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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阁府 8 月 16 日发布的今年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速报显示，剔除物价变动因素，GDP 环比增长 0.3%，折

合年增长率为 1.3%。虽然扭转了今年一季度的负增长局面，

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特别是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影响，日本经济

实现真正恢复尚需时日。

据分析，日本经济二季度由负转正，主要得益于出口和设

备投资增加。由于全球经济复苏，日本的出口和企业设备投

资增幅较大，居家需求中家用游戏软件、智能手机消费也有所

增加。其中，二季度企业设备投资环比增长 1.7%，在一季

度-1.3%和 2020年度全年设备投资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逆

转。据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的一项调查，本年度全产业设备投

资计划金额同比增长 12.6%，特别是在低碳减排、数字化等政

策引导下，制造业设备投资计划增长18.6%。

日本政府称，随着疫苗接种率提升，预计秋季以后社会消

费恢复，年底前日本经济将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多数经济

学家认为，日本经济形势尚不明朗。

经济评论家门仓贵史认为，虽然二季度日本经济勉强由

负转正，但受第三次紧急状态影响，餐饮、住宿、娱乐等消费支

出受到抑制。与同期英国 GDP 同比增长 20.7%、美国同比增

长 6.5%的水平相比，日本的经济复苏明显脆弱。日本第一生

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浜利广指出，家庭除房租外的

可支配消费下降 4.2%，工资收入环比下降 1.7%，因此消费动力

明显不足。

国际油价也是影响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2020 年 4

月份，美国西德克萨斯原油（WTI）期货价格曾跌至每桶 37 美

元，但随着经济生产回升，今年 6 月份价格升至每桶 70 美元。

永浜利广分析认为，如果下半年原油价格保持在每桶 70 美元

至 80 美元区间，日本家庭负担将平均增加 2.3 万日元至 2.8 万

日元，相当于消费税提升 1.4个百分点以上。对企业和家庭消

费都将带来较大压力。

多位经济学家感慨，目前的日本经济“不可预测”，虽然民

间智库也预测二季度日本经济将呈正增长，但自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日本经历了 5 次感染高峰，4 次

进入疫情紧急状态，沉重打击了个人消费。消费占日本 GDP

近60%，因此日本经济增长较为乏力。

日本媒体称，由于日本经济形势每月都在变化，预测越来

越难。通常情况下，除非增税前的突击消费或发生自然灾害，

单月经济形势起伏不会太大。经济形势平稳运行，使每季度

GDP预测有章可循。但长期持续的疫情，特别是感染地区、范

围不断变化，使经济预测难以按常识推论。特别是实施紧急

状态后疫情状况改善，社会消费扩大，随着人们社会活动增

加，疫情形势出现恶化，重新发布紧急状态又抑制消费，如此

循环往复，使内需的波幅越来越小。加之德尔塔变异毒株流

行，使疫情趋势更难预测。很多经济学家坦承，“不知道三个

月后经济形势会是怎样”。

日本媒体称，当前困扰经济学家的重要现象是日本经济

的“K型复苏”。所谓 k型复苏是指一些行业或领域景气上扬，

业绩持续好转；而另一些行业则持续恶化，形成不同行业的两

极分化。常规情况下景气向好时，企业效益都会好转。但疫

情打击了日本旅游、餐饮等服务行业，使这一领域持续下滑。

相反，在海外经济复苏的带动下，日本的出口和生产行业出现

较强劲回升，日本人居家办公后家庭生活用品需求增加也带

动了部分行业发展。因此如今观察日本经济难以再一概而

论，这成为疫情之下日本经济的新特征。长此以往，经济分化

必然带来社会两极分化，埋下社会不稳定的祸根。

K 型复苏给日本企业带来两重天。丰田汽车公司日前宣

布，今年二季度营业额同比增长 72.5%，纯利润达 8978亿日元，

均创历史最高水平。考虑到中国、美国汽车市场需求扩大，该

公司预测今年全年销售额将同比

增 长 10.2% ，纯 利 润 将 同 比 增 长

2.4%，利润额将达 2.3 万亿日元。另

外，据日本国税厅统计，在日本政府允许

受疫情影响利润下降企业暂缓缴税政策指

导下，去年4月份至今年2月份企业缓缴税达

32万起，缓缴金额达1.5176万亿日元。

日本经济学家、昭和女子大学研究员崔贞淑指出，

经济的 K型复苏不可持续，如果非制造业持续下滑，必将给制

造业带来不良影响。另外，政府通过财政投资刺激经济时，还

要考虑国债增加对财政恶化的影响。截至 6月底，日本国债余

额达 1220.64 万亿日元，国民人均负债 992 万日元。政府债务

成为压在日本人头上的另一座大山。

面对疫情反复，日本政府显得束手无策。此前安倍经济

学试图通过量宽和大规模财政刺激拉动国内需求。疫情以

来，日本政府不断加码金融政策，近乎达到“直升机撒钱”程

度，但效果有限。“促进旅游”被媒体称为政策失败的典型案

例。去年日本第一次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日本政府将旅游作

为拉动经济的重要抓手，投入巨额补助金刺激旅游消费。日

本政府去年 3次补充预算，共计列支促进旅游补助金 4.7419万

亿日元。但旅游引发疫情扩散，今年初被迫中止此项目。据

京都大学教授西浦博研究小组测算，促进旅游业务开始后，病

毒感染率达 6 倍至 7 倍。结果是人员流动助长了疫情扩散。

一些经济学家称，政府在尚未看清经济和疫情前景时，在“加

油门”和“踩刹车”之间不断交替变换，至今未找到促进经济复

苏的有效路径。

经济界认为，加快普及疫苗接种，彻底控制疫情，是日本

恢复经济的唯一途径。与政府的乐观预测不同，一些经济专

家预测，日本经济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可能要到明年中旬。

日本经济增速由负转正
——国际经济形势面面观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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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称，随着疫苗接种率提升，预计秋季以后社会消费恢复，年底前日本经济将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但经济界认为，日本经济形势尚不明朗，实现真正恢复尚需时日。加快普及疫苗接种，彻底控制疫情，是日本恢

复经济的唯一途径。

日前，南非茨瓦内理工大学教授兼

英国牛津大学技术管理发展中心高级研

究员马莫·穆奇在南非主流媒体《星报》

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中取得突出成就，但一些国家执意

炒作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假说，企图

抹黑和嫁祸中国，阻挠国际抗疫合作。

文章强调，国际社会应该以科学的方式

进行病毒溯源，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全球

抗疫成果。

马莫·穆奇在这篇题为《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反思》的文章中称，新冠肺炎疫情

大流行已经显著改变了世界，各国都在

努力克服和战胜这场经济与社会危机。

中国作为全球抗疫的楷模，为世界抗击

疫情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科学家在第

一时间分享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帮

助开发了检测试剂，这为后期不同种类

新冠疫苗的研发奠定了基础。中国医生

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诊断、治疗和

预防措施，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

经验。中国还向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国

家捐赠了数以亿计的个人防护设备和疫

苗，助力非洲抗击疫情。

“新冠病毒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全新

的病毒。当疫情暴发之时，我们对它几

乎一无所知，尤其是它的起源、特征和传

播途径等。”文章提到，面对疫情，一些国

家执意走政治化、污名化和意识形态化

的道路。一些美国政客声称该病毒是在

武汉的实验室中人为制造的，但却无法

证明这一点。其炒作“实验室泄漏”假说

的目的昭然若揭，那就是阻挠病毒溯源

国际合作，摆脱国内抗疫不力的责任，并

借机抹黑和嫁祸中国。

文章指出，国际社会应该以科学的

方式而不是政治的方式进行病毒溯源。

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不应被政治

化、污名化和意识形态化。世界各地的

科学家应紧密合作，寻找新冠病毒的真

正起源。今年年初，世卫组织发布了一

份关于世卫组织与中国联合研究新冠病

毒起源的报告，该报告分析了新冠病毒

的 4种传播方式，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其中包括“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这是

病毒溯源工作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文章注意到，近期，世卫组织计划进

行第二阶段的病毒溯源研究。这项研究

是十分必要的，但应该在第一阶段溯源

的基础上进行，并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可

能的早期病例，进一步了解冷链和冷冻

食品在病毒传播中的作用。“没有必要再

浪费更多的时间在那些有明确结论的研

究内容上，如‘实验室泄漏’假说。”

“疫情暴发是一场自然灾难，任何国

家都不应该因首次报告新的病毒而受到

指责。”文章强调，人类应该做的是提高

应对灾难的能力、减少灾难对人类的影

响。埃博拉、艾滋病等传染病的暴发就

是前车之鉴。各国应紧密合作，对本国

公民的健康和世界的发展承担更多的

责任。

文章说，诸多证据表明，由于对待病

毒的消极态度，一些国家遭受了一波又

一波的疫情冲击，导致病毒在其本国和

世界其他地区迅速传播。如果我们不得

不把疫情期间的损失归咎于某些人或某

些国家，那我们应该指责的，是那些不关

心本国人民、没有采取正确行动遏制病

毒传播的个人或国家，而不是那些首先

报告病毒的国家。

“疫苗民族主义是抗疫中存在的另

一个问题。”文章认为，新冠疫苗是全球

公共产品，一些发达国家不应该大量囤

积，而是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

洲国家公平地获取疫苗，不应让任何需

要疫苗的国家掉队。否则，全球抗疫努

力将被破坏，疫情将永远不会结束。文

章最后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求同存异、团

结一致，创造一个没有新冠肺炎疫情，人

民健康、社会安全的世界。

南非茨瓦内理工大学教授马莫·穆奇：

应以科学方式进行病毒溯源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田士达

本报柏林讯（记者谢飞）德国联邦统计局近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 月份德国消费者价格指

数（CPI）较 去 年 同 期 上 涨 3.8% ，环 比 上 涨

0.9%。数据显示，德国物价水平呈加速增长趋

势。今年 6 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速为

2.3%，而 7月份同比增速迅速升至 3.8%，达到 27

年来的最高值。德国联邦银行（央行）行长魏德

曼近日表示，德国 CPI 增速可能达到 5%，但他

认为此轮物价上涨仍为短期现象。

尽管专家一再表示当前德国物价上涨速度

加快不具有可持续性，且不会给德国经济带来

系统性风险。但随着物价连续多月保持相对较

高的增速，市场上的担忧情绪明显上升。

分析认为，当前推高物价的因素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能源价格迅速上涨导致整体

物价水平升高。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

球油价大幅下跌，今年油价有所反弹，全球能源

价格较去年明显回升。二是全球供应链瓶颈仍

然存在，导致原材料和零部件等产品价格在高

位运行，致使企业生产成本不断升高。三是德

国消费税减免政策结束，使物价较去年出现明

显增长。去年疫情期间为了刺激消费，德国政

府降低了增值税税率。今年该政策取消，使得

物价反弹。

值得关注的是，近来全球航运市场受疫

情、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出现价格持续大幅

上涨的走势，成为物价水平进一步升高的重要

推手。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海运运力不

足，运费上涨，导致运输成本大幅上涨。数据

显示，国际海运价格已连续 17 周上涨。近期

德尔塔变异毒株快速蔓延，导致全球多个重要

港口出现严重拥堵，对海运业带来进一步冲

击，可能加剧全球供应链紧张局面。

在运力紧张和供应链瓶颈仍存的情况下，

为了保障原材料供应稳定，德国企业开始采取

“预防性措施”，大幅增加原材料库存。不少企

业将原材料库存由疫情前的 3 个月至 6 个月提

高到6个月至12个月。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

推高了海运市场行情。

此种情形之下，德国汽车、机械制造、钢铁

等行业纷纷调低了今年下半年的业绩预期，不

少企业表示产品价格继续上涨已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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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全球抗疫的楷模，为世界抗击疫情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些国家炒作“实验室泄漏”假说的目

的昭然若揭，那就是阻挠病毒溯源国际合作，摆脱国内抗疫不力的责任，并借机抹黑和嫁祸中国。国际社

会应该以科学的方式而不是政治的方式进行病毒溯源。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不应被政治化、污名

化和意识形态化。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应紧密合作，寻找新冠病毒的真正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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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人们戴着口罩在日本东京新宿车站

附近出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