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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专家：疫情对全球经贸影响有限麻烦不断 美国“流感2.0”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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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来的总会来，日本还是逃不过消费税的魔咒。纵使日本政府早就打了预防针，称消

费税上调不会对国民经济产生影响，但四季度的数据还是逃不过市场的法眼。萎缩6.3%，

也成了2014年三季度以来最大的同比跌幅。内需无力，出口难振，奥运效应的加成也抵不

过全球大环境的低迷，这是安倍政府当前面临的窘境，技术性衰退的危险日渐逼近。

意外的表现

虽然有了心理准备，但2019年四季度日本

的经济表现还是有些出人意料。2月17日，日本内

阁府公布了初步的经济数据，该数据显示，去年

四季度，日本经济折合成年率下降了6.3%，降幅

远远大于预期，此前经济学家们预计会萎缩

3.7%，这不仅是日本2014年三季度以来的最大跌

幅，也是一年多以来GDP首次出现下跌的情况。

环比来看，数据也不太乐观。去年三季

度，日本的GDP增速被修正为增长0.5%。这意

味着四季度GDP环比萎缩了1.6%，几乎是此

前市场预期（萎缩0.9%）的两倍。内需是主因。

从具体的数据来看，内需下跌了2.1%。内需之

中，国民消费下滑最为明显，时隔5个季度出

现缩水，跌幅达到2.9%；另外，由于全球贸易

环境的低迷，企业资本开支方面也不乐观，时

隔3个季度下跌，跌幅达3.7%；除此之外，日本

四季度出口也下跌了0.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分

析称，从各个指标来看，这次外需方面影响不是

很大，主要还是内需，对于投资和消费的影响比

较明显。实际上，与2014年相比，那次消费税率

上调是从5%上涨至8%，这次是从8%提至10%，

国内市场反应基本相同，但下滑幅度没有上次

大，上次GDP的降幅是在7.5%，这次是6.3%。

“罪魁祸首”不言而喻，彭博社直指，10月

上调消费税和超级台风令经济活动显著承

压，导致消费支出、企业投资和生产供应链降

温。2019年10月1日，日本正式将消费税上调

8%-10%，是自2014年将消费税税率从5%升

至8%后，时隔五年再次提高税率。此外，10

月，台风“海贝思”肆虐日本大片地区，也在一

定程度上使得经济受到冲击。

消费税“威力”

消费税的威力早有征兆。去年12月6日，

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作为上调消费税

后的第一个月，10月，日本家庭消费同比大幅

下降5.1%，超过2014年上调消费税后的消费

降幅，彼时加税后的首月，日本家庭消费同比

降幅为4.6%，而在加税后的首个季度，日本经

济断崖式下滑，大跌接近8%，之后日本消费

支出连续13个月下降。

“在提高消费税的时候，日本官方之前的

宣传是影响不会很大，但实际上忽视了一个

问题，是对富人的影响不大，对低收入人群的

影响很大。”刘军红表示，整体来看，日本经济

增长一直处在较低的水平，而股市的上涨较

明显，这反映出来的是政策向大资本方向倾

斜，导致社会收入不均，两极分化明显。低收

入人群的实质工资处于负增长状态，导致消

费支出延续负增长。

在10%的高税率之下，消费意愿的降低

是必然。今年早些时候，日本四大百货店发布

的2019年12月现有店铺销售额显示，数据比

上年同期均有所下降，旗下拥有大丸和松阪

屋的日本J.Frontretailing公司与三越伊势丹

集团（HD）的销售额均下降5.9%，高岛屋下降

5%，崇光西武百货则下降4.5%。日本四大百

货店连续3个月出现负增长。

为了尽可能降低消费税上调带来的影响，

日本政府不是没有想过办法。去年12月，日本

内阁正式通过一项总额为26万亿日元的经济

刺激计划，这是自2016年8月以来日本政府第

二次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根据日本政府

的预计，这些财政措施将推动日本实际增长约

1.4个百分点。“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

策措施，通过合并本财政年度的额外预算和下

一个财政年度的特别措施，以防范经济下行风

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表示。

刘军红进一步分析称，虽然日本政府一

方面增加了数万亿日元的预算，一方面还采

取了一些补税措施，但都不足以弥补对低收

入人群的影响。减税的政策主要是针对企业

以及投资收益等，法人税方面也下调了不少，

而免税的措施没有落实到中低收入人群中。

此外，虽然股市上涨，但低收入人群不会炒

股。而日本又不像美国有消费信贷的传统，消

费更多是靠可支配收入。所以总体来看，低收

入人群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实质工

资没有增加，同时消费税率却增加了。

至于金融政策，刘军红分析称，这归根结

底是无法创造需求的。并且现在日本的政府

债务很高，财政收入这一块，安倍上台以来，

税收达到了记录高位，但仍不足以抵消开支，

一方面是政府开支高企，另一方面社保开支

也很高，所以真正能用于公共建设的部分不

太多，“现在财政和金融政策基本上到头了，

副作用开始显现”。

多因素施压

前一轮消费税的后遗症还在持续，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又催促日本将下一

轮上调提上日程，原因是日本公共债务与

GDP的比率在2019年达到237.5%。2月10日，

IMF发布了关于日本经济的年度评估报告，

其中指出，为应对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费

增加，“有必要分阶段上调消费税率”。报告建

议到2030年上调至15%、到2050年上调至

20%，并分析称对富裕人群的增税将成为“调

整差距和重要的税收增量”。

顽疾之外，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让日本

政府焦头烂额。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称，新

冠肺炎疫情是经济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17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宣布，停泊在横滨港的“钻

石公主”号邮轮新增99名新冠肺炎病例，这意

味着“钻石公主”号累计确诊454名新冠肺炎病

例，日本确诊感染人数总计达到525人。“日本

经济很有可能陷入衰退”，日本第一生命经济

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YoshikiShinke警告称，

如果疫情延长，供应链将受到影响。

“总体上来看，内外环境都不是很好，如

果今年受到一些影响的话，日本还是比较危

险的。”刘军红坦言，日本个人消费占60%左

右，这一块上不去，影响会很明显；企业投资

方面，又因为劳动力人口减少，会尽可能减少

在国内的投资；住宅投资方面，在人口减少的

背景之下，也会表现得比较弱；工业生产方

面，可能会延续负增长；而由于大环境的影

响，出口方面也会受到明显影响。

至于日本政府一直强调的奥运效应，刘

军红认为，一般会在前一年表现得比较好，比

如说场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对需求的拉动，

但到当年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负面效应的阶

段。2019年，日本的GDP增速是0.7%，比较低，

2020年可能是负增长。要想改善这个局面，可

能还是从海外出口和投资方面发力。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冠肺炎引发的

担忧尚未消散，美国又开始迎接冬季的第

二波流感。对美国而言，每年的流感季并不

稀奇，但最近一段时间，“40年最致命流感

之一”“超过1万人死亡”等触目惊心的数字

多少让人疑惑，而新冠肺炎的症状又与流

感相似，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应对流感

的困难程度。

近日，“美国之音”的报道称，美国疾病

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最新数据显示，

第一波乙型流感病毒引发的季节性流感病

例，在去年12月底达到高峰，之后稳步下

降。该机构称，由猪流感相关病毒引发的第

二波甲型流感从上月底开始出现，并一直

呈上升趋势，而上周因为流感导致的问诊

量也出现了激增。

美联社的报道也提到，第二波流感将

持续数周。连续两波流感带来的就是不幸

数字的不断攀升，CDC数据显示，今冬流感

季以来美国至少已有2600万人感染流感病

毒，与流感相关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4万。

事实上，上个月，关于美国流感的信息便已

经引起外界的关注。

彼时，有报道称，全美范围已有1300万

人感染，造成死亡人数高达6600人，堪称过

去40年最致命流感之一。此外，全美50个州

里，有48个州出现流感疫情，其中32个州流

感活动水平维持高位，人口稠密的纽约、华

盛顿和加州均在高危城市之列。

现在来看，情况不仅没有得到好转，反

而有继续增加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叠加新

冠病毒带来的恐慌，流感也多少让人有些

后怕。美国流行病专家表示，变长的流感季

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民众对新冠病毒表示

担忧，这两种病毒导致的症状在没有检测

的情况下，很难区分。美国范德堡大学传染

病学专家沙夫纳表示，如果新冠病毒开始

在美国传播，在确认民众感染这种病毒还

是流感病毒问题上，可能出现混乱。

据了解，为了缓解民众担忧，美国卫生

官员宣布，将全国5个用于检测流感的公共

实验室也用于检测新冠病毒。此前的数据

显示，截至13日，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

例15例。但16日，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

究所所长安东尼·富奇表示，44位乘坐日本

“钻石公主”号邮轮出行的美国人感染了新

冠肺炎，不过他们将在日本的医院接受治

疗，不会随包机回到美国。

此外，16日，马来西亚政府官员宣布，

从“威士特丹”号邮轮下船后入境马来西亚

的一名83岁美国妇女被确诊感染新冠病

毒，目前这名美国妇女及其丈夫在马来西

亚医院被隔离。但鉴于“威士特丹”号首批

乘客已全部离开马来西亚返回各国，有人

担心，那些回国的乘客可能已经将病毒带

到了三四个国家。

相比起来，流感似乎来得更加猛烈。本

月13日，美国芝加哥卫生局官员在疫情防

控通报会上表示，在美国感染流感的可能

性要高过新冠病毒，同时呼吁民众保持良

好的卫生习惯。但一个需要补充的背景是，

对美国而言，流感似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美国每年的流感病

例在900万-4500万之间，与流感相关的死

亡人数在1.2万-6.1万之间。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关于美国流感的

死亡人数可能也还有些“水分”。按照CDC

的说法，与流感相关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

1.4万，但1.4万的定语却有些值得琢磨的地

方，据了解，与流感相关的死亡，指的是流

感病毒感染可能成为死因的一部分，但未

必是主要死因。

也就是说，因为流感引发的其他并发症

导致的死亡也会被算进与流感相关的死亡

数据中。医疗专家赵衡表示，整体上来讲，大

家对流感都不是特别在意，毕竟流感是一个

世界性的问题，不止美国存在。相比起来，新

冠肺炎是一个新型的疾病，因为不了解，所

以才会让大家产生恐慌。但流感大家都知道

它的影响不会太大，所以包括美国、中国在

内，很过国家对流感都不是特别重视，而且

流感有药物治疗，也有疫苗，但病毒年年变

异，也涉及到疫苗年年打才有用。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多位国际经贸和金融领域专家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和全球经贸带来的影

响只是暂时性的。中国政府采取及时有效

措施管控疫情，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疫

情带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忧虑和对金融

经贸的影响。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道明债券评级服

务公司晨星信用评级高级副总裁罗希妮·

马尔卡尼日前接受记者邮件采访时表示，

虽然疫情将对中国经济、特别是生产和消

费造成影响，但“这些影响很可能是暂时

性的”。

马尔卡尼表示，尽管当前疫情对中

国经济总体会继续带来负面影响，但纵

观全年，一旦疫情消退后需求回暖，抵消

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中国经济就会出

现反弹。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

里认为，疫情虽然会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

产生一定影响，但中国正在采取多种应对

措施，包括加大国内产品供应，这将会帮助

中国经济克服困难并持续发展。

瑞银集团财富管理全球首席投资官马

克·黑费尔表示，此次疫情对经济增长和企

业盈利的影响很可能是短暂的，疫情结束

后需求将显著反弹。

美国摩根大通公司近期发布的一份报

告预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

全球和地区经济增速将放缓，但二、三季度

将回升。

报告认为，在金融领域，疫情仅是

“短期波动的来源”，不会对全球股市产

生很大负面影响。从目前情况看，这次疫

情并未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实质性

的持续亏损”。

希腊经济学家安东尼·扎里斯在接受

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疫情对欧元区整体经

济影响不会太大。不过，由于中国经济产出

减少、生产成本增加，产品价值链或将受到

影响。

马尔卡尼表示，鉴于当前中国融入世

界经济的程度，疫情可能会给欧洲供应链

和中国出口商带来负面影响，不过影响程

度最终要视疫情持续时间而定。对于疫情

将如何影响希腊经济，马尔卡尼认为，疫情

或将对希腊旅游及房地产等行业造成一定

影响。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务局公共关系部门

副经理内克塔里奥斯·季米诺普洛斯向新

华社记者表示，目前比雷埃夫斯港的货物

运输并未受到影响，但由于国际邮轮协会

近期执行一系列新的安全措施和旅行限

制，该港的邮轮旅游业或将受到冲击。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5日表

示，中国采取的从源头上控制新冠肺炎疫

情的措施令人鼓舞，这些措施为世界争取

了时间。谭德塞还强调，应对当前的疫情，

国际社会最大的敌人不是新冠病毒本身，

而是导致人们对立的污名化。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

尔·瑞安14日也强调，中国政府在抗击疫情

时与世卫组织始终保持密切合作，全球应

对疫情要基于事实而非臆测。

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日前发表主席声

明说，对中方抗击疫情的努力表示支持，并

强调东盟各国应齐心协力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一些国际政要也对中国积极应对疫情

并取得成效表示赞赏。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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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似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美国每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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