.66%，反映

出居民消费意愿仍然强烈，但消费能力受到了收入的限制，与日本“低欲望

社会”截然不同。 

私人部门信贷需求不足也并非微观主体追求债务最小化，而是源于实际利率

偏高、信贷约束与预期低迷。第一，当前实际利率仍处相对高位，抑制了居

民和企业的借贷意愿。实际利率（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GDP 平

减指数当季同比）从 2021 年四季度的-0.5%升至 2023 年一季度的 3.4%。第二，

即使私人部门存在信贷需求，也会因为诸多约束而无法满足。例如，一线城

市的限购限贷政策限制了部分居民的合理房贷需求，商业银行在放贷时更偏

向于国有企业，民企和小微企业贷款要求提供充足的抵押品等。第三，总需

求不足背景下，居民预期未来收入增速放缓，企业预期新建项目资产回报率

下降，叠加期房烂尾、中美贸易摩擦、教培等部分行业受监管政策冲击等因

素对居民和企业信心的影响，削弱了私人部门的信贷需求。 

三、货币政策与结构性改革真的无效吗？ 

辜朝明在 2023 年 6 月的一次演讲中建议：“（中国）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货币政

策上，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结构性改革上，而是应该将所有精力都放在财政刺

激上以保持经济的运转。” 

上述政策建议未免过于绝对，失之偏颇。一方面，中日两国的经济基本面与

政策空间均不相同，不能照搬日本的政策方案。结构性改革着眼长远、见效

时间长，短期内对稳增长的应急作用有限，但是假以时日可以发挥出更大效

果，比如消费问题，仅凭刺激政策效果有限，长期要靠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改善等。另一方面，即使对

于日本来说，这一政策方案也难言正确。伯南克等经济学家便认为，日本“失

去的三十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日本政府未能果断且持续地实施宽松货

币政策，而美联储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实施的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被

证实取得了良好效果。我们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结构性改革完全可

以同步实施，协调配合，要平衡好短期应急和中长期改革。 

 

风险提示：经济下行压力超预期、稳增长政策超预期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3 / 11 

  

目  录 

一、资产负债表衰退在理论上存在哪些不足？ .......................................................................................................4 

二、当前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 ....................................................................................................6 

三、货币政策与结构性改革真的无效吗？ ..............................................................................................................8 

 

图表目录 

图表 1： RePEc/IDEAS 全球前 10%经济学家排行榜中，伯南克位居第 32 位 .....................................................5 

图表 2： 2021 年下半年以来，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快速下滑 .............................................................................6 

图表 3： 1-5 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0.1%.................................................................................6 

图表 4： “五一”假期数据显示，居民的消费意愿仍旺，但消费能力受限 .....................................................7 

图表 5： 当前实际利率仍然偏高 ....................................................................................................................8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4 / 11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追赶型经济体，一方面要学习先发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另一方

面也要吸取它们的失败教训，通俗来说，就是“摸着它们过河”。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

本，便是极好的研究案例，既有二战后经济腾飞的“日本奇迹”，又在“日本第一”“日

本可以说不”的巅峰时刻轰然崩塌，在泡沫破灭后沉沦于“失去的三十年”和“低欲望

社会”。 

社会和市场上出现了将当前的中国经济与 1990 年代的日本进行类比的分析。诚然，

此时的中国与彼时的日本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例如都是外向型经济、房地产在经济

金融中占比较高、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受到美国在贸易科技领域的打压等。但刻舟求

剑式的强行对照并不可取，中国的当下绝不是日本的 90 年代，日本的昨天不是中国的明

天，中国经济有着更大的潜力、更强的韧性与更广阔的回旋余地。例如，中国拥有巨大

的国内市场、经济纵深空间大，城镇化进程还有较大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去

杠杆极大地化解了经济金融的风险点，在外部打压下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主自强，最

关键的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有着热切向往。 

当前中国经济遭遇暂时的逆风：生产、消费、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制造业投资、出

口等主要经济指标纷纷下行，CPI 和 PPI 持续低迷，6 月制造业 PMI 连续第三个月处于收

缩区间，青年失业率持续创新高，反映出经济面临宏观上的总需求不足、微观上的市场

主体信心不振等问题。这再度引发了社会对中国经济“日本化”的担忧，辜朝明提出的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一时成为显学，被认为对当前的中国经济有较强的解释力。 

对于资产负债表衰退，我们认为其理论本身存在重大缺陷，而且并不适用于当前的

中国，本文将从经济理论、经济形势、政策建议三方面进行阐释。 

一、资产负债表衰退在理论上存在哪些不足？ 

辜朝明对日本经济有着独特视角与深刻理解，并由此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

念。他将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归因于资产负债表衰退，认为 1990 年代初的泡沫破灭导

致企业资产负债表失衡，企业负债严重超过资产，陷入了技术性破产的窘境。在这种情

况下，企业将其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在停止借贷的同时，将所有

可用现金流都用于债务偿还，不遗余力地修复受损的资产负债表。由此出现了即便银行

愿意继续发放贷款，也找不到借贷方的异常现象。 

辜朝明随后将“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一般化和体系化，他将经济周期分为“阴阳”

两个阶段：当经济周期处于“阳”态阶段时，企业资产负债表健全，将利润最大化作为

经营目标，利率正常，存在通货膨胀倾向，这时政府可以有效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调

控经济，而财政政策工具由于会产生挤出效应则应该尽量避免运用；然而当经济周期处

于“阴”态阶段时，企业资产负债表失衡，出现资不抵债现象，企业大规模转向负债最

小化模式，将经济拖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之中，此时利率降至极低点，通货紧缩现象发生，

货币政策完全失灵，政府必须大胆使用财政政策工具来刺激经济复苏。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浅显易懂，尤其是揭示了市场主体的微观行为机制，同时

借助日本经济起落这一热点话题广为传播，在公众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但该理论也存

在明显不足，导致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同样是研究美国大萧条与日本大衰退，

伯南克获得了 202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金融加速器模型至今仍被学术界广泛使用。在

2023 年 6 月的 RePEc/IDEAS 全球前 10%经济学家排行榜中，伯南克位居第 32 位，而辜朝

明却未能上榜。不同于一般大众对故事性的热衷，学术界在专业性上有着更高要求，这

是导致辜朝明在二者中知名度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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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RePEc/IDEAS全球前 10%经济学家排行榜中，伯南克位居第 32 位 

 

资料来源：https://ideas.repec.org/top/top.person.all.html、粤开证券研究院 

 

首先，经济活动最终都会体现为资产负债表的变化，资产负债表是记录经济活动结

果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是一种结果，以结果作为原因是该理论最大的弊端。资产负债表

记录了微观主体行为和处境的最终结果，在任何经济下行期中，必然伴随着居民和企业

资产负债表的恶化。若照此来看，所有经济衰退都能被叫做“资产负债表衰退”，“这次

不一样”变成了“每次都一样”。要区分经济冲击幅度大、持续时间长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与暂时性的资产负债表受损。 

其次，资产负债表衰退违背了经济理论的一致性原则。辜朝明把经济周期的上行和

下行阶段相割裂，认为企业将分别以利润最大化和负债最小化为目标。然而经济学讲究

微观主体行为的内在一致性，如果微观主体的行为逻辑不一致，那么就无法根据外部环

境和约束条件的变化来合理推测其未来动向，经济预测和政策建议也将化为一滩泡影。

没有一致性原则的约束，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也将五花八门、无法判断优劣，结果便是陷

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事后诸葛亮，事前猪一样”的怪圈。 

再次，资产负债表衰退不满足经济理论的普适性原则。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属于强

假设，并非经济下行的必要条件；即使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保持健康，经济也完全可

能出现衰退风险。根据传统的主流经济理论，当居民预期未来收入增速放缓，便会削减

当前的消费支出，增加预防性储蓄；当企业预期新建项目的资产回报率下降，也会暂缓

产能扩张，降低投资规模；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减少导致总需求下降，造成合成谬误和

节俭悖论，经济下滑、失业上升、通货紧缩，又进一步恶化居民和企业的预期和信心。

传统经济理论更具普适性，适用范围更广、解释力更强，资产负债表衰退更像是一个极

端情境下的案例，对学界的吸引力自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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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中国经济是否出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受到热捧，有两个客观原因。 

其一，过去几年中，部分群体的资产负债表确实受到了严重冲击。例如，疫情对那

些“手停口停”的中低收入人群造成了巨大伤害，部分楼盘期房烂尾导致那些购房家庭

蒙受重大损失，部分地方政府运动式、一刀切的行政措施也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其二，中国经济似乎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迹象。当前居民和企业信贷需求不足，

居民购房意愿低迷且出现提前还贷现象，1-5 月民间投资负增长，似乎反映出经济落入

“流动性陷阱”，印证了辜朝明的理论。 

图表2：2021 年下半年以来，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快速下滑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3：1-5 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0.1%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2021 年为两年平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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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凭上面两点仍不足以得出中国经济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结论。不同于日本

1990 年代初巨大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近乎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当前中国并

未出现相似情况。随着疫情消退、各方协力“保交楼”，相关群体的资产负债表在逐步修

复。当前微观主体面临的问题更多是总需求不足导致的收入增速放缓，即现金流量表方

面的冲击。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分别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119.09%和 100.66%，反映出居民消费意愿仍然强烈，但消费能力受到了收入的限制，与

日本“低欲望社会”截然不同。 

图表4：“五一”假期数据显示，居民的消费意愿仍旺，但消费能力受限 

 

资料来源：文化和旅游部、粤开证券研究院 

 

私人部门信贷需求不足也并非微观主体追求债务最小化，而是源于实际利率偏高、

信贷约束与预期低迷。第一，虽然当前政策利率与贷款利率处于历史低位，反映了货币

政策和金融体系对于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但实际利率仍处相对高位，抑制了居民和企

业的借贷意愿。实际利率（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GDP 平减指数当季同比）

从 2021 年四季度的-0.5%升至 2023 年一季度的 3.4%。第二，即使私人部门存在信贷需

求，也会因为诸多约束而无法满足。例如，一线城市的限购限贷政策限制了部分居民的

合理房贷需求，商业银行在放贷时更偏向于国有企业，民企和小微企业贷款要求提供充

足的抵押品等。第三，总需求不足背景下，居民预期未来收入增速放缓，企业预期新建

项目资产回报率下降，叠加期房烂尾、中美贸易摩擦、教培等部分行业受监管政策冲击

等因素对居民和企业信心的影响，削弱了私人部门的信贷需求。因此，货币政策仍有发

挥空间，进一步降准降息，压低实际利率，消除不合理的信贷约束，畅通货币政策传导

渠道，刺激消费和投资，都能极大地改善当前经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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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当前实际利率仍然偏高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三、货币政策与结构性改革真的无效吗？ 

辜朝明在 2023 年 6 月的一次演讲中建议：“（中国）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货币政策上，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结构性改革上，而是应该将所有精力都放在财政刺激上以保持经济的

运转。” 

上述政策建议未免过于绝对，失之偏颇。一方面，中日两国的经济基本面与政策空

间均不相同，不能照搬日本的政策方案。结构性改革着眼长远、见效时间长，短期内对

稳增长的应急作用有限，但是假以时日可以发挥出更大效果，比如消费问题，仅凭刺激

政策效果有限，长期要靠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高质量产品和服

务供给改善等。另一方面，即使对于日本来说，这一政策方案也难言正确。伯南克等经

济学家便认为，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日本政府未能果断且持续

地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而美联储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实施的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

被证实取得了良好效果。 

我们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结构性改革完全可以同步实施，协调配合，要平

衡好短期应急和中长期改革。 

首先，我们同意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作用。我们也持续呼吁

财政政策加大力度稳增长：一是新增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缓解项目资本金不足问题，

撬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为稳增长项目政策落地提供有力支撑。二是加

快今年新增专项债额度的发行进度，同时尽快动用专项债结存限额空间，剩余空间超过

1 万亿元。三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提前建设十四五期间的重大项目工程，扩大总需求，

稳定信心和预期；同时将腾出的财力给中低收入人群发放补贴尤其是提高农村地区的养

老金，促进消费或提高抗风险能力，保民生、稳增长。四是发放消费券，中央和地方分

地区按比例分配，既能减轻地方政府负担，又能调动其积极性，最终提振全国居民消费。

五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避免系统性风险导致区域经济受到重大负面冲击，为

稳增长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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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货币政策仍有发挥空间，一方面提振私人部门信贷需求，降低实体融资成本

与债务负担，另一方面配合财政政策的实施。总量政策方面，当前商业银行的加权平均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 7.6%，1 年期 MLF 利率为 2.65%，都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有助于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信贷合理增长、节奏平稳，推动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成本稳

中有降。结构性政策方面，当前仍有不少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使用规模偏低，例如截至

2023 年一季度，收费公路贷款支持工具、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第二期）、房企纾困

专项再贷款、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等的使用量均为 0。要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引导

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促进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普惠金融、

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最后，坚持改革开放，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合理制度性因素，提高经济潜在增

长率。例如，逐步放开户籍制度限制，地随人走、土地分配向人口流入地区倾斜，房地

产的租售同权，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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