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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经济

美联储宣布缩小量化宽松政策后，日本

的金融政策向何处发展，成为世人关注的焦

点。日本央行日前召开金融政策会议，决定

继续坚持既定量化宽松路线，为实现 2%的

通胀目标，按计划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本

次会议的决定和前几次会议的结果同出一

辙。会后，日本汇市和股市波澜不惊，表明

日本央行的决定已在市场人士预料之中。

12 月 25 日，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再次表

示，日本央行将推行质化和量化宽松政策，

承诺会维持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直至稳定达

成 2%的通胀目标。

从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和央行总裁黑

田东彦的讲话可以看出，日本央行维持量宽

政策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经济形势的发

展变化；二是物价水平的高低涨跌。日本央

行在会前公布的经济形势最新调查表明，日

本经济复苏的态势已经从大企业扩展至中

小企业，企业层面的经营状况普遍好转。日

本央行据此作出了“经济仍在缓慢回升”的

基本判断，同时也为继续实行量宽政策提供

了注释。日元贬值对进口物价的推动效应

越来越明显，近期物价水平逐月上涨，正在

一步一步接近央行设定的通胀目标。对此，

黑田东彦认为，量化宽松政策的积极效应已

经凸显出来。

虽然日本经济目前处于“缓慢回升”阶

段，但国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主要经济体

增长乏力，债务危机尚未消除，围绕日本经

济的外部环境未见好转，这将严重影响日本

的经济复苏，此时日本又面临消费税增税等

不利因素，经济运行不能完全排除出现逆转

可能。为此，黑田东彦表示，将密切关注经

济动向和物价走势，必要时将采取新的金融

扩张政策。

日本经济人士认为，今后的焦点已经不

是央行是否会调整金融政策，而是何时调

整，调整的幅度大小。许多人猜测，日本央

行扩大量化宽松政策的时机大概是明年 4

月份增税前后，目的在于尽快出台具体对策

阻止经济下滑。至于调整的幅度，多数人认

为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调整空间非常有

限。日本央行以大量购入国债的方式向市

场投放货币已经遭到国内外舆论的指责，批

评其为政府的财政赤字“埋单”，继续增持国

债未必有效，反而会激起更大的反应。目

前，日本的利率水平接近于零，利率杠杆已

经失效。日本央行剩下的手段只有在资本

市场上购买高风险的债券，直接向股市和债

市投放资金。但此举将大幅增加央行的风

险资产，可能导致国际评级机构降低日本的

信用等级。

近来，日元贬值突然加速，日元对美元、

欧元等主要货币的比价均处于一年来的最

低水平。如果日本央行推出新量宽政策，很

可能引发日元新一轮的贬值，这虽然有利于

日本实现通胀目标，但对与日本经贸关系密

切的国家十分不利，可能导致亚洲各国货币

的轮番贬值。因此，日本央行今后金融政策

走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 闫海防

日本“量宽”将向何处去

欧亚经济联盟

将于2015年运行
本报莫斯科电 记者廖伟径报道：12 月 24 日，欧

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作为此
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
国签署了制定欧亚经济联盟成立条约草案的决议，确
定该联盟应于 2015年 1月 1日起全面展开工作。

俄白哈三国一体化的目标是在 2015 年前建立欧
亚经济联盟，构建统一的政治、经济、军事、海关和人文
空间。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欧亚经济联盟成立条约草
案将于 2014 年 5 月 1 日前制定完成。据悉，目前关税
同盟成员国已经就条约草案第一部分即基础性、制度
性内容达成共识，在余下时间里将继续商定条约中的
职能部分，以确保货物、服务、资金和劳动力在经济联
盟中自由流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会上
表示，成立欧亚经济联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创新项目”。

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基础——俄白哈关税同盟自
2010 年成立以来贸易结构不断改善，在俄白哈三国间
贸易中资源产品比重已由之前的 40%下降到 33%，高
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比例提升。不过关税同盟内商品壁
垒仍未完全消除，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指出，尽管已
达成了相关协议，但关税同盟在烟草、药品，医疗器械
等领域仍存在商品自由流动的障碍，他希望在欧亚经
济联盟启动之前要继续完善关税同盟。对此，关税同盟
成员国及欧亚经济委员会将在 2014 年 3 月 1 日前，确
定关税同盟及统一经济空间框架下仍存在的贸易障
碍，以及消除这些障碍的时限。

在本届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结束后，
俄白哈三国还签署了有关亚美尼亚加入关税同盟及统
一经济空间路线图。亚美尼亚 2013 年 9 月作出加入关
税同盟的决定。吉尔吉斯斯坦加入关税同盟的类似文
件目前也已基本准备完毕，近期各方将进一步商讨该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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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经济仍在底部徘徊越南经济仍在底部徘徊
2013 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计

为 5.4%，难以实现年初提出的 5.5%的目
标，仅略高于 2012 年的 5.25%。在金融系
统坏账突出、房地产市场“冰冻”及国有
企业效益低下等因素的影响下，越南政府
财政赤字超出预期，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3%，高于计划的 4.8%。越南经济仍在底
部徘徊。

具体来看，工业生产缓慢增长，预计
越南全年工业产值增长仅为 5.4%，明显低
于 2012 年的 5.8%和 2011 年的 6.7%。与此
相应的是大量企业停产，今年前 10 个月这
一数字达到 4.2 万家。坏账问题仍然突出，
成为阻碍越南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越南正在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等措
施解决坏账问题，但截至9月底，信贷系统
坏 账 约 为 67 亿 美 元 ，较 2012 年 底 增 加

20.2%。房地产市场处于“冰冻期”，大量烂尾
楼在各地出现，进而导致银行坏账增加，形
成恶性循环。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越南经济仍表现出
相当强的韧劲，在今年前 3 个季度，国内生
产 总 值 实 现 逐 季 走 高（前 3 季 度 分 别 为
4.76%、5%和 5.54%），反映出越南经济仍有
增长空间。尤其在这种缓慢增长中呈现出
的亮点，显示出越南经济有望逐步走出低
谷。首先，通胀继续得到控制。10 月份越

南 CPI 同比上涨 5.92%，预计今年全年约为
7%，低于年初提出的 8%。其次，吸引外资
恢复快速增长。越南统计总局公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前 10 个月，越南共吸收外国直接
投资（FDI）1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5%。
第三，对外贸易额保持稳定增长。2013 年
前 10 个月，越南对外贸易额达到 2162 亿美
元，出口为 108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2%，
预计全年出口增幅将达 14.4%。

越南国会提出了 2014 年越南经济社会

发展的总体目标：继续稳定宏观经济、控
制通胀；在转变增长模式、调整经济结构
的基础上，合理增长并提高经济的质量、
效益和竞争力；确保社会民生、福利，改
善人民生活水平；合理有效利用资源，保
护环境并主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行政改
革和反贪污浪费；改善经营环境等。为
此，越南国会要求政府在 2014年继续实施
灵活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财政政策；根据
通胀情况适当调整利率；增加贷款余额并
保证贷款质量；有效调整汇率和外汇市
场，保证越南盾币值；严格控制公共债
务、政府债务和国家外债，保证债务安
全；减少银行坏账。

越南国会认为，积极的经济措施将带动
经济走出底部，实现增长，但要在一两年内
恢复到以往的高增长，还存有很大的难度。

受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和国内金融系统坏账问题突出、房地产市场“冰冻”及

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等因素影响，越南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今年前 3 个季度，越南

经济逐季走高，并在缓慢增长中呈现不少亮点，初步显示出回暖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