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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疫情趨緩，日本政府於 2022 年 10 月 11 日鬆綁邊境管控措

施，重啟國際遊客入國。在所謂「報復性旅遊」的浪潮中，日本絕

對是大多數外國觀光客造訪亞洲的首選。重啟國門，原本期待國際

旅遊的恢復將加速日本國內休閒旅遊產業的復甦。但是在 2022 年發

生的烏俄戰爭破壞全球供應鏈﹑造成能源價格的高漲，打亂了全球

景氣復甦的時程。國際地緣政治的風險升高，加上日本社會原本就

潛藏的結構性問題，讓日本經濟充滿許多不確定性。 

 

貳、日本經濟的現狀與危機 

接近 2022 年尾聲，從幾個數字可看出後疫情時代日本經濟動向

的端倪。根據 2022 年 12 月日本銀行公布的經濟觀測信心指數，大

型非製造業為+19，較 9 月的調查結果多了 5 大點，創 2019 年 12 月

以來新高水準。相對於服務業，在製造業裡信心指數呈現惡化的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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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大型製造業的信心指數由前一季的 8 下降至 7，呈現連續四季下

滑。由此可知，2023 年日本國內在製造業與服務業上的經濟發展情

勢將會有不同。 

製造業信心指數下滑的主要原因在於受到全球景氣降溫，導致

外銷相關產業訂單減緩。雖然受日圓貶值出口競爭力升高，但日本

許多企業生產線已遷往海外居多的情況下，很難像過去期待大幅的

增加出口量。反觀，受日圓貶值影響讓許多企業原物料的採購成本

大幅度的增加，擠壓到利潤空間。 

至於服務業部分。根據經產省公布的「商業動態統計速報」表

示，2022 年 10 月日本大型零售商（含百貨公司、超市）銷售額較去

年同月成長 4.9%，這已是連續第 13 個月呈現增長。特別是百貨公司

銷售額較去年同月增加 10.7%，主要受惠於疫情解封之下國外訪日旅

客的增加。1再加上受日幣匯率貶值影響，讓百貨業服裝﹑奢侈品牌

的銷售已恢復至 2019 年相同的水平。中國觀光客尚未回流情況之

下，並不是所有零售業都重演「瘋狂消費」（日文：爆買）現象，但

即使如此，野村綜合研究所預測 2023 年訪日旅客人數將至 1384 萬

人，雖不及疫情前的 3188 萬人的人數，但如同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

新家義貴指出「旅行是疫情期間被忍耐最深的消費領域，接下來的

潛在市場將可期待」，這意味著 2023 年將可期待大幅度的成長。 

另外關於日本國內旅客的部分，受日本政府推動的「全國旅行

支援」觀光振興政策奏效，除增加日本國人國內旅遊及外出機會，

並帶動了旅行相關消費支出的成長。根據日本觀光廳於 2022 年 11

                                                      
1 根據日本官方統計，10 月共有約 45 萬名外國人（以觀光目的入境近 29 萬人）申

請入境日本，比 2021 年同期增加 40 倍以上。但是入境數和疫情前的 2019 年 10 月

220 萬人相比，回復將近兩成左右水準。 



 
 
 
 
 
 
 
 

歐亞研究 第二十二期 2023.01 
 

73 
 
 
 
 
 
 
 

月 30 日公佈的 10 月住宿旅行統計顯示，在國內住宿賓館、旅館的

日本人較上年同期增長 32.5% 達到 4,210 萬人次，較 2019 年同期增

加 5.8%，國內旅客部分也超過新冠疫情前的水準。 

以上數據顯示 2022 年開放國門後旅遊市場的逐漸回升，但日本

的觀光旅遊業仍然潛藏著不確定性。主要原因在旅遊相關業人手依

舊短缺。總務省勞動力調查顯示，2022 年 8 月從事住宿、餐飲、娛

樂業的人數為 406 萬人，比 2019 年 8 月減少 1 成。其中減少幅度較

大的住宿業，比疫情前減少 2 成，少了將近 51 萬人。背後原因在於

疫情嚴重衝擊觀光產業後，許多員工被迫裁員，導致多數人轉換職

場，人才大量流失。疫情解封後，機師、空服員、行李搬運員、飯

店服務人員、打掃房間的清潔工出現逆轉性的需求。儘管市場供需

出現大逆轉，企業大幅調整薪資未必都能招募到人手。不僅是觀光

業，根據帝國 data bank 在 2022 年 9 月針對 1.2 萬家企業的有效回

答所做的問卷調查，高達近 5 成企業面臨員工短缺問題。以產業別

來看，高達 7 成的資訊服務業、資訊服務業面臨缺工。主要原因在

近年數位轉型成了顯學之後，雇主對於數位人才的需求暴增。由此

可知，日本就業市場的結構性問題存在著隱憂。 

2022 年對全球而言是物價波動較大的一年。日本 2022 年前半通

膨率大約維持在 2.0～2.9%區間，雖然變化幅度相較其他國家相對

低，2但從兩個統計數據顯示日本的物價正在緩慢上升。第一是消費

者物價指數在 2022 年 9 月超過 3.0%，10 月上漲 3.6％，創下日本 40

年以來的漲幅。另外，根據帝國 data bank 針對 105 間上市的食品公

司調查發現，2022 年 10 月起日本國內有 6699 項商品調漲售價，包

                                                      
2 跟據 IMF 的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 統計，拿 2018 與 1980 年的物價相

比，美國為當時 2.6 倍，義大利為 5.4 倍，而日本物價僅僅是當年 1.1 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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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啤酒等飲料及加工食品等食品，創 2022 年單月新高。 

此波通膨加速攀升主要是反映全球資源價格持續飆漲、供應短

缺以及日圓貶值導致原物料成本上漲。過去日本企業面對原物料的

上漲多半會選擇吸收進口成本，以盡可能不轉嫁消費者為原則。主

因在受到長期通貨緊縮之影響，養成日本消費者「喜歡物價低，提

高價格就拒買」的習性，3加上許多行業競爭激烈，且疫情振興尚不

完全，公司擔憂提高價格將使客戶流向競爭對手。因此從這次紛紛

調漲物價的現象可得知日本企業處境益顯艱困。4 

不轉嫁多出的成本，意味著企業獲利空間衰退。近年受疫情影

響許多中小企業至今都還沒走出低迷，加上此波生產成本攀升，勞

工短缺，近年日本中小企業出現倒閉潮。如銷售卡通《螢火蟲之墓》

裡面出現的水果糖而打響知名度的佐久間製菓公司，因不敵通膨，

宣告將於 2023 年 1 月停業，結束 114 年的歷史便是代表性的例子。 

萬物齊漲，影響面擴及國內的消費活動。跟據 2022 年 10 月厚

生勞動省公佈的『毎月勤勞統計調査』可知，日本勞工平均薪資(名

目)有增加趨勢，但速度遠跟不上通膨速度，導致實質薪資連續 7 個

月下滑。特別是在 10 月受歷史性的通膨的漲幅影響，創下實質薪資

7 年來最大減少幅度。實質薪資的減少除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之

外，也將影響就業市場的動向，對岸田內閣而言如何緩和這波衝擊、

復甦低迷多年的國內景氣是當務之急。 

  

                                                      
3 東京大學教授渡邊努在《世界インフレの謎》描述到民眾不願意接受物價上漲的

心理比其他國家還要明顯。 
4 此現象可從衡量企業間交易商品與服務價格的企業商品價格指數（Corporate 
Goods Price Index, CGPI）與的動態可以從與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差距得知。2022 年 10
月企業商品價格指增幅達 9.4%，創下連續 21 個月成長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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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題之解決方向 

人手不足與輸入性通膨，這兩大危機是岸田內閣當務之急必須

解決的課題。至於具體解決方法，金融政策上，日本央行總裁黑田

東彥聲稱短期內不會調整當前貨幣政策。主要原因在於這次的通膨

並非由國內強勁需求支撐，因此預估 2023 年一旦燃料與原物料成本

飆漲效應消退時，通膨率將再度回到 2％以下。因此金融政策似乎不

會有太大變動，但是考量到美日兩國利差擴大會加速日圓貶值走

勢，有可能隨黑田東彥明年 4 月卸任後，日本央行將出現寬鬆政策

的溫和轉向。 

政府方面，為緩和高物價與日圓貶值帶來的衝擊，政府於 10 月

提出支出規模約 39 兆日圓（新台幣 8 兆 5000 億元）的「綜合經濟

對策」振興方案。以「物価・薪資對策」、「善用日元貶值的賺錢力」、

「加速新資本主義」、「確保國民的安全安心」四大主軸，以提供能

源補貼緩和通膨的衝擊，試圖刺激薪資帶動成長。 

以下為針對日本企業以及對岸田內閣之建議，整理兩點。 

    首先針對旅遊觀光業普遍人手不足的現象，企業內建議考慮重

新審視傳統的工作制度，導入適合所有人（包括女性和老年人）的

輪班制。透過加強員工職業技能的提升（career up），提高求職者競

爭力及工作意願。政策上應提供完善機制幫助因身體因素或是家庭

因素而被迫暫時離開職場的人，透過完善的支援，讓他們能順利重

返工作崗位。另外，人手不足的課題不應該只是由各自的企業單獨

去解決，建議政府以地區為單位，每個地區受地域性的不同，面臨

的課題也不一定一樣，從活化地域的觀點來看，政府應該要鼓勵地

方政府密切與企業合作共同解決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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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是否能調漲薪資。岸

田文雄在 2021 年曾呼籲企業提高薪水 4%，並針對遵守的企業提供

減免公司稅的措施。雖創七年來最大漲幅 2.07%，但仍不及工會要

求，也未達首相岸田文雄所盼足以刺激消費及經濟成長的漲幅。事

後調查發現日本企業願意加薪的範圍大致界於 2-3%之間，在調漲的

幅度上政府與企業之間似乎有段差距。過去我們看到日本企業即便

有賺錢，往往增加的只是保留盈餘，不願意大幅調漲員工薪資。主

要原因還是在於日本經濟長期陷入通貨緊縮日本企業習慣了壓低生

產成本，以非正職員工代替正職員工的模式。 

    為了造就調升薪資的環境，政府除輔導企業數位化、省力化來

改善生產效率的同時，更應重視培養 IT 相關的職業技能人才。政府

不應該只是要求制式化的加薪而以，而該多鼓勵企業培養員人力資

源、也要鼓勵員工重新學習新技能，並通過技能培訓（Reskilling）、

促進跳槽、增加人才的流動，發展自我副業等方式，除了讓職場更

充滿魅力之外，打破過去留下的年功主義的惡習，導入成果主義來

激發員工的工作動機是很重要的。 

至 2022 年 10 月為止，岸田內閣執政滿一年。一年前標榜新資

本主義，似乎有意將過去著重「成長策略」的做法導向「分配」，主

打從「成長與分配創造好的循環」，可惜的是，至今岸田內閣在經濟

政策上未見具體成果。人手不足與輸入性通膨的解決也許是中長期

結構性的問題。但是如果政府在成長策略上未能發揮效益，並帶來

經濟成長的話，也無法說服企業調漲薪資，實現良性循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