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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取消对俄制裁还要多久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１日宣布
再次推迟上调消费税率， “安倍
经济学” 即被贴上失败的标签 。
国际财经界人士及媒体普遍认为，
未对症下药， 其效果不彰令 “安倍
经济学” 黯然失色， 其更可能将日
本经济带入未知的 “黑洞”。

安倍当天宣布将第二轮消费
税增长计划推迟两年半至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起实行。 安倍解释道， 为避
免进一步导致国内个人消费下
行， 日本政府作出了再次推迟上
调消费税的决定。

这是安倍政府自２０１４年４月
初将消费税从５％提高至 ８％后 ，
第二次推迟增税 。 按照初始计
划， 第二轮增税本应于２０１５年１０
月起执行。 不过， 由于第一轮增
税后经济下滑、 消费遭受重创，
日本政府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宣布将增税
计划推迟至２０１７年４月。

就在两个月前 ， 安倍还曾坚
称会推进上调消费税计划， 除非日

本遭遇天灾或像雷曼兄弟破产那
样大的经济打击。 如今再次推迟增
税， 如同一记耳光打在安倍脸上。

彭博社就此评论说， 安倍推
迟上调消费税的决定是政策大逆
转， 此前安倍曾表示其政策可以
让日本经济足够强劲以承受消费
税提高的冲击。 这一决定会引发
外界对日本政府能否控制其债务
规模的质疑， 也将使日本失去为
其不断膨胀的社会福利开支融资
的一个来源。

日本政府债务率在１９９１年时
仅为不到９０％， 安倍上任时攀升
至２３６％。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等机构测算， 日本政府债务率
目前或已升至２５０％， 而且还有
不断攀升的趋势。 对于再次推迟
上调消费税，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
警告说， 这一决定将会损害日本
政府偿债承诺的可信度。

美国 《华尔街日报》 撰文指
出， 安倍就职时曾誓言将带领日

本经济重回健康增长轨道， 并赢
得抗通缩之战。 如今， 再次推迟
增税令外界对其是否有能力兑现
承诺存疑， 也令日本政府减轻财
政负担的目标更难实现。 报道援
引市场分析人士的话说， 投资者
不再认为 “安倍经济学” 能够成
功， 日本政府对经济难题缺乏新
的解决方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６月１日
发布报告说， 包括日本在内的发
达经济体过于依赖货币政策提振
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
革成为施政短板。 事实证明， 仅
靠货币政策不足以拉动 经 济 长
期 增 长 ， 货 币 政 策 带 来 的 扭
曲 效 应 也 日 益 凸 显 。 报 告 认
为 ， 对日本来说 ， 促进经济增
长、 实现财政可持续的关键在于
结构性改革。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不
久前在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举
办的一场活动上也指出， 日本面

临深层经济挑战， 需要动用财政
政策、 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
所有政策工具。 但日本政府并未
协调好这些政策工具的使用， 对
货币政策的依赖过多， 而在结构
性改革方面进展太慢。

以超宽松货币政策以及财税
和结构性改革为支柱， “安倍经
济学” 旨在让日本经济摆脱长久
以来的通货紧缩。 为此， 日本央
行设定了２％的通货膨胀目标并
频放 “大招”， 希望借此刺激经
济增长、 拉高物价水平。 但囿于
结构性困局 ， 与消费税情况相
似， 通胀目标实现时间表也被一
再推迟。

《日本时报》 网站刊登评论
认为， “安倍经济学” 的政策措
施治标不治本。 日本央行印钞计
划造福了对冲基金， 而不是日本
家庭， 也让建立日本硅谷和掀起
初创企业浪潮的承诺化为泡影。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１日确认 ， 该校工
程学院当天发生枪击事件， 两
人死亡， 其中一人为枪手。 目
前学校方面和警方尚未公布两
名死者身份。

校方说， 当天上午１０时左
右， 警方接到枪击警报。 随后
学校关闭， 警方封锁了附近路
段。 电视台的现场画面显示 ，
枪击事件发生后， 学校内工程
４号楼、 与其通过空中走廊相
连的贝尔特楼、 数学科学楼内
的人员被疏散。

洛杉矶警方证实， 枪手实
施枪击后自杀身亡 。 警方表
示， 这起枪击案后没有收到其
他枪击事件的报告， 该学校目
前已 “安全”。 中午１２时０５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宣布重新
开放， 但当天课程取消。

新华社电 美国疾病控制
和预防中心６月１日公布初步数
据显示， 美国年度人口死亡率
在２０１５年结束了长达９年递减，
在过去１０年中首次出现增长。

数据显示， 除去人口年龄
构成的因素， 美国人口死亡率
在 ２０１５年 为 １０万 分 之 ７２９．５，
而２０１４年为１０万分之７２３．２。

数据还显示， 包括枪支暴
力、 自杀、 老年痴呆症、 药物
过量、 中风等造成的死亡率上
升， 推动了人口死亡率在２０１５
年的增长。 但同时癌症、 艾滋
病导致的死亡率较２０１４年有所
下降。

美国疾控中心负责监控人
口死亡率的专家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 尽管２０１５年人口死
亡率１０年内首次出现增长， 但
仅靠一年的数据尚不能证明美
国人口死亡率发展出现新趋
势。 该中心将密切关注２０１６年
的美国人口死亡率数据。

美年度人口死亡率
十年内首次上升

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发生枪击事件两人死亡

“安倍经济学”正将日本带入“黑洞”

6月1日，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
塞尔的地标性建筑原子球前， 顾
客在 “空中餐厅” 就餐。 “空中
餐厅” 2006年诞生于两位比利时
企业家的奇思妙想和合力创作，
10年来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
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巡回举办
过。 一般情况下， “空中餐厅”
每次只有1张餐桌。 为庆祝活动
举办10周年， 本次 “空中餐厅”
同时提供了10张餐桌， 可同时接
待220名顾客在50米的高空中就
餐。 新华社发

“空中餐厅”
10岁了！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莫盖里尼计划２日访问波兰，
与波兰领导人讨论对俄制裁等问
题。 欧盟对俄罗斯制裁措施将于
７月到期， 欧盟领导人将在６月底
讨论是否延长制裁。 目前， 欧盟
内部对这一问题看法不一。

分析人士认为， 欧盟很可能延
续目前的制裁措施， 但也会考虑逐
步取消制裁。 对俄罗斯而言， 尽管
俄方欢迎尽早解除制裁， 但不会
视此为对欧政策的 “必选项”。

立场软化
从２０１４年３月欧盟首次对俄

实施制裁到之后数次扩大并延长
制裁， 欧盟成员国目前在是否延
长制裁问题上分歧越发明显。 波
兰、波罗的海三国、英国和瑞典坚
决主张继续制裁俄罗斯， 塞浦路
斯、希腊、意大利、斯洛伐克、匈牙
利等国呼吁部分或全部取消制
裁，法国、德国则态度暧昧。

欧盟高级官员重申， 取消对

俄制裁应与落实明斯克协议挂
钩， 在明斯克协议落实之前欧盟
应延续对俄制裁。 莫盖里尼不久
前表示， 明斯克协议目前还没有
得到落实， 今年７月到期的对俄
制裁措施将延续至夏季之后。

与此同时， 欧盟决策层近来
也开始考虑解除制裁。 俄罗斯媒
体报道，欧盟官员日前透露，对俄
制裁在今年７月可能是最后一次
延长，在今年年底可能部分解除。

两败俱伤
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主要分

为外交制裁、 经济制裁以及对相
关个人和机构采取禁止入境和资
产冻结等制裁手段， 其中经济制
裁影响最大。 俄罗斯也对欧盟采
取了反制措施， 主要包括限制进
口欧盟农产品。

在经贸领域， 俄罗斯是欧盟
第三大贸易伙伴， 欧盟是俄罗斯
第一大贸易伙伴。 欧盟还是俄罗
斯主要投资来源地。 俄欧经济依

存度极高， 制裁的 “杀伤力” 对
双方都很大 。 据欧盟委员会估
算， 对俄制裁和俄罗斯反制措施
令欧盟ＧＤＰ在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分
别减少０．３％和０．４％。 法国等农业
大国出口损失惨重， 德国、 波兰
等国数十万就业岗位受到威胁。

博弈难消
围绕制裁问题， 俄罗斯最近

外交动作频频， 俄外长拉夫罗夫
和总统普京先后访问匈牙利和希
腊。 ５月２５日， 普京签署特赦令，
释放乌克兰女飞行员萨夫琴科。
对于俄方主动抛出的 “橄榄枝”，
西方普遍表示欢迎。 分析人士
指出， 为摆脱经济困境， 俄罗斯
向西方示好， 争取西方在制裁问
题上进一步缓和立场， 这对缓和
双边关系会发挥积极作用。

普京日前表示， 俄欧作为伙
伴， 需进行平等和公平的对话以
解决分歧， 双方 “没有解决不了
的问题”。

俄前财长库德林近日向普京
呼吁， 俄罗斯应减少地缘政治紧
张， 降低政治风险， 以融入国际
生产链并吸引外资。

但分析人士认为， 克里姆林
宫的决策者更看重地缘政治利
益， 俄罗斯不会因经济困难而牺牲
一步步被蚕食的地缘政治利益。

拉夫罗夫近日多次就制裁问
题表态。 他说， 西方何时取消制
裁对俄方并不重要， 其单方面制
裁不会迫使俄方放弃原则， 牺牲
国家利益。

分析人士认为， 俄罗斯不会
因制裁而在对乌政策上作出根本
调整， 俄罗斯和西方围绕乌克兰
问题的地缘政治博弈不会停止。

在北约和欧盟双东扩的背景
下， 乌克兰成为俄方不可逾越的
“红线”。 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在
乌克兰建立联邦制， 确保乌克兰
不加入北约。 在此战略目标达成
之前， 俄罗斯会继续与西方进行
博弈。 据新华社

几个月来， 为迫使政府撤
回劳动法修改草案 ， 法 国 工
会在全国发动了一波又一波
的示威游行和罢工浪潮 ， 甚
至 连 炼 油 厂 、 油 库 、 核 电
站 、 垃圾处理厂等关键部门也
受到了波及。

面对声势浩大的示威和抗
议 ， 法国政府逐步作出让步，
去掉当初提出的一些强硬措施。
而政府的让步又令企业主不满。
企业主希望在雇员解雇 、 工时
制定等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利。

分析人士认为， 这种情况
凸显出， 在左翼势力强大的法
国改革僵化的劳动力市场难上
加难， 因为没有人会愿意别人
“动自己的奶酪”。

法国一些媒体则认为， 法
国应该效仿德国１０多年前对劳
动力市场的改革。 施罗德在担
任德国总理期间于２００２至２００３
年改革了德国劳动力市场， 使
得德国经济保持了活力， 至今仍
受益。 但施罗德改革遭遇了阻力，
工会组织和反对党对施罗德政
府的批评不绝于耳， 施罗德最
终因其经济改革触动了许多人
的利益而下台。 据新华社

劳动法改革之争
持续影响法国

———日本经济政策转向引全球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