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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近日宣布，欧元区 17 国央
行已停止印刷和发行面额为500欧元的
纸币，德国与奥地利央行因故“例外”，将
推迟至今年 4 月底执行上述举措。此
外，欧洲央行还将于今年内发行新版面
额为 100 欧元与 200 欧元的纸币，旨在
提升欧元纸币的防伪能力。虽然欧盟官
方酝酿上述计划已有数年之久，但在欧
盟去年宣布“致力于提升欧元国际地位”
后，这一动向似乎可以被视为欧元“向前
走的一小步”。

500 欧元面额钞票是现行欧元纸币
体系中面额和尺寸最大的纸币。欧洲央
行公布的信息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球
市场上有约 5.2 亿张，总价值超过 2600
亿欧元的500欧元纸币处于流通状态。

单张面值为500欧元的钞票在多数
欧元区国家使用情况一直较为“尴尬”。
消费者若是在普通个人消费时支付500
欧元钞票，收款方往往以“无法找零”或

“难以识别真伪”等理由拒绝接受。更为

重要的是，由于单张价值高，流通与储存
隐蔽，500欧元面额纸币近年来愈发受到
犯罪分子的“青睐”。法国前财长萨潘就
曾称，“500 欧元钞票更多是为非法活动
提供便利，而非应用于老百姓的日常开
销”。为维护单一货币市场秩序，欧洲央
行自2015年起酝酿制定欧元纸币更新计
划，同时部分欧元区国家亦特别设立了欧
元现金交易限制法规，旨在防范洗钱等违
法活动。

根据欧洲央行相关计划，19 个欧元
区成员国央行将于今年内彻底停止印刷
和发行500欧元纸币。此次除德国与奥
地利央行提出“保证货币供给与市场平
稳”需求，特别申请于今年4月26日执行
上述举措外，其余17个成员国的中央银
行已于1月27日停发500欧元纸钞。除

停发500欧元纸钞外，欧洲央行还将于今
年 5 月 28 日起，逐步发行使用新型防伪
技术纸币、统一100欧元与200欧元纸币
规格。

欧洲央行的纸币更新计划同样伴随
着一些争议。此前，包括德国央行在内的
多个欧元区金融机构对纸币更新计划提
出质疑，认为停发500欧元纸币不仅对打
击犯罪作用有限，还有可能损害欧元区内
外市场对单一货币稳定性的信心。部分
欧洲舆论认为，在欧洲银行业存在负债破
产隐忧，长期实行超低利率的环境下，一
些欧洲民众为了“保险”，更加倾向于将大
额货币存放在家中。欧洲央行此番停发
500欧元纸钞，将有助于欧元区银行“吸
收”存放于民间的财富。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近日强调，欧元

纸币更新计划将不会对欧元区正常经济
秩序产生影响。他说，在停发500欧元面
值纸币后，市场上现有的500欧元纸币可
继续行使日常流通与价值储备功能，个人
与企业可随时通过欧元区内的指定金融
机构，将500欧元兑换为其他面额的等值
钞票，欧洲央行不会设定兑换截止日期。

无独有偶，欧盟委员会近日正式开启
了为期两个月的咨询，就如何提升欧元国
际地位问题发起公众讨论。据悉，首次公
众意见咨询将聚焦于欧元在农业、食品、
金属、交通工具和能源等领域的使用问
题。透过此前欧委会主席容克的相关表
述，全面提升欧元国际地位是一个庞大而
艰难的系统工程，首要工作便是“扎紧篱
笆”，先逐个解决欧元区内部的弊端。由
此看来，“换钞”或许只是“万里长征的一
小步”。

多年来，欧盟和欧元在国际舞台上
频频被“好盟友”用美元霸权体系“卡
脖子”，暴露出金融主权与经济实力的巨
大落差。提升欧元国际地位的考量，既
符合欧盟切身利益，也是对全球金融治
理秩序的平衡尝试，值得外界充分关注
与肯定。

消除内部弊端 提升国际地位

欧洲央行启动纸币更新计划开始“换钞”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陈 博

此次欧元区17国央行停止印刷和发行面额为500欧元的纸币，

并逐步发行使用新型防伪技术纸币、统一100欧元与200欧元纸币规

格，旨在提升欧元纸币的防伪能力，解决欧元区内部弊端，为全面提

升欧元国际地位打好基础。

1 月中旬，日本政府内阁会议撤销
了一个月前通过的2019年度财政预算，
重新编制后提交国会审议。政府预算也
回炉，这在日本历史上实属罕见。

统计失误影响重大

事情起源于日本厚生劳动省一项统
计工作失误。该省每月统计企业就业、
工人工资情况，据此测算日本社会平均
工资额，以此作为失业人员、工伤人员及
员工休产假期间领取各种保险补助和对
中小企业补助的依据，其中包括对500
人以上大企业进行全面调查。但是不久
前发现，2004 年以来东京 1400 家大企
业中仅有500家企业提供了调查数据。

厚生劳动省称，由于工作量过大，该
省有关部门擅自改变统计规则，将全面
统计改成了抽查，实际上只调查了三分
之一的企业。由于东京地区大企业较为
集中，工资水平较高，这种统计遗漏造成
了平均工资测算结果低于实际情况，从
而导致有关保险机构发放的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等低于应有标准，约2015万人
因此受到经济损失，并影响了30万家中
小企业领取补助金。

劳动统计是日本国家基本统计数字
之一，是国家经济形势的重要指标，此次
统计失误也影响了 GDP 中工资所得的
统计规模，造成 GDP 统计失实。同时，
这一结果还定期上报给国际劳工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机构，成为

国际社会评判各国经济形势的重要依据，
因此统计数字造假带来了国际信用受损。

事件曝光后，日本政府决定重新修订
相关统计数据，并弥补相关人员所受损
失。为此，在重新编制的2019年度政府预
算中，增加了统计业务等事务性经费 6.5
亿日元。由于财政收入预算已经编制完
成，此项支出的不足部分将由政府通过增
发国债来弥补。此外，需要补发的2015万
人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相关费用为 564
万亿日元、滞纳金37亿日元及相关事务费
用195亿日元则由各保险机构承担。

暴露深层体制弊端

日本政府部门统计失误，反映出的是
日本官僚体制内部深层次问题。首先，统
计队伍减员后却未能提高效率是造成统计
工作投机取巧的主要原因，2006年日本政
府专业统计职员曾超过 5000 人，但随着
机构改革和业务合并，目前统计人员不足
2000人，其中厚生劳动省统计人员从321
人降到不足百人，但工作手段、效率并未
提升。

其次，工作规则无人监督、随意改
变。本来要求全部统计大企业薪金支
出，但在2003年厚生劳动省统计操作纲
领中，却被改成了“在确保统计精确度的
前提下，可以将全员统计改为抽样统
计”，这种随意更改作业方法有违反国家
统计法之嫌。之后，这一表述于2014年
在操作纲领中又被删除，说明其内部已
经意识到不妥。继而2016年在该省对
日本总务省提交的报告中仍坚称“对相
关企业作了全部调查”，说明该省涉嫌故
意掩盖事实。特别是从 2018 年 1 月份
开始，该省对统计结果作内部修改，更说
明该省已意识到数字不准确，却拒绝向
社会坦承实情。事件曝光后的进一步调
查发现，2004 年至 2011 年的原始统计
数据已经销毁，因而今后修订相关统计
报告也只能以2012年至2017年的调查
结果作为参照。由此可见，其修订后的
数据真实性仍值得怀疑。

“坍塌”失误有损形象

在厚生劳动省统计失误曝光后，负

责国家基础统计的总务省全面排查了全国
56 项基础统计，结果发现涉及财务省、经
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多个政府部门22项
统计数据失实。其中，21项未按统计法规
定程序统计，涉嫌违反统计法。虽然总务
省评价认为，这些失实统计不会对国民生
活带来重大影响，无需再次修订国家预算
案。但是，媒体指出由于这些统计结果是
制定国家政策的基础，政府部门随意更改，
将损害国民对政府的信赖。东京新闻在1
月26日的一篇社论中指出，经济统计数字
对外汇市场和股市将带来直接影响，一旦
数字失实，可能引发市场极大波动。国家
统计数字 40%失实更带来日本国际信用
受损。

对于日本政府这一行政失误，日本国
会及舆论界纷纷表示谴责并要求追究有关
人员责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
者会上向国民公开道歉，表示统计失误损
害了政府的信誉，深感遗憾，承诺尽快查清
失误原因，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情
况。日本内阁公布了对厚生劳动省事务次
官等22名相关人员的警告、降薪等处分结
果。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已多次举行专题审
议，调查事实真相，并要求追究历届厚生劳
动大臣等相关人员责任。预计国会在审议
新年度预算时，这一统计失误也将成为在
野党追究政府责任的重点领域。

目前，日本总务省决定在统计委员会
内新设专家会议，重新研究对56项国家基
础统计和其他 233 项一般统计的实施规
则，以保证统计结果的真实性。

政府统计失误 调查操作不当

日 本 国 家 预 算 罕 见 回 炉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近日，第64届布鲁塞尔古董艺术博览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来自世

界各地的133家画廊携上万件艺术品参展，展览将持续至2月3日。布鲁塞尔古

董艺术博览会始创于1956年，是世界上历史悠久、享有盛誉的艺术博览会之一。

图为参观者观看比利时精品漫画画廊展出的漫画作品。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走进古董艺术博览会

“因本国棉纺织业发展
需要，从 2020 年开始，乌兹
别克斯坦将停止棉花出口。”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
耶夫日前这一明确表态，再
度向外界表明了乌希望从传
统产棉大国转型升级为纺织
强国的坚定决心。

乌国家统计委员会数据
显示，2018 年前 11 个月乌
出口棉纤维 11 万吨，货值
2.13 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
1.9%，继续呈下滑态势。同
时，纺织品出口保持高速增
长态势，2018 年前 11 个月
出口 11.78 亿美元，较 2017
年同期增长 15.3%，占出口
总额的10.4%。这组数据反
映出乌棉花产业正在政策引
导下深刻转型。

2017 年 12 月 14 日，米
尔济约耶夫总统签署《加快
纺织和针织工业发展措施》
总统令，从顶层设计上为乌
纺织业未来发展指明了方
向。日前，根据该总统令制
定的《2019—2021年乌兹别
克斯坦纺织业发展战略》也
正式出炉。该战略以坚持出
口导向，使用高技术生产具
有竞争力的技术密集型产
品，鼓励行业引资和创新，强
化产业深度协作等任务为引
领，通过逐步落实相关措施，
争取在 2021 年前实现纺织
工业产值增长六成，布匹、针
织品和袜类产量分别增长 50%、80%和 230%的阶段性
目标，并在2025年前将出口额提升至70亿美元。

乌政府积极谋求从棉花出口向纺织品出口转型主要
有两点原因：一是看重纺织品更高的附加值，二是看到其
自身在纺织领域所具备的巨大潜力。作为传统的棉花种
植大国，乌因地制宜发展纺织业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自产
棉的原料成本优势，还可通过与外国先进技术和资本的
结合，快速实现本土产业升级和推广，带动各地经济
发展。

为加快纺织业发展，乌也在不断为自身创造重要机
遇。在棉花种植端，乌正在大力推动棉花种植提质增
效。一方面通过筛减非宜棉土地，让棉花种植不断向适
宜地区集中，提高棉花种植规模和效益；另一方面通过加
紧兴修水库等措施保障棉花在生长过程中获得充分灌溉
以提升棉花产量和品质。

在加工生产端，政府不断推出的配套政策在为纺织
企业发展提供更好保障的同时，也在快速提升该领域对
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乌纺织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土耳其、
韩国、中国、新加坡和瑞士等多国资本正在积极参与乌纺
织业发展，当前已有超过150家外资参与的纺织企业在
乌经营生产，其中50家是纯外资企业。

除政策因素外，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中亚腹地和欧亚
交通要道的独特区位优势也深受外国投资者重视。乌政
府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明确提出，在发展国际合作过程
中将建立乌纺织工业协会地区代表机构，以辐射独联体
地区、欧洲和东南亚市场。值得注意的是，乌政府近年来
在禁止强制性劳动、提升采棉人员薪资待遇等方面的努
力也获得了国际社会认可。美国劳工部在2018年9月
下旬公布的童工及强迫劳工制品清单中“解禁”了乌兹别
克斯坦生产的棉花。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解禁”乌棉的
利好消息，将为乌纺织品出口欧盟、北美和日本市场奠定
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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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蔡淳报道：津巴布韦税务
管理局日前发布2018年度税收收入报告显示，自2018
年10月初修改转账税征收办法后，该项税收大幅增长，
2018年第四季度共征收16615万美元。2018年前9个
月，该项税收仅为1112万美元。全年累计征收1.77亿美
元，较2017年增长了848%。

资料显示，为提高政府收入，2018年10月1日，津巴
布韦财政部长恩库贝宣布，电子转账税从原先每笔征收
5美分，修订为按转账总额的2%收取。津巴布韦面临现
金短缺问题，该国超过95%的交易支付都是通过银行转
账、刷卡或移动支付等电子转账方式完成。

报告表明，2018年津巴布韦实现税收总收入53.6亿
美元，较当年43亿美元的税收目标高出24.71%。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贝恩公
司日前发布的《2018全球并购市场年
度报告》显示，2018 年全球战略并购
交易金额为3.4万亿美元，较2017年
的 2.9 万亿美元企稳反弹，接近历史
最高点。

报告指出，范围交易（以帮助收购
方获取新能力或开放新产品及服务为
目的）数量在2018年首次超过规模交
易（以帮助收购方扩大规模或产生成
本协同效应为目的）数量。在交易额
超过10亿美元的战略交易中，范围交
易数量占51%，成为过去十年来并购
市场最大的变化之一。

“过去3年，范围交易的强劲增长
对全球并购市场有着深远意义。”贝恩
公司全球合伙人、亚太区兼并购业务
主席梁霭中表示，“这是一个信号，企
业管理者在看待企业未来增长的来源
和价值这个问题上，想法发生了重大
改变。我们预计范围交易将继续保持
增长”。

在范围交易中，以收购新能力为
目的的交易数量飞速增长。2018年，
在交易额超过 10 亿美元的战略交易
中，能力并购占15%，这在2015 年仅
占2%。企业风险投资自2013年以来
增长了 4 倍，证明在小型交易方面这
一趋势更为明显。

津巴布韦转账税收入大涨

本版编辑 徐 胥

全 球 去 年 战 略 并 购
交易额达3.4万亿美元

本报讯 记者蔡本田报道：马来西亚财政部日前宣
布，内陆税收局 2018 年税收达 1370.35 亿林吉特 （约
合 2255 亿元人民币），创下政府直接税收历史最高
纪录。

马来西亚去年原本预计赤字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7%，为近5年来最高值。政府税收创新高使得赤字占
比有望降至3.4%。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也有助于减少去
年上台执政的“希盟”在财税方面的压力。

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林冠英日前表示，2018年税收收
入比 2017 年增加 11.13%，打破了 2014 年 1337 亿林吉
特的纪录。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公司税，为700.36亿林
吉 特 ，占 51.11% ；个 人 所 得 税 360.65 亿 林 吉 特 ，占
26.32%。税收增加主要得益于公司、个人、石油项目、合
作社与印花税等税收收入增加，这些数据反映出2018年
马来西亚经济仍然保持着强劲增长。同时，新政府执政
后为内陆税收局制定的专业税务执法和针对目标群税务
教育计划等税收策略奏效。

马来西亚去年税收创新高

由于日本厚生劳动省一项统计工作失误，导致日本2019年度财

政预算撤回重新编制，并牵扯出财务省、经济产业省等多个政府部门

统计数据失实，反映出日本官僚体制内部深层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