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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环比上升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劳工部日

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能源价格上涨，经季节性调整
后，美国 6 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环比上升 0.4%，
市场预期为环比上升 0.2%；扣除食品及能源，6月份核
心 PPI环比上升 0.3%。

数据显示，货物价格环比上升 0.7%，服务价格环
比上升 0.3%。在截至 6 月份的 12 个月时间里，美国生
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下降 0.7%，为连续 13 个月下降；美
国核心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则上升 0.7%。

本报东京电 记者闫海防报道:日本财务省日前
发表的 2015年上半年贸易统计速报显示，上半年日本
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7.9%，进口额减少了 7.4%，
贸易赤字为 1.7251 万亿日元，较去年同期 7.6281 万亿
日元的贸易赤字大幅下降。贸易赤字下降的原因是国
际原油低价徘徊及日本加大对欧美市场的汽车出口。

1.7万亿日元

日本上半年贸易赤字大幅下降

本报讯 记者刘键报道：首届中欧和东欧地区发
展会议近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来自奥地
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国代表与会，
格鲁吉亚作为特邀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针对 2015 年至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确
定将加快吸引全球范围内的资金，推动中欧和东欧地
区国家经济发展迈向新台阶。

匈牙利经济部部长瓦尔高强调，匈牙利政府的主
要目标是，支持中东欧与国际发展银行的合作伙伴关
系，通过区域合作和支持各种世界银行集团的项目，加
强匈出口市场竞争力。

首届中欧与东欧地区发展会议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李遥远报道：塔吉克斯坦劳动、移民
及就业部部长苏曼古尔日前表示，截至 2015 年 7 月 1
日 ，俄 境 内 的 塔 吉 克 斯 坦 劳 动 移 民 较 去 年 减 少 了
20%，主要原因是俄劳务移民法规更为严苛及俄经济
状况不佳。

据苏曼古尔称，今年上半年赴俄务工的塔吉克斯
坦公民人数为 63.89 万。截至 7 月 1 日，在俄务工的塔
吉克斯坦公民人数约为 100万。俄罗斯及塔吉克斯坦
官方的数据显示，2014 年，塔吉克斯坦 800 万人口中
有 120 万至 130 万人在俄务工，创造了 33.49 亿美元的
侨汇收入，在塔 GDP中的占比为 36.2%。

20%

塔 吉 克 斯 坦 在 俄 务 工 人 数 减 少

本报讯 记者郭子源 梁桐报道：中国工商银行卡
拉奇分行7月23日正式启动人民币清算机制。今后，巴
基斯坦和南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商业银行可通过在工行卡
拉奇分行开立的账户直接办理人民币业务。此举将使人
民币在南亚地区的汇划效率和便利程度得到显著提升。
工行卡拉奇分行目前是巴基斯坦唯一的中资商业银行。

工行卡拉奇分行总经理何声虎表示，该分行早在
2011年就开始在本地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2014年跨
境人民币结算量达到929亿元。未来，中巴两国经贸宽
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将为人民币业务在当地的发
展奠定良好基础。

数据显示，2014年中巴双边贸易总额为 160.06亿
美元，同比增长 12.57%，中国对巴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739.4%，成为巴基斯坦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

工行卡拉奇分行启动人民币清算机制

世界银行报告预计

今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疲软
原油价格由每桶 53 美元微调至 57 美元

本报讯 记者连俊报道：世界银行在
最新发布的《大宗商品市场展望》季报中
称，尽管今年二季度国际油价有所回升，
但今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仍将持续疲软，
2016年价格可能稍有恢复。

能源方面，世行在二季度油价上升
17%后，对 2015 年原油价格预测微调：从
4 月份预测的每桶 53 美元调至 57 美元。
世行报告指出，整体看全球二季度能源价
格上升 12%，油价上涨的影响被天然气

（跌 13%）和煤炭（跌 4%）价格下跌所抵
消。不过，世行预计今年能源价格平均比
2014 年低 39%。美国、欧洲和亚洲三大
主要市场的天然气价格预计下跌 17%。
世行高级经济学家、《大宗商品市场展望》
作者约翰·巴菲斯说：“二季度原油需求高
于预期。尽管 2015 年价格预测小幅上
调，但大量库存和欧佩克成员国的产量增
加预示着油价在中期有可能持续疲软。”

报告预计，能源商品价格面临的下行
风险包括非欧佩克成员国产量高于预期
和欧佩克成员国产量继续增加；可能出现

的上行压力将来自高成本油井关闭（例
如，美国的钻井平台总数自去年 11 月达
到高峰以来已减少 60%）以及地缘政治紧
张。报告强调，伊核协议达成后，“会放松
制裁，包括对伊朗的石油出口限制”。

世界银行报告称，二季度非能源大宗
商品价格下跌 2%，并预测其今年价格将
比 2014 年平均低 12%，2016 年则将较今
年微涨 1.5%。

金属方面，二季度金属价格小幅下
跌，铁矿石价格从 2011 年高点下跌三分
之二。世界银行预测今年金属价格比
2014 年平均低 16%，比 4 月份预测的 12%
有所下调。

二季度农产品价格下跌 2.6%，原因是
粮食类大宗商品大幅下跌，特别是食用油
和谷物，反映出供应状况进一步改善，没
有受到北美不利天气和对厄尔尼诺担忧
的影响。世界银行预计今年农产品价格
将会比 2014年平均低 11%，比 4月份预测
的 9%有所下调。

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对中国和印

度两国在全球大宗商品消费中所起作用
作了专题评估。报告称，过去 20 年中国
和印度（在较小程度上）的需求显著抬高
了金属和能源、特别是煤炭的全球需求
量，但对粮食类大宗商品影响较小。其

中，中国的金属和煤炭消费增至全球消费
量的 50%左右，印度的金属和煤炭消费占
比则分别为 3%和 9%，这两种消费格局反
映出中印两国不同的增长模式和大宗商
品消费结构。

俄设立自由港助力远东开发
7 月 13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

案，决定批准设立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
港。俄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
代表特鲁特涅夫日前表示，俄方希望借助
这个区域，推动远东地区实现快速发展。

据悉，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法案
将于今年 10 月 12 日正式生效，规划中
的自由港总面积为 3.4 万平方公里，范
围覆盖俄滨海边疆区南部各港口、符拉
迪沃斯托克国际机场和区内部分铁路运
输线路。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设立期
限为 70 年，将在税收、海关和检疫等方
面为入驻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和优惠。

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倡议由俄总
统普京于 2014 年 12 月 6 日在向俄联邦
议会两院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正式提
出，随后俄政府远东发展部、俄滨海边疆
区牵头制定具体规划。俄滨海边疆区副
行政长官涅哈耶夫认为，此次俄政府有
关自由港的法案更接“地气”，充分考虑
到了地方实际情况和利益，“这是俄法案
首次由将要实施的地区政府牵头制定，
而非俄罗斯中央政府。”俄远东发展部部
长顾问沃尔科夫认为，未来符拉迪沃斯
托克将形成多层次的自由港体系，其中包
括运输、制造、科研、旅游等4个次区域。

对于自由港的经济拉动作用，俄滨
海边疆区经济和战略发展司预估，法案
的通过将使滨海边疆区地区生产总值在
2021 年前增长至 1.106 万亿卢布，有望
在 2034 年前在边疆区内创造 46.85 万
个工作岗位。为了更好地管理和推进符
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建设，俄将成立监
督委员会，成员包括俄副总理特鲁特涅
夫、俄远东发展部部长加卢什卡、俄滨海
边疆区行政长官米克卢舍夫斯基等俄联
邦机构负责人。此外，还将吸收部分专
家学者担任监督委员会顾问。

在东北亚地区，中国、韩国和日本的
港口密布，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优
势在哪里？俄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符
拉迪沃斯托克港口凭借其地理条件和深
水湾特点，可以为大吃水深度货轮提供

封闭式深度泊位；另一方面，符拉迪沃斯
托克港口背靠俄发达的铁路运输系统，
是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端，有能力将
货物快速经欧亚走廊转运。俄交通运输
行业咨询机构“InfraNews”总经理别兹
博罗多夫认为，自由港构想的优势还有
两点：一是在卢布贬值的背景下，有利于
降低进口商品的运输成本；二是有利于
吸引中国公司投资俄境内的基础设施。
相对于中国的北方港口，符拉迪沃斯托
克可以提供更为便捷的出海通道，大大
节约运输成本并缩短运输时间。

特鲁特涅夫日前表示，符拉迪沃斯
托克自由港在行政和税收方面将享受俄
政府提供的长期优惠。在行政优惠方
面，包括自由关税区、统一的海关窗口、
24 小时运营的中转业务、签证便利等；
在税收优惠方面，对进口商品和消费品
予以税收减免，同时对在自由港注册登

记的企业和就业个人予以所得税优惠，
头 5 年所得税税率不高于 5%，5 年至 10
年内所得税税率不高于 10%。加卢什
卡明确指出，统一的海关窗口就是在俄
海关的统一监管下，集成海关、边防、检
疫和运输等业务，自由港将提供一站式
服务；签证优惠则是指外国公民经自由
港入境，可获得在俄境内为期 8 天的签
证，几乎等同于免签。

在俄经济“东向”发展的布局中，符
拉迪沃斯托克将成为俄面向亚太地区的
物流、投资关键节点。今年 9 月 3 日至 5
日，俄政府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首
届东方经济论坛，在“集思广益”的同时，
为俄远东开发再注入新活力。符拉迪沃
斯托克自由港法案在东方经济论坛之前
获得普京总统的正式批复并非巧合。可
以预见，俄将借论坛之际推动自由港项
目以及远东开发“乘势而上”。

□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廖伟径

本报利雅得电 记者王俊鹏报道：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5 月份沙特原油产
量为 1033.3 万桶/天，同比增长 6%，6 月
份产量进一步增长至 1056 万桶/天，创
下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历史新高。
但由于新增产量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
求，5 月份沙特出口原油 693.5 万桶/天，
较 4月份的 773.7万桶/天约下降一成。

数据显示，沙特国内原油消耗增长显
著，5月份各炼油厂原油消耗从前一个月
的222.4万桶/天提高到242.3万桶/天，国
内发电所需原油从35.8万桶/天大幅增长

至67.7万桶/天。按照惯例，每年三季度
都是沙特国内原油消耗高峰期。沙特当
地金融机构 Jadwa 投资公司预计，今年
沙特平均产量为 980 万桶/天，原油出口
700万桶/天左右，与去年持平。

分析指出，沙特保持原油高产，一方
面是由于国内需求不断增长，另一方面
也是出于保障市场份额的考虑。相比去
年下半年的油价暴跌，如今国际原油市
场竞争更加激烈，沙特面临来自欧佩克
及非欧佩克产油国的多重竞争压力，因
此保持市场占有率的诉求更加迫切。

沙特原油产量创历史新高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道：
欧盟统计局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一季度末，欧元区和欧盟成员国政
府债务比例分别为 92.9%和 88.2%，高于
上个季度的 92%和 86.9%，也高于去年同
期的 91.9%和 86.2%。分析人士认为，欧
盟经济增长缓慢和失业人数居高不下导
致成员国债务比例有所回升，短期内很难
达到 60%这一欧盟规定的安全比例。

受欧债危机冲击严重的欧盟成员国
政府债务比例依然很高，欧盟成员国政府
债务比例存在着较大差异。统计数字表
明，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政府债务比例最
高的欧盟成员国是希腊，达到 168.8%；其
次是意大利，政府债务占比为 135.1%；葡
萄 牙 排 在 第 三 ，政 府 债 务 比 例 为
129.6%。政府债务比例最低的成员国是
爱沙尼亚，为 10.5%；其次是卢森堡，为
21.6%；保加利亚排列第三，为 29.6%。

与去年四季度相比，欧盟今年一季度
有 12 个成员国的政府债务比例下降，15
个成员国的政府债务比例上升，其余成员
国的政府债务比例未变。

发行债券是欧盟成员国筹资的主要
手段。统计数字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欧
元区和欧盟成员国政府债务中的债券比
例分别为 79.1%和 80.8%，贷款比例分别
为 18%和 15.2%，现金和存款比例分别为
2.9%和 3.9%。

欧元区政府债务

比例升至 92.9%

本版编辑 朱 旌 禹 洋

本报堪培拉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澳大利亚政府
日前宣布，从下半年开始实行新的食品原产地强制性
标签。根据新规，食品标签将显示产品生产、生长或包
装的地点。澳大利亚本国生产的产品将带有绿色和金
色的袋鼠商标，旁边还须附上一张显示来自澳大利亚
原料所占比例的柱状图。

新标签系统进一步严格“澳大利亚制造”的定义。
在澳大利亚重新包装，或者简单再加工的进口食品，不
属于本地制造的范围。

澳大利亚即将实行食品标签新规定

东芝财务造假印证日本企业通病？
近日，日本东芝公司因被爆财务造假

在日本社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多名高层

管理人员辞职并遭投资人追责，还有可能

接受司法调查。这家被称为日本企业的

象征、拥有 140 多年历史、员工超过 20 万

人的老牌企业暴露出来的问题，正在引起

日本全社会的反思。

7月 21日，东芝公司社长田中久雄、副

董事长佐佐木则夫及4位副社长宣布辞职，

16 位董事中也将有一半人员被迫承担责

任。今年4月份，该公司被日本媒体爆出为

夸大业绩发生财务报表造假事件。随后，

以东京高等检察院前检察长及律师、会计

师组成的第三方调查小组成立。该小组查

阅了东芝 2008 年至 2014 年间的财务平衡

报表，发现公司通过虚报企业利润、延迟记

载营业损失等手法，大量掩盖企业损失，多

报了 1518 亿日元（合 12.2 亿美元）经营利

润。鞠躬下台的社长承认，“这是东芝 140

年历史上品牌形象受损最严重的事件”。

偌大的老牌企业为何会造假账？日

本媒体给出了多种分析。有分析认为，

2008 年时值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2011 年

又发生东日本大地震，东芝公司为稳住市

场、股价和队伍的信心虚报成绩。据报

道，6 年间该公司在国内外金融市场共募

集资金超过 1 万亿日元，很多投资者就是

被这些虚假报表欺骗的。也有分析认为，

企业领导层过于强调业绩，设定不切实际

的利润目标，并要求下属完成这些目标。

当目标落空时，便唆使相关财务人员造

假，已有多人指证社长曾鼓励相关人员

“要勇于挑战”，这种鼓动就是怂恿造假，

毕 竟 业 绩 是 社 长 能 力 和 地 位 的 最 好 象

征。更有分析指出，东芝公司有特殊的企

业文化，下级对上级的命令只能不折不扣

地服从，“愚忠”害惨了这家企业。

深入研究才发现，东芝财务造假事件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一是对企业审查、监

管的有效性堪虞。企业业绩是由国内外

子公司及各种经营的收入汇总起来的，每

年的业绩报告除提交董事会外，还要接受

会计审计公司、证券交易检查机构、合作

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审查。日本的审查机

制并不缺位，那么该公司的财务报表何以

能够顺利过关？不排除这些审查机构与

企业“粘连”，发生幕后利益交换的可能。

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难于支撑企业的发

展。东芝公司是世界公认的日本代表性

企业之一，以生产白色家电、电子元件而

著称，还曾最先开发出笔记本电脑。如今

靠造假账“粉饰”业绩，只能说明企业的竞

争力下降。三是企业文化运用不当反而成

为累赘。东芝的虚假报表不只发生在一个

部门，据说问题几乎涉及东芝全公司，众多

业务部门的高层被指参与其中，而且延续

多年。真正的原因就是企业“利益至上主

义”的病根。其实，近年来，奥林巴斯、活力

门等日本知名企业都爆出过虚报财务数据

丑闻，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种“技术操作”

可能已经成为日本企业的通病。

眼下，等待着东芝公司的不仅是商业

道德的谴责，还有棘手的各类官司。根据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靠虚假报告获取

有价证券者将被罚款，投资者也可能以欺

骗罪对其提起诉讼。东芝公司曾经是一家

以诚信为本的百年老店，要想重新拾回经

营道德底线实非易事。

□ 苏海河

今年上半年，俄远东地区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2.7%，达 8300 万吨，其中符拉

迪沃斯托克港货物吞吐量为 610万吨。图为港口繁忙景象。本报记者 廖伟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