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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七月政令”，确定了为使俄罗斯实现突破性发展、提高

公民生活水平的重点任务目标。“七月政令”无疑是“五月政令”的后继者，两者间的差异

凸显俄罗斯高层在新冠肺炎疫情压力下，对本国经济社会该走向何方的新思考。7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关于
203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发展目标的法令》
（以下简称“七月政令”），确定了为使俄罗斯
实现突破性发展、增加国家人口、提高公民
生活水平、创造舒适生活条件以及发掘个人
才能的重点任务目标。

此前，普京在2018年5月份开启第四个
总统任期时，签署了关于俄罗斯长期战略发
展目标的总统令（以下简称“五月政令”）。
前后两个政令被俄罗斯社会形象地用发布
月份命名。“七月政令”无疑是“五月政令”的
后继者，但绝对不是简单继承和延续。两者
间的差异凸显俄罗斯高层在新冠肺炎疫情
突如其来的压力下和持续不断的俄美对抗
中，对本国经济社会该走向何方、到达何处
的新思考。

化繁为简 提纲挈领

“五月政令”中一共给出了9大发展目标
和12大发展方向，每个发展方向还列出了具
体“验收指标”和需解决的任务。“七月政令”
则化繁为简，将12大发展方向整合至5大发
展目标中，缩减验收指标并删除具体任务：

“人口”与“卫生保健”被整合至“维持人口，
维护人民健康和福祉”目标下；“教育”“科
学”与“文化”被整合至“保障公民实现自我
和发展才能的机会”目标下；“住宅和城市环

境”“生态”与“安全和高质量的公路”被整合
至“提供舒适和安全的生活环境”目标下；

“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支持”“中小企业和自主
创业支持”与“国际合作与出口”被整合至

“保障受尊重且高效的劳动和成功经营”目
标下；“数字经济”更名为“数字化转型”。总
体而言，新的国家发展目标给予了俄罗斯更
明确的发展方向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明确重心 关注民生

整合了12大发展方向后，发展重点更鲜
明、更突出。“五月政令”中的“人口”“教育”

“住宅和城市环境”“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支
持”“数字经济”等方面内容被较完整地保留
下来，显示以人为本的新国家发展目标理
念。俄罗斯希望保持人口增长、提高人均预
期寿命至78岁，跻身世界十大教育强国、十
大研发强国，每年至少改善500万个家庭的
生活环境，中小企业及“个体户”从业者需增
加到2500万人。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始终
独占一席之地，可见俄罗斯欲在经济和社会
领域主要行业早日实现“数字化转型”。

先进的全民健身理念也是“七月政
令”的亮点之一，2030年前参加系统性体

育运动的公民比例将提高至70%。俄罗
斯总理米舒斯京对此表示：“没有什么比
国民健康福祉、个人发展和下一代的幸
福更重要。”

量力而行 知难而“推”

回看2018年的“五月政令”，未免过
于“尽善尽美”。最为突出的要数“俄罗斯
联邦成为世界五大经济体之一”目标。然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
2019年GDP总额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
为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和印度。俄罗斯
位列第十一名，GDP总额为1.69万亿美
元。而据俄经贸发展部初步估计，2020年
俄GDP将萎缩4.8%。

现实迫使俄在制定发展目标方面更
加务实，删除了位列全球经济5强、通货膨
胀率控制至4%水平、劳动生产率年均增
长5%等目标。同时，原定于2024年前验
收的目标被“宽限”至2030年前完成。

政府响应 央行先行

俄罗斯总统助理、前俄经济发展部部

长奥列什金表示，总统责成俄罗斯政府在3
个月期限内根据“七月政令”调整大型国家项
目计划，并亲自过问有关计划落实情况、相关
指标达成度。

米舒斯京在俄国家杜马作政府工作报告
时表示，俄政府将积极配合杜马在秋季完成
对大型国家项目计划的修订。他说：“国家项
目的实现将更加注重改善公民生活品质，以
具体的、有意义的成绩为目标。”

目前，俄罗斯央行已先行一步，于7月24
日将基准利率下调25基点至 4.25%，创下
1991年以来新低，以创造对俄企业、个体户
更宽松有利的经商环境。

达成目标 挑战颇多

虽然长期发展任务和战略目标缩减、期
限延长，但考虑到俄罗斯目前面临的国内外
经济、政治局势，要完成“七月政令”挑战
颇多。

从短期来看，俄罗斯尚未走出疫情影响，
一度每日新增确诊病例6000例左右，各地疫
情多有反复，复工复产有待时日；2020年度
GDP大幅缩水、油价波动导致石油收入减少，
这将使俄政府“囊中羞涩”，大型国家项目融
资情况堪忧。

长期来看，俄美关系难见曙光，美欧串
联制裁加码不断；地缘形势不明，乌克兰东
部问题尚未平息，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冲突
再起；“去能源化”问题也将压制俄罗斯经
济发展的上限，考验俄罗斯政府的决心与
勇气。

应对疫情重压 颁布“七月政令”

俄罗斯调整国家发展目标
本报记者 赖 毅

澳大利亚财政部日前发布的《经济和财
政更新》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给澳经济和
财政带来了严重冲击。经济已经陷入衰退，
失业率继续上升，预算赤字创下二战以来最
高水平。

预算赤字持续攀升

澳国库部长乔什·弗莱登伯格表示，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政府迅速果断采取行动，为
加强卫生系统以及减轻数百万家庭、企业所
受打击提供了大规模财政支持，截至目前已
达2890亿澳元，相当于澳GDP的 14.6％。
政府推出的减税计划使2019/2020财年（每
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的税收减少了
317亿澳元，2020/2021财年的税收也将减
少639亿澳元。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
付款变化，又增加了157亿澳元支出。因此，

曾经预期2019/2020财年预算盈余变成
了858亿澳元赤字，2020/2021财年预算
赤字更将达到1845亿澳元，接近GDP的
10％。澳大利亚债务水平将显著增加。

到2020年6月30日，澳政府净债务
预计将达到 4882 亿澳元（占 GDP 的
24.6％），到2021年6月30日将增至6771
亿澳元（占GDP的35.7％）。但是，与其他
国家相比，澳大利亚债务占GDP的比重仍
然较低。

负增长时间超预期

统计显示，澳大利亚经济在2020年第
一季度已经收缩了0.3％，预计二季度实际
GDP将急剧下降7％，2019/2020财年经
济增速将为-0.25％。随着政府逐步放宽
疫情防控限制措施，二季度后期经济复苏
已呈现一些积极迹象，预计三季度经济活
动开始增加，经济将增长1.5％。但是，政
府将从9月份开始削减留职补贴和求职补
贴计划，因而2020年四季度和2021年一

季度经济增长很可能又成负数，预计2020/
2021财年经济增速为-2.5％。

按自然年计算，预计2020年GDP将下
降 3.75％。但 2021 年后两个季度将出现
大幅增长，从而使2021年经济总体增长达
到2.5％。

失业率将继续上升

受疫情影响，澳大利亚2020年二季度全
国各地丢失了约70.9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
从5月份的7.1%上升至6月份的7.4%。预
计失业率将在2020年四季度达到峰值，约为
9.25％。从 2021 年初开始逐渐下降，到
2021年二季度约为8.75％。

同 时 ，工 资 增 长 预 计 也 将 下 滑 。
2019/2020财年下调至1.75％，2020/2021
财年下调至1.25％，远低于去年年中《经济和
财政更新》设定的2.5％，这是澳大利亚统计
局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工资年增长水平。由于
工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1.25%）相当，因
而实际上工资没有增长。

预计商业投资在2019/2020财年下降
6%，2020/2021财年萎缩12.5％；住房投资
2019/2020财年下降10%，2020/2021财年
将大幅下降16%。受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影
响，对外贸易在2020/2021财年也将下降超
过12％。

主权评级维持不变

全球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表示，对澳大利
亚的AAA评级和负面展望保持不变。该评
级机构表示：“这反映了我们的预期，即2021
财年澳经济将开始从衰退中复苏。预计在未
来几年内，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将好于2021
财年出现的巨额赤字，并且相信政府将继续
遵守财政约束。”

惠誉国际评级也对澳大利亚维持了
AAA评级，前景展望为负面。该机构表示，
未来评级将主要取决于澳政府管理公共财政
的中期表现，并将密切关注澳政府通过结构
改革来重建财政缓冲计划，以评估这是否将
使政府债务GDP占比在中期内下降。

疫情冲击效果显现 经济已经陷入衰退

澳大利亚预算赤字创“二战”后新高
本报驻堪培拉记者 李学华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7月28日，国际航空运
输协会（IATA）发布的全球航空货运市场6月份数据显示，国
际航空货运形势有所改善，但恢复速度低于相关预期。

报告指出，今年 6 月份全球航空货运需求同比下降
17.6%，较5月份20.1%的同比降幅略有改善；全球航空货运
运力同比下降34.1%，与5月份34.8%的同比降幅大致相当。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航空客运停运，6月份国际航空货运
腹舱运力同比下降70%，但通过扩大货机使用，货运运力增
加了32%。

报告说，今年6月份全球制造业需求稳定，采购经理人指
数（PMI）中的新出口订单比5月份上升11个百分点，反弹至
今年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自1999年该指数使用以来
的最大月度增长。报告列举了今年6月份全球各区域航空货
运表现，指出所有地区航空货运在6月份都出现了下降。欧
洲和拉美航空公司航空货运量同比降幅最大，亚太和中东航
空公司货运量同比降幅略小，北美和非洲航空公司货运量同
比下跌较为温和。

国际航协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朱尼亚克表示，目前航空
货运市场比客运市场健康得多，但开展业务仍面临极大挑
战。虽然经济活动在疫情封锁措施解禁后重新开始，但需求
并没有得到重大提振。由于客运业务复苏非常缓慢，导致货
运运力紧缩现象仍在继续。

国际航协货运业绩报告显示

全球航空货运继续

处于缓慢复苏阶段

本报雅典电 记者曲俊澎报道：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埃森
哲日前发布《创新的燃料：希腊的5G竞赛》调查报告说，2022
年至2028年，5G发展将拉动希腊GDP增长1.2%，约41.8亿
美元，并创造约31000个新的工作岗位。在网络等配套基础
设施顺利发展情况下，由5G拉动的GDP增长可能达到62.7
亿美元，并创造约46000个新工作岗位。报告认为，5G将是
希腊未来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和主要驱动力，并能使希腊“跨越
式”迈向后数字时代。5G技术将不仅能够发展希腊现有通信
网络，而且还能创新应用和商业模式，从而创造成千上万的新
工作机会，并为GDP增长作出重大贡献。

根据报告对600名希腊人的抽样调查，希腊消费者对5G
的认知度非常高（92%）。有76％的人认为希腊成为东南欧
地区5G领先国家非常重要。希腊消费者对各种支持5G的
应用和服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中包括远程医疗保健、AR
现实技术、4K或8K视频流和智能城市发展等。尽管高昂的
通信成本是消费者的担忧之一，但仍有43％的人愿意为5G
服务支付溢价，以改善通信体验。同时，高昂的通信费用
（65%），智能手机的购置成本（51%）以及电磁辐射带来的健
康风险（59%）被认为是希腊5G普及的主要障碍。

埃森哲发布报告说

5G将拉动希腊GDP

增长1.2%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据惠誉评级公司旗下
惠誉解决方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
造成的严重冲击，新加坡外部需求可能大幅下滑，今年的经常
项目盈余 GDP 占比将由 2019 年的 17.3％明显收窄至
12.9％，有可能接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水平。

报告指出，一般情况下货物贸易顺差对经常项目的盈余
贡献最大，新加坡经常项目盈余下跌的部分原因是在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下，货物贸易顺差减少。新加坡今年第一季度货
物进出口差额同比下降13.1％至270亿新元，贸易顺差减少
拖累了经常项目盈余增加。货物进出口差额占GDP比重由
去年同期的27.6％下降至20.2％。

报告认为，受外部环境影响，新加坡出口增长降幅大于进
口，预计今年出口和进口下降幅度分别为10％和8.5％。由
于供应链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进口物品价格上涨，但
进口将保持相对稳定，下降空间有限，原因是政府需要维持充
足的食品和医疗用品等物资库存量。

新加坡经常项目盈余

GDP占比明显收窄

科威特政府日前决定，该国将从28日起进入复工复产第
三阶段，恢复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最多50％的工作，包括重
新开放酒店和度假村、恢复出租车运营等。图为在科威特首
都科威特城，一名出租车司机帮助乘客乘车。（新华社发）

科威特进入复工第三阶段

7月28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市中心的最高气温达到37．2摄氏度，不少市民
戏水消暑。图为当日一名女子骑车经过维也纳一处广场的喷水设施。

新华社记者 郭 晨摄
维也纳遭遇高温天气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田士达报道：日前，

中国驻津巴布韦使馆向津
政府和执政党津巴布韦非
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
（津民盟）移交了一批抗疫
物资，包括中国政府向津
政府捐赠的检测试剂盒以
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向
津民盟捐赠的医用口罩和
手套等。

津巴布韦总统、津民
盟总裁兼第一书记姆南加
古瓦在交接仪式上对中方
抗疫援助表示由衷感谢。
他说，疫情发生以来，该国
陆续收到了国际社会的捐
赠，但积极回应津抗疫诉
求、源源不断向津方提供
技术和物资支持的只有中
国，这正是两国高水平友
谊的写照。

目前，疫情在津巴布
韦不断蔓延，该国面临检
测不足、物资短缺的严峻
挑战。姆南加古瓦表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捐赠的这批物资犹如
雪中送炭，将对津方更好地控制疫情传播、维
护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郭少春表示，中国
将与津巴布韦携手抗击疫情，并为津方抗疫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中方愿同津方
加强沟通协调，稳步推进双边重点合作项目
复工复产，助力津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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