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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观点 

       联合评级决定维持日本国（以下简称“日本”）长

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 AAi -，评级展望上调为稳定。 

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及其执政盟友公明党在 2017 年

10 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获胜，从而继续在众参两院保持绝

对多数席位，安倍获连任，政治不确定性改善。由于在

野党缺乏竞争力，安倍政府有望继续连任至 2021 年，继

续推行结构性改革，政策连续性得以维持。受益于国际

贸易环境转好，日本出口改善带动经济出现回暖；银行

业总体表现依然稳健，超宽松负利率政策对银行业利润

水平形成一定侵蚀；财政改革得以继续推进，但由于改

革成效尚未显现，传统货币政策手段失灵，依赖财政刺

激经济的方式令财政持续承压，政府债务在高位继续上

行。较高的经常项目顺差持续，外债规模虽有上升，但

庞大的海外资产和充足的外汇储备为外债偿付提供了有

力保障。综上所述，日本政府本、外币偿债能力仍维持

稳定，主权信用风险很低。 

主权评级 

Sovereign 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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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调整理由 

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公明党执政联盟继续

保持两院绝对多数议席，安倍连任，修宪进

程或加快；中期内尽管“一家独大”政治版

图受挑战，但安倍内阁仍具备执政优势，将

继续推动其经济及改革目标 

2017 年 10 月 22 日，日本提前举行众议

院大选。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

及其执政盟友公明党在众参两院赢得超过三

分之二议席，安倍晋三连任日本首相。由于

2017 年 3 月自民党党大会正式决定修改党章，

将党总裁任期由“连任 2 届 6 年”延长至

“连任 3 届 9 年”；现任安倍晋三将有望打

街 2 号 PICC 大厦 12 层 

http://www.unitedrating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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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党总裁不能连任超过两届的规定，长期执

政至 2021 年。而在野党方面，由于原最大反

对党民进党的瓦解，从其分裂出的两个政党：

立宪民主党获得 55 席，成为最大在野党；而

选前一度呼声很高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领导的希望之党仅获 50 个议席，在野党内部

分裂使其力量更为削弱，较难与执政党抗衡。 

由于本次选举中执政联盟延续在两院三

分之二绝对多数席位优势，加上希望之党等

部分保守政党此前对修宪持积极态度，已满

足发动修宪动议，安倍或加快修宪进程。其

核心是修改内容为“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

的宪法第九条，解禁集体自卫权。但另一方

面，推动修宪仍面临不确定因素。一是，修

宪阵营内部对具体条款的修改仍存在分歧；

即使执政联盟及盟友内部达成一致，能否通

过还要看全民公投结果，民意走向仍是决定

因素。2017 年以来，由于安倍晋三被指为好

友的加计学园办学“开绿灯”等问题，对执

政的自民党问责声加剧，民调支持率一度下

滑至 2012 年安倍第二次当选以来的最低。同

时 2017 年 7 月 3 日，在日本东京都议会选举

中，自民党仅获得 127 个议席中的 23 席，遭

遇惨败。 

而在此次众议院选举中，尽管执政党大

获全胜，但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却仍低迷。

2017 年 10 月底最新民调显示，安倍内阁支持

率仅为 39%，再次低于不支持率。说明安倍及

执政党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野党内

部的分裂。在比例代表投票中希望之党和立

宪民主党所获总票数已超过自民党，说明安

倍政权“一家独大”的政治版图受到挑战。 

从目前日本政局看，由于在自民党内缺

乏对手以及在野党竞争乏力，安倍在自民党

2018 年党内选举及预计于 2019 年举行的参议

院选举中延续优势，保证政策连续性。因此，

短期内预计日本政府仍将以恢复经济为目标，

继续推进“安倍经济学”，包括继续实施货

币宽松政策，加大财政刺激政策力度，在劳

动力市场、农业和公司治理等领域寻求结构

性改革等。 

日本将延续保守化外交政策，加强与地

区各国经贸联系 

在对外关系方面，日本将延续当前保守

化的政策方向。日本与韩国就历史遗留问题

部分达成协议，为双边关系部分扫除障碍，

日韩有望在安全领域有更多合作。日本将与

地区各国加强经贸联系，2017 年中日韩自贸

区谈判第 11 轮在中国举行，取得了一定进展。

此外，“新安保法案”通过后，日本与美国

的安全同盟关系进一步巩固，日本将在海外

军事活动中对美国提供更大的支持。其次，

围绕钓鱼岛领土争端、历史问题等领域，日

本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会明显好转，但

进一步大幅恶化的可能也较低。 

经济出现回暖迹象，但中长期内仍面临

增长乏力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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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日本 GDP 增长 1.0%，与上年

1.1%增速几乎持平。受工资上涨缓慢、2014

年以来消费税率上调等影响，占 GDP 比重 56%

的居民消费虽然两年来首次摆脱负增长，但

也仅增长 0.3%，消费低迷的情况无实质改观。

企业投资虽有改善，但政府支出方面，“安

倍经济学”遭遇瓶颈，2016 年日本国家税收

6 年来首次出现下跌，财政支出自由度降低，

导致政府支出增速由上年的 1.7%下滑至 1.5%。

同时大宗商品价格低位徘徊，净出口对经济

的拉动效应持续增强。在超宽松货币政策下，

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日本 2016 年 CPI 负增

长 0.1%。 

进入 2017 年，借助外部对机械、汽车及

制造业产品需求增加，以及赴日游客人数增

长，日本商品及服务出口年同比增长 6.1%，

成为拉动 GDP 增长的最大因素。预计 2017 年

日本实际 GDP 增长预计为 1.5%，较 2016 年小

幅上升 0.5 个百分点。随着经济出现回暖迹

象，CPI 也将小幅上升至 0.7%。但中长期内，

大宗商品价格反弹乏力，以及日元避险作用

推动其升值，这些因素决定了短期内通胀无

法达到日本央行设定的 2.0%的目标。 

中长期内，日本经济增长的脆弱性犹存。

全球经济难以在短时间内有大幅提振，日元

兑美元升值压力未消，或进一步削弱日本的

出口竞争力。推延至 2019 年实施的消费税第

二轮调整也会给居民消费带来不利影响，对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带来的经济利好形成拖累。

从中长期看，受制于人口老龄化、僵化的劳

动力市场、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日本

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仍呈下降趋势。结构化改

革的力度和成效将成为提振日本经济增长动

力的关键因素。 

银行业总体表现稳健，超宽松负利率政

策对银行业利润水平形成侵蚀 

总体而言，日本银行业表现较为稳健，

资产质量较好，2016 年 9 月不良贷款率 1.4%，

且呈下降趋势。2016-2017 全球竞争力报告中，

日本在参评的 138 个经济体中，“金融市场

发展”排名 17，“银行业稳健性”排名 29。 

但另一方面，银行业盈利状况在日本央

行超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承压。因此，在

2016 年 9 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日本央行未

如市场预期下调当前负利率水平，而是将刺

激政策转向利用收益率曲线控制调节短端与

长端利率，继续购买国债直至 10 年期国债收

益率保持在零附近。尽管日本央行采取的超

宽松货币政策方向有利于刺激经济，推动其

通胀目标的实现，但其不断侵蚀银行业利差，

对其盈利水平的拖累也是显而易见的。负利

率政策环境对国内主要大型银行的影响相对

较小，由于其对国内信贷利润的依赖程度较

低；对比而言地区性银行面临的利润风险更

为敏感。 

图 1：日本宏观经济情况 

 
数据来源：联合评级主权数据库；2017 年数据为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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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企的财政赤字有所改善，但中期内依

赖财政刺激经济及财政增收效果有限导致赤

字或再次攀升 

2016 财年，日本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约

5.2%，较上财年小幅下降；初级财政赤字率

约为 4.8%，与上财年持平。近年来日本高企

的财政赤字经历了持续下降过程。安倍政府

在 2014 年上调消费税率，2015 年开始出售部

分政府资产（如 11%的日本邮政股份等）等措

施，均对赤字率收敛发挥了一定作用。日本

一直将 2020 年度实现初级财政收支盈余作为

国际承诺。为达成上述目标，将 2018 年度之

前定位为“集中改革时期”。核心是削减财

政支出，包括减少被认为每年将增加 1 万亿

日元的社会保障费等。 

但目前，安倍政府结构性改革成果尚未

显现，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调节效果不佳，

财政刺激仍是日本政府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

手段。包括 2017 年财政预算中支出创纪录的

“发放性奖学金”以及教育领域的一系列支

出；以及顾忌居民消费，二次调高消费税计

划一再推迟等。另外，日本老龄化问题带来

的劳动人口持续缩减，客观上也导致养老福

利支出持续上升。这些均将加大日本财政风

险。未来 2-3 年，尽管将控制支出规模，但

预计日本政府实行特定财政刺激政策的方向

将持续，而税收等结构性改革成效的显现将

仍是较长的过程，日元升值压力犹存导致出

口企业利润受到挤压，企业税或将进一步下

滑，财政赤字及初级财政赤字或将再次攀升

至 5%左右的水平。 

持续财政赤字、人口老龄化及财政刺激

政策持续推升政府债务负担 

日本政府负债率将继续维持在高位，

2016 年日本各级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为

233.7%，在全球范围内属于极高水平。人口

老龄化及安倍政府实施的财政刺激计划将导

致社会保障和财政开支大幅增加，而政府财

政资源有限，二者是导致日本政府债务持续

攀升的重要原因。由于日本债务近 90%为以国

债为主的本币债务，国外持有率仅在 10%左右，

短期内遭遇抛售引发债务风险的可能性极小。

因此，虽然债务负担加重，但短期内日本本

币偿债能力仍维持稳定。 

较高的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将保持稳定 

2016 年，受益于较低的国际油价以及日

图 2：日本财政平衡状况 

 
数据来源：联合评级主权数据库；2017 年数据为预测值 

 

图 3：日本各级政府公共债务情况 （%） 

 
数据来源：联合评级主权数据库；2017 年数据为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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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走强，日本进口额有较大幅度下降，而出

口在国际贸易环境转好的背景下继续回升，

拉动贸易顺差规模扩大。经常项目顺差与 GDP

的比率扩大至 3.8%，处于较高水平。短期内，

国际油价仍将处于低位，加上日本部分核电

站重新启动后减少能源进口，对外贸易将恢

复顺差状态。预计 2017 年经常项目余额占

GDP 比重将继续上升至 4.0%。 

近年来,因日本政府放宽签证限制以及扩

大消费税免税制度等原因，叠加 2020 年东京

奥运会等利好，赴日游客增幅较大，旅游业

带动服务业逆差逐年缩小，逐步转为顺差。

而一级账户方面，由于日本庞大的海外直接

和资本投资，将继续维持大幅顺差。因此，

日本经常项目将在中期内维持稳定顺差。 

外债规模上升，但庞大的海外资产和充

足的外汇储备为外债偿付提供了有力保障 

根据央行数据，2016 年，日本总外债规

模约 3.6 万亿美元，占 GDP 比重为 74.3%，较

上年上升 7.1 个百分点，外债总负担有所增

加。但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外债负担较轻；

2016 年日本各级政府外债 1.2 万亿美元，仅

占总外债的 33.7%。此外，日本国际储备充裕，

2016 年国际储备约 1.2 万亿美元，能够覆盖

20 个月以上的进口用汇需求，且能覆盖各级

政府外债。同时，日本拥有庞大的海外资产

和国际投资净头寸，加上经常项目持续顺差，

均能保障其很强的外币偿债能力。 

展望 

短期内，安倍成功连任，自民党-公明党

政府优势明显，政治不确定性有所改善；经

济增长出现回暖，中期经济潜力释放依然有

赖于结构性改革的成效；财政整固步伐会继

续推进，依赖财政刺激经济的方式令财政持

续承压，政府债务或将在高位继续上行，但

日本庞大的金融资产仍将对债务偿还形成较

强保障。因此，联合评级对未来 1-2 年日本

本、外币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上调为稳定。

图 4：日本经常账户情况 

 
数据来源：联合评级主权数据库；2017 年数据为预测值 

日本信用评级关键数据                                                                          

指标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f 

名义 GDP（十亿美元） 6,204.6 5,160.4 4,851.8 4,379.5 4,937.7 4,931.0 

人均 GDP（美元,PPP） 37,352.0 39,137.5 39,528.7 40,826.1 41,820.0 43,520.0 

实际 GDP 增长率（%） 1.5 2.0 0.2 1.1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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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信贷增长率（%） 3.3 4.8 4.0 1.8 5.3 6.1 

M2 增长率（%） 2.5 3.6 3.4 3.7 3.5 4.8 

各级政府财政平衡/GDP（%） -8.7 -8.5 -6.2 -5.4 -5.2 -5.1 

各级政府利息支付/GDP（%） 0.9 0.7 0.6 0.6 0.4 0.5 

各级政府初级财政平衡/GDP（%） -7.8 -7.8 -5.6 -4.8 -4.8 -4.6 

各级政府总债务/GDP（%） 215.4 221.5 227.7 229.9 233.7 234.2 

总外债/GDP （%） 48.6 54.3 56.2 67.2 74.3   

经常项目余额/GDP（%） 1.0 0.9 0.8 3.1 3.8 4.0 

国际储备/总外债（%） 42.0 45.2 46.2 41.9 33.2   

数据来源：联合评级主权数据库 

注：财政数据为财政年度，截止时间为每年的 3月 31日，f 表示预测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