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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竞争”

是日本失去 30 年

的根本原因。

“银色民主”下的老少对立

上月，旅美日籍学者成田悠辅在《纽约时报》

称，日本老人应集体自杀，才可能解决老龄化问题。

成田的上述表述，在日本国内引起一片骂声，但却

获得大量日本 Z 世代的支持。成田发言一贯以过激

著称，但他的发言却揭示了日本社会中老人与 Z 世

代的严重对立。

有人认为，今天日本社会的资源向老年倾斜，

严重阻碍了年轻一代的发展，即高龄者占用大量社

会资源，导致年轻一代无法享受更好的教育，无法

组成家庭，更无法养育后代。笔者也曾接触过这样

的年轻人，他们对老人满怀刻骨仇恨，这让笔者震惊。

今天的Z世代，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可投票选举，

但总数却少于 65 岁以上养老金领取者，他们无法

用选票改变社会财富分配。在现代民主国家，老年

人口人数众多，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选票，让任何

政党都无法小觑他们。这就是所谓“银色民主”。

今天，日本人口在变老。同时，孩子即使生出

来，也养不好。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在2018年，

每7名日本儿童中，就有1名是贫困儿童。2021年，

岸田文雄当了首相。他感到日本社会问题是贫富差

距加大，因此他反复强调“分配”的重要性。在政

权建立初始，岸田号召企业要给员工增发工资，但

响应者寥寥。

日本经济其实很困窘，最明显的问题是消费不

振。老人不敢消费，或没钱消费。现在，疫情还未

结束，但日本政府急于提振消费，迅速开放外国观

光签证。疫情前，日本政府计划要在 2030 年让访

日游客增至每年 6000 万。2019 年，日本游客几达

3000 万。现在，大量外国观光客开始回流。我每天

上班下班都路经涩谷“八公犬”。这里历经了 3 年

多的寂静，现在热闹又回来了。来自亚洲及欧美的

游客“到此一游”，熙熙攘攘。

但问题似乎不是这样简单。成田悠辅不懂的是，

日本的问题不是老人太多，消耗资源，而是日本丧

失了竞争优势，丧失了核心技术。

日本技术到哪里去了？ 2011 年 12 月，日本作

家村上龙曾在其随笔中写道，日本的高速增长在

70 年代某处终结，而日本社会的成熟则在 80 年代

某处几乎完全实现。他说，“从文化上看，此后的

日本没有任何变化”。从那以来，时间又过去 10

余年，日本仍然故我，没有改变。所以有人说，现

代日本历史，已终结于上世纪 80 年代。

的确，上世纪 80 年代后，日本又走过“岁月

静好”的平成时代（1989—2019），今天，已是日

本的令和 5 年，但一切依旧。日本这样一个经济大

国，为何不得不依靠观光业提振经济？

其实，日本经济曾经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日本

却失败了。我们知道，日本曾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半

导体产业，但今天那个强大的半导体产业却寻无踪

影。今天，美国以经济安全保障为名拉日本围堵中

国，切断中国产业链。但有日本媒体站出来揭露，

当年日本半导体产业，就是被美国政府以威胁到国

家安保为名活活整死。今天美国拉日本整中国，与

当年美国拉韩国围堵日本并无二致。

成田悠辅是对的吗？今天养老金领取者，

其实很多人都是当年日本的“企业战士”。他

们曾创造了日本经济辉煌，他们本可让日本经

济做得更大、更强，但他们的技术、日本的产

业却在政治打压下败退。

上一代日本人并非无能，而是他们撞到全球竞

争的天花板。“不许竞争”是日本失去 30 年的根

本原因。有一日本评论家感叹道：遇到打压，有的

国家要奋起抗争，而上世纪 80 年代那些日本政治

家、官僚，却葬送了日本的大好时机。

日本的问题不是老人太多，消耗资源，而是日本丧失了竞争优势，丧失了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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