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总理宣布启用《紧急状态法》
应对卡车司机抗议示威

根据日本政府15日公布的初
步统计结果， 日本经济在连续两
年萎缩后转为缓慢扩张， 2021年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上
年增长1.7%。 与其他主要国家相
比， 日本经济复苏明显缓慢， 动
力不足。

根据内阁府报告， 2021年 ，
占日本经济比重二分之一 以 上
的个人消费比上年增长 1 .4%；
设备投资下降0.7%； 住宅投资减
少1.8%； 货物及服务出口增长
11.6%。 从内外需对日本经济增
长的贡献度来看， 当年内需对日
本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7个百分
点， 外需的贡献为1.0个百分点。

新冠疫情反复是拖累去年日
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2021年
日本经济走势明显受疫情影响，
前三个季度日本均因疫情实施了
紧急状态 ， 总时长超过200天 。
其中， 去年第一和第三季度日本
经济两度陷入负增长。

总务省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
显示， 2021年日本家庭消费复苏
乏力， 2人以上家庭的月均消费
支出虽然由上年的大幅下降转为
增长， 但扣除物价因素的实际增
幅仅为0.7%， 尚未恢复至疫情前
水平。 与此同时， 工薪家庭的平

均储蓄率连续两年高企， 侧面印
证日本消费不足。

去年10月紧急状态全面解除
后， 日本第四季度个人消费环比
增长2.7%， 与各界期待的报复式
增长仍有很大距离， 多项消费开
支与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同期相
比差距较大。 与其他主要国家相
比， 消费复苏势头明显偏弱， 没
有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主要动
力。

在个人消费复苏缓慢、 民间
投资和公共投资均陷入疲软的背
景下， 海外需求对日本经济复苏
起到巨大支撑作用。 由于世界主
要经济体明显复苏， 2021年海外
需求增长对日本出口形成极大利
好。 虽然主要出口领域汽车等产
业受供给侧制约普遍出现减产甚
至停产现象， 但总体来看日本去
年出口增长势头明显， 全年货物
出口额增幅达22.1%。 外需对当
年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内需。

多位经济学家表示， 虽然去
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转为正增
长， 按年率计算的GDP增幅达到
5.4%， 但进入2022年后， 日本再
度受到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
株扩散的影响， 多地被迫实施相
当于准紧急状态的 “防止蔓延等

重点措施”， 预计今年第一季度
日本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减速。 如
果疫情进一步恶化， 日本经济甚
至有可能再度陷入负增长。

内阁府此前公布的1月消费
者态度指数比上月恶化2.4个百
分点， 内阁府已据此下调消费者
心理判断基调为 “出现停滞迹
象”。 有经济学家预计这一数据
变化在今后的经济统计中将会有
相应体现。

由于检测能力受限、 疫苗接
种进展滞后 ， 新冠疫情发生以
来， 日本经济持续在低位徘徊 。
放眼全球， 中国经济快速恢复、
美国及欧元区经济均已在去年恢
复至疫情前水平， 日本却未能在
2021年达成这一目标。 经济学家
表示， 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 经
济活动长期受限， 今年第一季度
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政府预期也
有可能无法达成。

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山际
大志郎就当前经济动向表示， 有
必要充分关注奥密克戎毒株感染
升级及原材料价格高企带来的经
济下行风险。 他强调， 日本政府
将加强疫情对策， 努力创造可持
续开展经济社会活动的环境。

据新华社

【国际】09新闻２０22年 2月 17日·星期四│本版编辑 康雪冬│美术编辑 赵军│校对 黄巍│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新华社电 近期 ， 俄罗斯与
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 双方在两
国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事人员
和武器装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基14日表示， 乌克兰需要和平 ，
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所有问题。
俄罗斯总统普京 15日在与到访
的 德 国 总 理 朔 尔 茨 会谈后表
示， 俄方将通过外交渠道与西
方国家就安全保障问题进行对
话。

泽连斯基14日晚在首都基辅
向乌民众发表视频演讲时说， 当
前乌克兰面临国内外严峻挑战，
希望乌人民能够承担对国家的责
任。 他表示， 乌克兰需要和平，
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所有问题。 他
敦促已逃离或计划逃离乌克兰的
各级政府公职人员、 议员履行保

卫国家的职责。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15日

在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乌
方将关注俄方军演后撤军动向，
如果俄国家杜马宣布承认乌东部
所谓的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和 “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 的合
法地位， 俄方将在事实和法律上
退出明斯克协议， 俄方将承担相
应后果。

库列巴说， 一些合作伙伴决
定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金融援
助， 这对于乌克兰经济和金融稳
定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乌克兰最高拉达 （议会） 15
日投票通过了反对支持乌东部民
间武装控制的 “顿涅茨克人民共
和国 ” 和 “卢甘斯克人民共和
国” 获得独立地位的决议。 乌最

高拉达呼吁国际组织重申乌领土
完整不容侵犯， 呼吁国际社会不
要承认关于上述地区独立的决
定。 乌最高拉达还要求召开联合
国安理会紧急会议， 讨论乌东部
局势。

普京15日在莫斯科与到访的
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会谈后的记
者会上说， 俄不希望欧洲发生战
争， 俄方将努力与西方国家通过
外交渠道解决相关问题， 包括北
约停止扩张、 不在俄边境附近部
署打击性武器等， 而关于保证乌
克兰不加入北约的问题应该 “现
在” 就加以解决。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日应
约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
表示， 美国及其盟友煽动的侵略
性言论是不可接受的。 他强调有

必要继续在安全保障方面开展联
合工作， 呼吁美国和北约对俄方
就安全保障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采
取务实态度。

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表示， 俄
南部和西部军区的部队已完成军
事演习任务 ， 当天启程返回驻
地， 而其他武装部队的大规模作
战训练仍在继续， 各军区、 舰队
和空降部队参与其中。

德国总理朔尔茨15日在莫斯
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时
表示， 现在欧洲和平与安全面临
“艰难的形势 ”， 重要的是通过
“良性对话” 解决问题。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15日在访
问西班牙期间表示， 俄方需要有
实际行动给局势降温才能带来希
望， 当前需要密切观察形势， 相

关方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走出危
机。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14日在参
加 法 国 电 视 五 台 一 档 节 目 时
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 “强
大” 军事攻势的所有要素都已
具备 ， 但外交解决方案依然存
在。

勒德里昂表示， 目前俄乌军
事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但没有迹
象表明俄方将很快采取军事行
动， 当务之急是缓和局势。 他重
申， 如果俄罗斯的重大军事介入
损害了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 俄将面临严重的后果和大规
模制裁。

法国目前尚未要求其在乌克
兰的数千名国民离开该国， 仅建
议法国人不要前往乌克兰。

乌希望谈判化解俄乌紧张局势

日本经济缓慢扩张 复苏动力明显不足

新华社电 加拿大总理特鲁
多14日宣布， 联邦政府启用 《紧
急状态法 》 以应对已经持 续 多
日的卡车司机抗议示威活动 。

特鲁多说， 警方将被授予更
多手段处理可能构成非法和危险
活动的公共集会， 以恢复秩序并
保护对经济和就业至关重要的
基 础 设 施 。 此 外 ， 要 求 金 融
机 构 配 合 政 府 有 关 部 门 监 管
并 禁止为非法封锁提供资金或
支持的行为。

特鲁多认为， 目前没有让军
队介入的必要。

1月15日， 加拿大政府宣布

一项新抗疫规定， 要求来往加拿
大和美国的卡车司机在入境加拿
大时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 加
美两国部分卡车司机立即表示强
烈抗议， 随后组成车队向渥太华
“进军 ” 并于1月28日进入渥太
华。

2月6日， 渥太华市长吉姆·
沃森宣布， 由于抗议示威活动对
市民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全市进
入紧急状态。 2月11日， 安大略
省省长道格·福特宣布， 为应对
卡车司机抗议示威活动给渥太华
和温莎市造成的持续封锁， 安大
略省进入紧急状态。

能源价格攀升致欧元区货物贸易逆差创纪录
新华社电 欧盟统计局15日

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受进口能
源价格攀升影响， 欧元区去年12
月货物贸易逆差达创纪录的46亿
欧元， 而2020年同期为货物贸易
顺差283亿欧元。

欧元区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严
重依赖进口。 随着能源进口成本
不断升高， 欧元区贸易顺差急剧
逆转。 数据显示， 去年12月， 欧
元区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
14.1%至2187亿欧元 ， 进口额同
比增长36.7%至2233亿欧元 。 去
年全年欧元区实现贸易顺差1284
亿欧元， 远低于2020年的2339亿
欧元。

另据估计， 去年12月欧盟货
物贸易出口额为1982亿欧元，同
比增长12.5%；进口额为2082亿欧
元，同比增长41.8%，货物贸易逆
差为100亿欧元，而2020年12月为
贸易顺差293亿欧元。去年全年欧
盟贸易顺差为689亿欧元，也远低
于2020年的2158亿欧元。

分析人士指出 ， 近几个月
来， 地缘政治因素进一步推高能
源价格。 欧盟约40%天然气进口
和超过四分之一原油进口来自俄
罗斯。 去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额
增长约三分之二， 使欧盟对俄货
物贸易逆差增长3倍多， 达到692
亿欧元。

俄表示将努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罗马尼亚全国各类文化教
育机构2月15日相继举行多种阅
读活动 ， 迎接该国首个 “全国
阅读日”。 图为在罗马尼亚首都
布加勒斯特 ， 市民挑选免费图
书。 新华社发

罗马尼亚迎来
首个“全国阅读日”

北美洲西南部遭遇1200年以来最严重干旱
新华社电 英国 《自然·气候

变化》 杂志14日刊登的一项新研
究表明， 北美洲西南部地区过去
22年遭遇1200多年以来最为严重
的特大干旱， 该区域的旱情很可
能持续至2022年年末。

研究显示， 自2000年以来 ，
受降水量少和高温天气影响， 北
美洲西南部地区经历异常干旱，
2021年的旱情尤为严重。 自2000
年至2021年的22个水文年， 该地
区的平均降水量比1950年至1999
年50年间水平下降8.3%， 气温较

平均水平升高0.91摄氏度。 这22
个水文年成为该地区至少自公元
800年以来最为干旱的22年。

水文年是指每年10月至次年
9月的12个自然月。

研究指出 ， 自 2000年 来 ，
北 美 洲 西 南 部 地 区 一 直 经 历
旱情， 可部分归因于人类活动造
成的气候变化。 2021年夏天， 位
于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北美洲 两
大水库———米德湖和鲍威尔湖
的水位降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