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公布2010年经济数据，GDP比中国差4050亿美元

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美国《华尔街日报》：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中国人均GDP比日本差近10倍，“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日本内阁府昨日公布了2010年第四季度以及全年的经济数据，日本2010年GDP为5.474万亿美元，中国GDP为5.879

万亿美元，中国首次在全年的基础上超越日本，两国GDP相差约4050亿美元。日本政府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第四
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初值与第三季度相比下降了0.3%，换算成年率为下跌了1.1%，第三季度修正值为增长3.3%。
日本经济出现5个季度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主要原因是出口放缓和政府刺激方案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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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底
中国GDP增加16.8%，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
——2006年
中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世

界第四大经济体。
——2007年
中国GDP数值增幅为13%，一举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

经济体。

中方声音
冷静客观看待中国经济世界位次

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之一，但不是唯一指标。中
国经济快速发展、世界位次不断提升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但同时更
要看到，中国经济的差距和不足，看到百姓生活水平仍待提高，看到实
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漫长。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不但只有日本的 1/10，甚
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日本的发展，比如城乡之间、经济社会
之间的发展比较平衡，而我们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差距很大。”北京大
学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志洲表示。

相对于GDP总量，人均GDP能更好地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数据，中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在第
100位左右。按照每人每天1美元收入的联合国标准，中国仍有1.5亿贫
困人口。

尽管中国经济的世界位次不断上升，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
属性没有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隐藏在GDP背后的问题，发人深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发
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
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
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
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
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
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
然较多。

差距和问题提醒我们要客
观冷静。但同时也应看到，中
国的未来发展还有巨大的潜
力，我们完全有条件推动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
新台阶。 据新华社电

日方态度
日本高官对中国经济发展表示欢迎

日本经济财政大臣与谢野馨 14日在此间对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表
示“欢迎”，认为这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与谢野馨当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国在 2010年名义GDP上超过
日本的消息时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对邻国日本来说是好事。 据新华社电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中日人均GDP还相差近10倍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14日上午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就中

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消息表示：“邻国经济的大发
展是很值得欢迎的事。重要的是，我们要借助于近邻的经济发展，让我们
的下一代也过上现在这样富裕的生活。”

枝野同时称，“以国家为单位来说，中日两国的GDP出现了逆转，但
是按每一个人的平均值来说，两国还相差近10倍，日本的人均GDP还是
很高的”。他还表示，日本政府将全力推进新成长战略，让日本经济能保
持持续稳定的发展。

日本经济学家：中国想要实现反超现实上较为困难
日本野村证券金融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木内登英 14 日表示：

“虽然日本的名义GDP已被中国超越，但也只是形式上的，中国想要实现
反超现实上较为困难。”他还指出，日本今后的目标应当是提高人均GDP，
在“质”的方面成为富裕国家。 据2月14日《环球时报》王欢

当2011年1月份中国公布2010年第四季度经济数据时，各大外媒包括日本主流媒
体已经承认，2010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已成定局。

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经济收缩的主要原因是，约占GDP中60%的个人消费减少，
尤其是去年 9月对环保车辆的补助告终使轿车的销售量下降，给个人消费带来了巨大
的打击。BBC的报道称，日本在 1968年超过当时的西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维持
了42年的地位现在让中国超越。

美国媒体昨日的报道称，这一数据证实了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强调了
作为日本邻居的中国是日本经济增长的源泉，也突出了中国不断上升的经济地位。考
虑到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拉动日本的出口，预计日本经济的季度收缩只是暂
时的。美国其他媒体对 14位经济学家的调查预计，2011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将反弹
0.6%，到2011年结束时将增长1.9%。

美国《华尔街日报》用“一个时代的结束”来形容这一历史性时刻，文章表示：“1968
年日本超过当时的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那以后的数十年一直不曾动摇。此
次新排名标志着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和日本分别开始崛起和衰落。”

●外媒
板上钉钉的事，日本复苏要靠中国

另一方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掌握的
数据，日本正陷入1875年以来最严峻的债务危机，
2009年日本的公共债务与名义GDP的比例已高达
217%。日本经济财政大臣与谢野馨表示：“日本正
面临一场噩梦。”财务大臣野田佳彦则表示：“一旦
日本出现财政破绽，随之而来的危机和负担，将让
日本国民哭都来不及。”

日本财务省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日本的国家债务余额已高达 919
万亿日元，超过GDP的两倍，比去年 9月公布的数
据增加约 10万亿日元，日本国民的人均债务负担
已增至721万日元。预计2012年日本的债务将达
GDP的232%。

●数据分析
日本债务超过GDP两倍

中国社科院资深经济专家徐逢贤昨日说，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出口量减少，这极大地
影响了其经济复苏的速度。整体上，日本经济还处在不稳定状态。徐逢贤补充道：“我
们应该冷静看待这一新头衔，因为地位的上升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外交、国际贸易和国际
会议上，将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专家
中国专家：要冷静看待这一新头衔

日本专家：期待中国进口带动日本复苏
日本神户大学石原享一教授表示，以中国等亚洲地区为主要目的地的出口能够极

大地帮助日本稳定复苏。日本与中国通过在环境技术、企业文化、人才培养等领域上的
合作，可以开辟出一条东亚地区间的相互融合和安定发展的道路。

他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有三点：劳动力丰富，而且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政府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经济不断市场化、国际化，尤其是外资企业进驻中国。

据2月14日《法制晚报》A29版 尹晓琳

中日经济有哪些差距？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今年年初在新闻

发布会上曾呼吁冷静看待中国经济总量赶超
日本。他表示：“按照各个国际经济组织人均
GDP的排序，中国排在100位以后。我们要
冷静客观地对待这个现实。”

“日本在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都值得中国
借鉴学习。”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表示，
日本对教育平等的重视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日本的法律规定全国的学校设备和师资要尽
可能统一，东京最好的小学人均经费不能超
过最偏远山区小学人均经费的2倍。此外，
日本还规定老师不能在同一个学校任职5年
以上，使得好的师资在各地流动，这样就不可
能形成重点学校；而且学校在教育中特别重
视学生之间的平等，任何儿童都会觉得不管
自己出身如何，都有机会在这样的教育体制
下，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此外，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表示，在部
分国家，中国人普遍被认为是“不理性花钱的
人”、“只要拿钱可以不讲道理的人”，百姓们
应用钱去做真正对生活、健康有利的事情，而
不仅仅是炫耀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