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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辉瑞疫苗的进展， 一夜之

间，全球股市一片狂欢，连带着的日经

225指数也在周二狂奔上了25000点，并

创下了29年来的新高。对于部分地区日

增确诊又创下新高的日本而言，疫苗无

异于救命稻草。而在股市之外，新的刺

激计划也已经提上日程，这似乎让深陷

泥沼的日本经济看到了曙光。只是曙光

归曙光，日本这场经济的翻身仗到底怎

么打，可能还得“走着瞧”。

突破25000点大关

自打拜登击败特朗普，顺利当选下一任

美国总统之后，整个股市都仿佛松了一口气，

纷纷上涨“喜迎”拜登。紧接着，辉瑞便再向全

球股市送上了一份大礼，三期疫苗有效性超

90%的消息更是让股市沸腾，毕竟当下多国

第二波疫情愈演愈烈，辉瑞的消息无异于雪

中送炭。

受益于多方利好消息，当地时间周一，美

股三大股指集体高开，盘中均创历史新高，虽

然疫情导致市场降温，但最终道指仍收涨近

3%，创下6月5日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500

涨逾1%，纳指则跌超1%。在这之前，英国富时

100指数、法国CAC40指数、德国DAX指数集

体大涨，并创下7个多月来单日涨幅新高。

10日早间的亚太市场也延续了隔夜的美

股涨势。日韩股市高开，日经225指数开盘就

上涨近1%，达到25087.3点，自1991年以来首

次突破25000点大关，随后一度涨近2%至

25293.5点，而这也是日经225指数自11月2日

以来连续第6个交易日上涨，期间涨幅达到

9.4%。不过随后该指数转跌，截至10日收盘报

24905.59点，涨幅0.26%。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

军红看来，日本股市的大涨还是因为美国的

选举情况以及疫苗的进展。在美国大选方

面，拜登的胜出意味着亚洲市场的部分不确

定因素随之消除，贸易紧张局势也有所缓

解，区域经济可能加速复苏。事实上，自上周

以来，市场便一直预测拜登将会获胜，也因

此带动股市节节高升，其中的日本股市上涨

便已有所显现。

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也分析

称，拜登一旦成功上台，对于全球贸易的恢

复、经济的复苏都是有利的，对于控制疫情也

是一个好消息。一旦疫情控制住，全球经济面

也会出现回升。

疫苗带来的利好更不必多说，特别是在

美欧疫情反弹猛烈，日本疫情也有扩散趋势

的当下。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北海道以及札

幌、旭川9日宣布，新增新冠感染人数达到创

新高的200人，另有1人死亡。整个北海道的感

染人数自10月以后也显著增加。11月5日以

来，已连续4天通报新增感染人数超过100人。

鉴于感染人数激增，北海道政府7日便把警戒

级别从2级上调至3级。

期待刺激计划

日本对疫苗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10

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关于辉瑞开发的

新冠病毒疫苗面向日本的供货，该公司的日

本法人称，如果在日本获得了基于临床试验

的许可，将在2021年1-6月向日本供应1.2亿

剂疫苗。据悉，辉瑞公司已经与日本政府达

成了协议。

对眼下的日本来说，疫苗可能只是需要

解决的麻烦之一，好在这一点已经看到了些

许希望，而另一点就在于经济的恢复，而这可

能也是同样棘手的问题。上个月末，路透社便

已提到，日本首相菅义伟即将宣布新一轮应

对新冠疫情经济冲击的刺激计划。

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新刺激计划可能

延续对企业的补贴，以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压

力、避免裁员，还可能继续为国内旅游提供折

扣直至明年1月，以促进国内游，帮助旅游业

渡过难关。据了解，日本今年已经两次出台应

对疫情的经济刺激计划，资金合计大约22万

亿日元。

10月29日，日本央行发布的经济展望报

告宣布，2020财年（截至2021年3月）日本实

际经济增长预期为-5.5%，此前，日本央行

预计的这一数据为-4.7%。当天，日本央行

行长黑田东彦便表示，日本经济恢复将是缓

慢的过程。央行将密切关注新冠疫情对经济

的影响，如果有必要，将继续推出进一步宽

松措施。

二季度按年率计算27.8%的GDP环比降

幅让日本后怕，相比起来，2008年全球金融

危机刚结束，日本2009年一季度的GDP年化

增长率也不过是-17.8%，而27.8%的降幅更

是成为日本自1955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差单

季表现。

如今美欧疫情再起，日本国内疫情也有

扩散趋势，这些都让新的经济刺激计划成为

外界期待的关键所在。路透社的报道曾提到，

日本消费和资本开支的持续低迷抵消了进出

口的复苏，经济复苏总体“脆弱”，政府承受压

力，需要增加财政和货币支持。

把钱用在刀刃上

新刺激计划箭在弦上，但数额可能不会

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此前，一些执政党议员表

示，新刺激计划应不会超过此前两轮总计2.2

万亿日元的规模，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要避免

财政悬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据了解，在菅义

伟接手日本首相一职前，日本政府已将财政

悬崖出现的时间推迟3个月至今年底。目前日

本政府债务占GDP百分比超200%。

但不管怎样，经济复苏仍是日本的重任。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央行在经济展望报告中，

将2021财年日本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3%

上调至3.6%。在10月最新评估中，财务省出台

的报告也给予了日本各地区经济“正出现复

苏迹象”的评定。而在7月的评定中，还是“经

济形势停止恶化”或者“部分地区出现复苏”。

刘军红分析称，随着日本最近对美国出

口的转正，日本总体对外出口开始向上走，前

几个月的重点是对中国出口大幅增长，相当

于对中国的出口托着日本经济没有沉下去，

但不能说日本经济开始恢复，距离其恢复其

实还差很多。目前就要看改革能否继续推动，

另外要看能否有效应对疫情，目前日本政府

已经向辉瑞订货，疫苗到位配合着改革和疫

情应对，两方面同时发力就可能会形成比较

有力的力量。

但在经济方面，菅义伟的关注点可能不

止在财政。刘军红认为，安倍在台上的时候，

钱已经出的差不多了，菅义伟本身以改革为

主，应该会把钱用在刀刃上，比如将所有的精

力和突破口都放在数字经济上。对日本来说，

这属于兴一利不如除一弊，把阻碍经济发展

和民间活力的东西除掉，数字社会、数字经

济、数字贸易才是重点。

本月初发布的2020年度《经济财政白皮

书》中也提到，有必要在日本社会普及数字技

术。白皮书总结称，若要振兴遭受重创的日本

经济，需要克服人才短缺等问题，让数字技术

在日本社会得以普及。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

臣西村康稔也指出，希望民众充分理解日本

经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并称今后将持续推

动日本经济实现变革。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时隔一年，欧盟终于开启了对美国

的关税“报复”。当地时间9日，欧盟委员

会宣布，将对不超过39.9亿美元的美国输

欧产品加征关税，该措施将从10日起生

效。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公告称，由于美

国违规补贴波音公司，欧盟将对自美国

进口的飞机和零部件加征15%的关税，

对一系列农产品和工业品加征25%的关

税。公告说，该措施的力度与美国对欧盟

的惩罚措施相称，使双方处于平等地位。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瓦尔季斯·东

布罗夫斯基斯表示，欧盟愿意解决航空补

贴争端，但由于美国方面没有相向而行，

欧盟只能实施反制措施。“美国已依据世

界贸易组织涉及空客的裁决对欧盟产品

加征关税。如今，世贸组织涉及波音的裁

决允许我们对美方加征关税，这是我们正

在做的事。”东布罗夫斯基斯在欧盟成员

国贸易部长视频会议前如此说道。

据法新社看到的一份欧盟拟定的清

单，征税对象包括美国制造的飞机、拖拉

机、红薯、花生、冷冻橙汁、烟草、番茄酱

和三文鱼。

美欧航空补贴争端始于2004年，至

今已持续16年。去年10月，世贸组织裁定

欧盟违规补贴空客，授权美国每年可对

价值75亿美元的欧盟商品加征惩罚性关

税，随后，美国开始对来自欧盟的空客飞

机以及葡萄酒、奶酪等产品加征关税。

今年10月26日，世贸组织又裁定，欧

盟每年可对美国征收40亿美元的惩罚性

关税，以报复美国对波音的非法补贴。欧

盟随后寻求与美国进行谈判，提出“一旦

欧盟同意取消惩罚性关税、美国也立即

停止对空客的惩罚性关税”，但美国并没

有同意欧盟的谈判要求。

此前，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

泽曾提到，欧盟只要出手加征关税，“会

迫使美方回应”。美方称，世贸组织仲裁

所涉美国华盛顿州对波音的减税优惠已

取消，欧盟寻求加征关税“缺乏法律依

据”。但欧盟认为，美国先前在欧盟作类

似让步后仍维持对空客A380客机加征

关税。世贸组织认定，美方取消的减税优

惠不足以阻止欧盟获加征关税授权。

不过，东布罗夫斯基斯也没有关上

欧美谈判大门。“当然，我们对谈判解决

持开放态度，”他说，“正如我们在多个场

合声明的那样，一旦美方暂停或取消他

们加征的关税，我们准备采取相同举

措。”此外，东布罗夫斯基斯也提到，双方

应迅速解决争端，取消互加关税对双方

都有利，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

严重破坏的情况下。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

政府就在“美国优先”的理念下大行贸易

保护主义，也给美欧关系蒙上阴影。而波

音和空客的补贴大战只是美欧的矛盾之

一，“数字税”也是当下美欧激烈交锋的

另一个问题。

上个月，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还表

示，如果经合组织（OECD）改写国际税收

规则的全球谈判失败，欧盟应该继续推

进数字税收计划。勒梅尔说，美国财政部

长史蒂文·姆努钦反对OECD关于数字税

收的提议，该提议意在阻止谷歌、Face-

book和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将利润合

法地转移到爱尔兰等低税率国家。当时，

他便提到，11月3日美国大选后华盛顿政

权的改变并不一定会导致美国立场发生

变化，尽管新政府可能在贸易报复方面

不太积极。

在法国参议院于2019年7月批准了

向跨国互联网企业征收3%的数字服务

税法规后，美国当月便宣布对法国征收

“数字税”的行为发起“301调查”。随后，

美欧围绕“数字税”的争论一直没有停

止。直至今年初，美欧终于一致同意就相

关分歧展开谈判，但即便如此，美国财长

姆努钦针对“数字税”的表态也十分强

硬：“如果有人想随心所欲地向美方数字

企业收税，我们也会考虑随心所欲地向

他们的汽车企业征税。”

今年6月17日，美国财政部发言人

称美国政府已向多国发函，提议暂停在

OECD框架下就统一征收跨国企业数

字税方案的谈判，理由是世界各国政府

目前正集中应对新冠疫情和安全重启

本国经济。同日，莱特希泽也在国会众

议院筹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说，由于美方

和欧洲联盟就数字税的谈判没有进展，

财政部长已决定不再参与谈判。彼时，

勒梅尔便表示，如果美国不重返谈判

桌，法国今年就会向数字巨头征税。勒

梅尔同时批评美国不断威胁制裁欧洲国

家的相关言论。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面对第二波新冠疫情来袭，欧洲国家纷

纷出台严格的防控措施，近几日防疫形势因

此略有好转。但欧洲目前仍是继美洲之后全

球感染人数第二多的地区，抗疫压力巨大，一

些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加强防控。

据世界卫生组织9日公布的数据，此前24

小时欧洲地区新增新冠病例221866例，为连

续第二天下降，比7日历史峰值327179例下

降三成多。当天新增死亡病例2239例，不到5

日历史峰值5194例的一半。整体而言，欧洲仍

是全球日新增病例最多的地区之一。

法国卫生总署署长萨洛蒙9日说，第二波

疫情仍在继续，“疫情高峰期就在面前”。英国

首相约翰逊9日再次呼吁民众遵守当前的“禁

足”措施。奥地利卫生部门当天表示，过去一

周该国单日新增病例数持续增长，重症患者

剧增，如果这种势头得不到遏制，医疗体系将

面临严峻挑战，政府将不得不收紧“封锁”政

策。德国重症监护与急救医学跨学科协会8日

宣布，该国接受重症监护治疗的新冠患者人

数达2904人，逼近春季第一波疫情的峰值，目

前医疗机构面临的形势比春季还要严峻。

另有多国被迫加强防控措施。意大利9日

宣布，拟将5个大区的疫情防控级别从目前的

“黄色”提高至“橙色”。

阿尔巴尼亚9日宣布将于11日开始重新

实施为期三周的严控措施，每日22时至次日6

时禁止餐馆和酒吧营业，民众除紧急情况不

得外出。

葡萄牙自9日0时起恢复实施紧急状态，

并对疫情重灾区的121个县市实行宵禁。

匈牙利自10日午夜起将实行更严格的防

控措施，包括实行宵禁、餐馆只允许提供送餐

服务、大学改为线上授课等。

波黑联邦政府考虑从10日开始再次实施

宵禁。近日，该国已禁止30人以上的室内聚会

和60人以上的室外聚集。

罗马尼亚从9日开始实行为期一个月的

宵禁等一系列措施，民众在露天公共场所也

必须戴口罩，公共和私营部门员工应尽可能

在家工作，禁止在室内外举行任何大型聚会，

所有学校实行网上授课。

拉脱维亚为期一个月的第二次紧急状态

9日开始实施，紧急状态期间禁止一切公共活

动，室外集会不得超过50人，关闭娱乐场所。

保加利亚政府9日宣布将拨款6500万列

弗（约合3934万美元）以提升医疗系统应对疫

情的潜力。总理鲍里索夫还呼吁新冠痊愈患

者捐献血浆，用于治疗其他患者。

虽然大部分欧洲国家形势严峻，但也有

一些国家疫情有所缓解。

爱尔兰卫生部9日晚公布的数据显示，此

前24小时该国新增确诊病例270例，创下10

月22日全国“封城”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新低。

在斯洛文尼亚，近几日新冠检测确诊率

从之前超过30%下降到22%左右。斯洛伐克

日新增确诊病例开始回落，首都布拉迪斯拉

发已连续两日确诊病例低于90例。

据欧洲媒体9日报道，德国生物新技术公

司和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的一款

新冠候选疫苗在临床试验上取得进展。但欧

洲多国对该疫苗有效性仍持审慎态度。约翰

逊说，这款新冠疫苗仍要“迈过多道障碍”，人

们才清楚其是否可用。

葡萄牙卫生总局局长弗雷塔斯表示，葡

方期待该疫苗有效性在临床试验中得到证

实。奥地利卫生部长安朔贝尔说，严格的疫苗

审批过程至关重要。 据新华社

10月29日
日本央行
货币政策
会议情况

日本经济已经复苏，但经济活动前景展望、物价“非常不确定”； 日本进出口正在回
升，与汽车相关的出口暂时增加。受到政府措施的支持，私人消费也正在增加。此外还需
要密切关注金融体系风险。

笠 日本央行：

荮

维持基准利率在-0.1%不变

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目标维持在0附近不变

荮

2020财年

日本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5.5%

7月已下调GDP增速预期至-4.7%

荮
荮

2020财年

通胀预期从7月的-0.5%下调至-0.6%

荮
2021财年

GDP增速从3.3%上调为3.6%

2022财年

GDP增速预期从1.5%上调至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