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根廷总统米莱去年12月就
职以来， 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挽救
经济的“休克疗法”改革措施，以
期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胀。其
中， 米莱政府提出的两大主要改
革举措目前由于国会程序仍悬而
未决。

当前， 阿根廷实现连续两个
月财政盈余， 通货膨胀压力有所
缓解， 但失业人数增多、 工业生
产下降、 物价上涨等困境依然存
在。 分析人士认为， 改革能否获
得国会支持 、 通胀能否得到控
制、 民众焦虑能否平复， 仍是米
莱政府面临的挑战。

改革前景不确定
米莱在执政首月推出两项主

要改革举措， 即名为 “阿根廷经
济重建的基础” 的必要紧急政令
和名为 “阿根廷人自由基础和起
点” 的综合法案， 分别涵盖对数
百条法律和规定的修改或废除，
旨在放松政府和法律对经济领域
的管制， 减少财政赤字， 便利进
出口贸易。 此外， 米莱还让阿根

廷货币比索大幅贬值。
3月14日， 阿根廷参议院投

票否决了米莱签署的必要紧急政
令， 这项政令随后将交由阿根廷
众议院审议投票。 根据阿根廷法
律， 即使该政令被参议院否决，
只要众议院投票通过， 这项政令
也可生效； 如众议院投票否决，
这项政令将彻底无效。 米莱推出
的综合法案先前也未获国会通
过， 目前正计划修改法案条款，
以再次提交国会审议。

分析人士认为， 米莱改革的
阻力主要来自左翼和工会， 目前
由于执政党和左翼反对党在两院
都不占多数， 米莱仍需争取中间
党派支持以推动改革落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
究所副研究员孙洪波认为， 米莱
政府有意进行一场系统性、 激进
式改革， 但目前相关改革举措面
临各种政治制衡。 总体看， 米莱
政府正面临执政联盟内部、 左翼
政党、 地方、 工会等多种力量的
掣肘， 其激进改革前景存在较多
不确定性。

民生困境待缓解
近日， 诸多消息被阿根廷政

府视为利好： 阿根廷中央银行下
调基准利率至80%、 连续两个月
财政盈余、通胀压力有所缓解、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再向阿根廷
提供47亿美元贷款、 阿根廷完成
超500亿美元债务置换等 。尽管
如此， 阿根廷民众仍然受到失业
增加、物价上涨等问题困扰。

3月，阿根廷人迎来复工开学
的日子， 不少人却接到被辞退的
电话。阿根廷媒体报道说，企业表
示销售额大幅下降， 无力雇用这
么多员工。失业、贫困、物价攀升
的阴云笼罩在阿根廷民众心头。

阿根廷社会学家马塞洛·罗
德里格斯说 ， 由于政府部门削
减、 裁员以及不再向公共项目注
入资金， 目前社会上已有超5万
个工作岗位流失， 预计阿根廷失
业率未来会上升。

据阿根廷 《金融界报》 日前
报道， 阿根廷工业联盟最新报告
显示， 今年1月阿根廷工业生产

指数降至29.9%， 为有记录以来
历史最低水平， 并连续第七个月
处于低于50%的收缩区间。 报道
说， 超过一半的受访中小企业产
量下滑， 多组数据表明阿工业生
产困境加剧，中小企业首当其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阿根廷
办事处工作人员日前表示 ，2024
年第一季度， 阿根廷儿童和青少
年的贫困率将达到70%左右 ，赤
贫率将达到34%。

今年以来， 阿根廷多次爆发
大规模罢工和游行， 反对米莱政
府改革措施。3月18日， 阿根廷多
个工会组织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
斯等全国多个城市发起游行 。1
月， 阿根廷多个全国性工会和左
翼组织也曾举行全国罢工， 抗议
米莱政府的改革措施漠视劳工和
社会弱势群体权益， 导致阿根廷
多个地区的银行、加油站、机场和
航空公司、 环卫清洁等行业暂停
服务。

经济面临滞胀挑战
阿根廷经济学家古斯塔沃·

内法认为， 米莱政府执政百天来
扭转了阿根廷美元储备下降的趋
势，但该国经济仍面临滞胀挑战。

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
研究所数据显示，阿根廷今年2月
通胀率为13.2%，低于1月的20.6%
和去年12月的25.5%；近12个月累
计通胀率达276.2%。 阿根廷国家
道德与政治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罗
森多·弗拉加认为，虽然单月通胀
率有所降低， 但通胀仍在较高水
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月30日
发布报告预测， 在经济政策大幅
调整背景下 ，阿根廷将面临经
济衰退和通胀加剧。 报告预计，
2024年阿根廷经济将萎缩2.8%。

阿根廷TN新闻电视台日前
援引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
务公司的报告说， 预计2024年阿
根廷经济将萎缩5%， 降幅远超
2023年11月预测的2.5%。 通胀方
面， 预计2024年阿根廷通胀率将
超 过 280% ，2025 年 仍 将 超 过
220%。

据新华社

阿根廷总统米莱执政百日来改革效果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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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央行承诺将继续通
过购买国债等手段保持宽松货币
环境， 金融市场当天对央行政策
调整反应冷淡。 19日， 东京外汇
市场日元汇率显著走软， 再度降
至约150日元兑换1美元水平； 东
京股市则继续上涨， 日经股指重
回40000点上方。

分析人士指出， 短期来看，
日本央行加息或会令政府、 企业

及个人债务负担加重， 企业破产
数量增加。 但长期来看， 加息有
利于增加国民储蓄收益、 抑制日
元过度贬值造成的财富外流， 同
时还有利于提升企业效率意识、
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 让人力资
源更加集中到有竞争力的产业和
企业中。

植田和男19日表示， 在可预
见的未来， 日本宽松的金融环境

将持续存在， 央行结束负利率政
策不会导致存款或贷款利率大幅
上升。

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木
内登英表示， 即使日本央行推进
货币政策正常化， 利率涨幅也有
限， 加上日本经济对利率的敏感
度已大幅降低， 央行此次政策调
整不太可能显著改变日本经济目
前的状态。 据新华社

日本结束负利率政策对经济有何影响

国际能源界高端会议 “剑桥能源周” 3月18日在美国休斯敦开幕，
今年的主题是 “多维能源转型： 市场、 气候、 技术和地缘政治”。 多
家大型石油公司负责人当天发言， 探讨地缘政治紧张、 气候变化加剧
等多重挑战下油气企业的战略调整。 图为标普全球公司副主席丹尼
尔·耶金 （左） 和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达伦·伍兹在美国休斯敦举行
的能源界高端会议 “剑桥能源周” 上分享观点。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美国佛罗里达 、
俄亥俄、 伊利诺伊等州近日举行
2024年总统选举初选 ， 现任总
统 、 民主党人拜登和前总统 、
共 和 党 人 特 朗 普 继 续 保 持 各
自 党 内初选胜势 ， 并持续相互
攻击。

拜登和特朗普上周分别锁定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和共和党
总统候选人提名， 今年美国总统
初选已进入 “走过场” 阶段。

拜登19日先后在 “摇摆州”
内华达和亚利桑那举行竞选活
动， 重点抨击特朗普移民政策及
相关表态。 作为佛罗里达州注册
选民， 特朗普当天在该州一处投
票站为自己投票 。 在社交媒体
上， 特朗普转发了一段讽刺拜登
的视频。 过去一段时间里， 二人
相互指责对方是 “美国民主的威
胁”。

据美国选举信息网站 “真正
透明政治” 汇总的民调数据， 截
至19日， 特朗普在全国性民调中
平均领先拜登1.7个百分点 。 同
时 ， 超 过 64％的 受 访 者 认 为 ，
“美国正走在错误方向上”。

俄亥俄州19日还举行了该州
联邦参议员初选， 特朗普支持的
共和党人伯尼·莫雷诺在党内初
选中胜出， 莫雷诺之后将挑战俄
亥俄州现任联邦参议员、 民主党
人谢罗德·布朗。 美国媒体认为，
莫雷诺同布朗的对决或将决定共
和党和民主党谁能在今年大选后
控制参议院。

初选是美国总统选举的第一
阶段， 今年的初选将持续至6月。
初选结束后， 民主党和共和党将
各自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
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今年美国
大选投票日为11月5日。

日本央行近日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 将政策利率从负0.1%提高到0至0.1%
范围内， 同时决定结束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 并停止购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基金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央行17年来首次加息，标志着日本维持了约11年的超
宽松货币政策开始走向正常化。日本央行为何选择此时结束负利率政策？日本距
离稳定实现2%的通胀目标还有多远？政策调整可能对日本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为实现通胀目标， 日本央行
于2013年推出超宽松货币政策。
2016年2月， 日本央行开始实行
负利率政策， 并于同年9月开始
实行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 即日
本央行通过大量购买债券， 将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控制在目标范
围。

由于长期执行超宽松货币政
策弊端凸显，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

和男去年4月就任以来， 一直寻
求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 由于美
联储今年内存在降息可能， “一
升一降” 叠加将对日本经济产生
较大冲击， 因此日本央行急需调
整政策。

此前 ， 日本央行一直将稳
定 、 可持续地达成2%的通胀率
作为政策目标， 此次决定结束负
利率政策 ， 也是基于通胀目标

“有望达成” 这一判断。 目前日
本物价持续上涨， 1月核心消费
价格指数 （CPI） 连续29个月同
比上升， 连续22个月达到或超过
2%。

不过， 植田和男坦言， 目前
距离实现央行设定的通胀目标仍
有距离 ， 结束负利率政策后 ，
日 本不会马上进入持续加息阶
段。

《东京新闻》 报道指出， 摆
脱通缩应意味着物价持续上涨，
企业从中受益， 工资持续增加，
消费明显回暖， 物价不再下跌。
日 本 媒 体 和 专 家 普 遍 认 为 ，
虽 然 去年以来日本出现了物价
持续上涨、 名义工资持续增加等
情形， 但离达成良性循环尚有距
离。

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
示， 2023年， 日本劳动者实际工

资收入比上年下降2.5%， 连续两
年下降； 截至今年1月， 日本实
际工资连续22个月同比减少。 这
表明， 工资涨幅追不上物价涨幅
的局面仍在持续， 个人消费会受
到明显抑制。

内阁府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 占日本经济比重二分之一
以上的个人消费去年第四季度环
比下降0.3%， 连续3个季度呈现
负增长。 数据同时显示， 去年以

来由于人们倾向于购买更廉价的
消费品， 日本鸡肉销量大增， 牛
肉销量大降。

经济评论家门仓贵史表示，
现阶段谈论摆脱通缩为时尚早。
日本国内并没有出现实际工资上
涨、 消费增加、 需求旺盛带动物
价上涨的良性循环。 如果通胀不
是由国内需求旺盛及工资成本增
加等因素驱动， 日本经济重陷通
缩的风险就依然存在。

日本央行为何调整政策

走出通缩还有多远

政策调整有何影响

美国数州举行总统选举初选
拜登、 特朗普继续相互攻击

美国“剑桥能源周” 聚焦多维能源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