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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团联会长的全球危机克服对策 
经营者要有“变中有机遇”的想法 

 

 

中西宏明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日立制作所董事会会长 
 
 

需要国际协调，但前景渺茫 

――关于新冠病毒疫情感染扩大的影响，政府表示世界经济正面临着二战后最大的危机。  
 

中西宏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 日本经济团体联

合会（以下简称“经团联”）在 3 月 30 日提出的紧急

建议中也将新冠病毒（COVID-19）感染扩大定位为“近

代社会前所未有的严重事态”，此外还建议政府推出

“与雷曼危机时的对策同等规模以上的机动性财政政

策”、“推出着眼于对真正贫困的就业者和事业者的

支援对策”等要求。  

最困难的是不清楚什么时候怎样才能结束。即使

只有日本一国疫情结束，如果全世界各地都在蔓延的

话，最终经济也无法运转。从很难预测经济活动停止期

间究竟有多长上来说，和2008年的雷曼危机等至今为

止经历过的困难情况不同。另一方面，雷曼危机时金融

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遭遇重创，但是这次金融机构和事

业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都是处于健康状态。景气恶化的

原因是新冠病毒扩大，关键就是尽可能早一天抑制住

疫情。  

各国如果不让自己国家稳定下来，不好好地进行

国际协调的话，就无法从真正意义上解决问题。进一步

说，如果没有治疗药和疫苗的话，就不能完全结束。  

 

――美中互相攻击，国际协调难以成形。 
 

中西会长 从此意义上来说前景十分不容乐观。特朗普总统似乎有意识根据选举在做出判断。中国，

有对治疗的经验。希望不断地公开其经验和数据。 

即使研发了治疗药物，如果不能建立大量生产并提供给全世界的合作体制，也不能从真正意义

上说做得到位。如何尽快确立治疗方法，如何迅速推广已确立的治疗方法。二者缺一不可。  

 

中西宏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日立制
作所董事会会长） 

（提供：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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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美中之间的问题。有制造治疗药能力的国家基本上只有 G7 和中国。但是，据说在

G7中也不能坦率地就治疗药物一事达成一致。安倍首相似乎有一定要合作的意向，但“其他国家并

非如此”。  

日本对新冠病毒的战略是，尽可能不引起爆炸式感染维持医疗体制。在有效的药物完成之前，

这是一种忍耐战略。 

据说中国打造了在感染的瞬间知道谁和谁见过面机制，并通过彻底的个人管理来抑制疫情。日

立在中国也有很多员工，看他们的报告也是那样的感觉。像中国这样的做法在其他国家不容易效仿。              

意大利等地发生了爆炸式感染。另外，在美国新冠病毒竟然能扩展到这种程度，也出人意料。

虽然美国有号称世界最大规模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让人感到恐怖。  

问题是，整个世界将如何结束这场疫情。非洲等国今后有新冠病毒蔓延的危险。日本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了新冠病毒的蔓延，即使国内开始一点一点地运作以来，离和其他市场的合作还是很遥远

的。所以国际协调很重要。 

 

现在的情况没有处方，首先自己该怎么处理  

――日本政府于 4 月 7 日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内阁会议决定紧急经济对策。也有批评说时机晚了，

您怎么看政府的应对呢？  
 

中西会长 紧急事态宣言的发布，是为了维持医疗体制等的判断。根据国内外新冠病毒蔓延状况、专

家的见解、地方自治体和医疗相关人员的意见，做出的重大决定，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经团联

全面支持并遵守政府、地方自治体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请求和指示。  

对发令时间晚的批评是一个马后炮。安倍首相要求中小学一齐休学的时候，也有人说“不应该

做这样愚蠢的事”。这次的大流行并不存在固定的处方。因为我频繁地出席首相官邸的会议，所以

看着安倍首相和内阁成员们十分苦恼的样子。在紧急事态宣言之前，我想应该已经进入了防止新冠

病毒扩大的轨道上了，安倍先生自己也发出了信息。所以，现在比起批评政权，我觉得除了合协作

之外别无他法。希望政府继续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全力封堵新冠病毒。 

紧急经济对策具有史无前例的规模和构思，覆盖内容十分详尽。保护国民的生命、健康、生活、

维持雇佣市场、让事业存续下去的支援刻不容缓。首先，短期内需要的是，对贫困的就业者、经营

者的迅速救济。如果不采取果断的措施，将其送到有效的地方就没有效果。虽然也能理解公平公正

的观点，但是如果条件过于苛刻的话就太晚了。中期需要推进新冠病毒结束后回归潜在增长率的准

备。长期来说，有必要通过数字化转型加速对未来的投资。  

今后当然也要采取各种措施。如果在这次的紧急经济对策中提出不足之处的话，我觉得“加快

治疗药物和疫苗的开发”是不够的。不过，并不是有“这样做就能加速”的智慧，实在是一个难处。 

 

――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呢？另外，政府的紧急经济对策中包含的企业支援您认为很充分吗？ 
 

中西会长 企业高层首先要努力不让自己公司的员工感染病毒，这点很重要。要最大限度地珍惜自

己相关的生命，这一点首先必须在短期内完成。经营方面，经营者基本上应该最了解公司的状态，

所以首先自己要采取怎样的措施。  

这目前的事态还不知道全貌。并不是完全依靠政府就能解决问题。企业经营者的工作就是每天

都考虑这些事情。可以依靠的东西是可以依靠的，但并不是只在说政府好或坏。虽然有人指出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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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支援存在着差别，但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也没办法。因为迫不及待，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

经营者手法受到考验。除了必须马上采取措施之外，还必须考虑接下来会怎么样发展。 

新冠病毒就算结束了，东西和人也不会完全回到从前。顾客的想法也会改变，那就是市场会改

变。改变对经营来说无疑是一个机会。有变必有一个机会，如果没有这样的想法，作为经营者只能

说是“干劲不足”。               

特别是在这次的疫情中，以前说在家工作，谁都不理会，如今都不得不付诸于现实。试着做了

一下，才知道“不是很好吗”“虽然不方便，但是可以做嘛”。如果让这中工作方式更加方便的话，

商机就会扩大吧。网络世界有着交流的多样性。使用这些方法来开展各种各样的工作，使工作方式

更加灵活，这样的实例将会层出不穷。  

 

改变世界观的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对市场也带来影响 

――除了网络关联以外，应该注意的变化是什么  
 

中西会长  重新评估供应链，市场将如何发展。如何看待新冠病毒本身，世界观也会随之改变。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等地球危机的讨论也会加深吧。这样的话，可能很难再像以前

的那样不管不顾。景气是对市场的一种“喜忧”的问题，对世界观有很大影响。今后会影响世界的

人们以什么为价值去看世界。我觉得这次的大流行给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企业的供应链应该尽量保持产品的供应商不偏向特定的地区和国家，尽可能保持宽阔的网络。

迄今为止，每次发生灾害的时候，都会有重新审视供应链的动向，这次也是一个契机吧。 

    关于中国，从以前开始就有重新评估的迹象。最初各企业以便宜的劳动费为目标进入中国。之

后，工钱一涨，就流向了东盟等其他地区。中国在下一步，为了自己提供高高科技产品而拼命投资。

这是美中对立的一个基础。  

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从日立来看销售额的11%来自中国，作为市场很重要。14亿人口、中间

层有3-4亿人。那样的国家很少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巨大的市场在地理上很近，如果日本企业

想将自己的事业构想全球化的话，就不可能无视中国，不是喜欢和讨厌的问题。  

就日立的例子来说，在中国销售额相当大的份额是电梯。去中国就知道了，但是大楼的新和数

量之多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现在，中国在电梯市场占世界份额 50%以上。正因为如此，所以把在

中国开发的马达带到日本使用的话，会做出便宜得多好的东西。已经有了这条供应链了。中国已经

不再是在日本开发产品的制造基地了。  

 

避开第二次就业冰河期，和上次在雇佣环境上有不同 

――经团联表示“将竭尽全力防止出现第二个就业冰河期一代”。（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经济低迷，

企业抑制了应届毕业生的录用）您认为就业冰河期很有可能到来吗？另外，这种情况可能会给应届

毕业生统一录用等企业的录用工作带来变化吗？  
 

中西会长  经团联于4月 6日对所有会员企业、团体提出了“基于应对新冠病毒的录用选拔活动的

请求”，为了不出现第二个就业冰河期一代，希望积极地发布关于录用活动的正确信息。第二个就

业冰河期，取决于需求减少多少。在就业冰河期，企业真的没有录用。另一方面，现在是本质上人

手不足，对优秀人才的需求很强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和就业冰河期的时代不一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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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不是说以前很好，但是在就职冰河期的时代，学生强烈意识到职业是自己找的。如此富

裕的时代持续着，现在可能会有总觉得就业不是事的倾向。我觉得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我以前就在讨论如何适可而止地取消应届毕业生的统一录用。但是，有大学和学生方面是否能

接受的问题。听说说到了“必须考虑就业”的时期，第一次看公司介绍的学生占压倒性多数。实际

上是这样吧。如果停止统一录用的话，有被抛弃的危险。只要学生不自己去找，企业方面不会不断

地找学生。  

需要讨论的不是单纯的停止统一录用与否，而是讨论很多学生如何创造自己的人生。我想是需

要时间的，一边推进讨论，一边考虑今年怎么做吧。 

             

人类提出的共同课题  

――您怎么看待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延期的影响？  
 

中西会长 举不举办并不是日本说了就算的事情。根据新冠病毒的情况，延期是不得已的。               

2020年 6月迎来了去年消费增税对策——电子支付、还原消费者的事业到了期限，从7月开始

唤起奥运消费，预计9月开始实施“My Number卡普及促进政策” myna-point事业，但这是这些

都成了泡影。因为期待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有经济上的影响。既没有海外的客人来，经团联也来

了必须要再次收集捐款的课题（笑）。  

虽然延期了，但因为是举国举行的活动，所以抱怨也没用只能做。虽然也有持否定态度的人，

但是还是有国家性的活动比较好。从世界各地来了人，那些人又带着亲切的心情回到了日本。这个

效果不可估量。比起在日本消费，这种圈子的扩充价值更大。  

日本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就会内向。因为是岛国，在日常生活中说外语的必然性也不大。自然而

然地就内向了。某种意义上有不利条件。人口减少也在加剧，这样下去经济就不会不断增长。考虑

到这种情况，比起在逐渐缩小的市场上如何下功夫，我们更应该广泛地观察世界，不仅限于生意，

还要发展各种各样的东西。  

稍微严厉一点说，因为日本没有军备，所以没有比生意兴隆更大的防卫手段了。虽然安全保障

依赖于美国，但如果日本不成为“希望存在的国家”，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的

美国不是二战后的美国。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美国自己也这么认为。在这之中，应该更认真地讨

论日本的立场。  

现在，国家间的纷争，不仅包括军舰、导弹等以往的陆海空的军事力量，还包括了网络空间和

宇宙。虽然一个国家的武力和经济实力突出，但也不能保证所有的安全。恐怖的还是网络，国家的

基础部分遭到袭击。  

经济在和平的时候繁荣。考虑到我们公司的时候，日立是日本企业，好处是能让他们感到安心。

那是对日本文化的信赖，经济也是文化的一个侧面。文化、经济繁荣，才是国家最基本的依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的安全保障非常重要。这次和新冠病毒斗争也确实是安全保障。新冠

病毒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所以现在，只有认真地致力

解决这个问题。  

（4月 13日收录）采访者：《中央公论》编辑部  

 

[Discuss Japan 翻译自《中央公论》2020年 6月刊（特集：脱·新冠病毒危机<日本的选择>），本

文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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