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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负利率政策，日本摆脱通缩了吗葛
透
视
东
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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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货币政策3月19日迎来历史转折。
日本央行日本银行当天召开货币政策会
议，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这是日本央行
自2007年以来首次加息，也标志着日本解
除维持了大约11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根据日本银行官网发布的文件，央
行决定将政策利率从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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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央行之前提出把物价上涨幅度
稳定在2%，为实现通胀目标，时任日本央
行行长黑田东彦在2013年推出超宽松货币
政策。2016年2月开始，日本央行实行负利
率政策，并于同年9月实行收益率曲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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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共同社报道，3月19日的货币政策
会议后，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称，长达
约11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发挥了作用，
把物价上涨幅度稳定在2%的目标“已达
到能够预见实现的状况”。2023年，日本除

生鲜食品外的通胀率同比上涨3 . 1％，为
41年来最高。关于今后的政策利率走向，
植田和男强调，即使结束负利率，当前一
段时间仍将持续宽松的金融环境，“避免
急剧上升”。

日本央行做出结束负利率政策的决
心，缘于对实现工资和物价同步上涨的信
心。植田和男称，物价上涨伴随工资增长
的良性循环已经出现，日本工会总联合会
3月15日公布的今年春季劳资谈判中期统
计结果成为“作出判断的重要依据”。在今
年春季劳资谈判中，包括丰田、日产、日
立、松下、东芝及日本制铁、日本航空等大
企业纷纷给出满额涨薪答复，平均加薪幅
度达到5 . 28%，为1991年以来最高。

共同社分析认为，由于企业业绩良
好，加之企业间争夺人才导致不断加薪，
促进了日本央行利率政策的转变。在历
史性的物价持续上涨情况下，大企业加
薪的良好势头能否传导至中小企业成为
关键。中小企业人手短缺情况十分严峻，
日本央行认为，与大企业一样，接下来中
小企业的涨薪势头也将扩大。

此外，利率上涨也有利于淘汰部分

“僵尸企业”，促进产业新陈代谢，改善经
济结构。日本企业2024年度设备投资预期
同比增长2%至3％，远超潜在经济增速。

结束负利率也符合市场预期，利好
消息立即反映到日本股市上。日本央行3
月19日中午放出结束负利率政策的消息
后，日经指数随即由跌转涨，当天收盘较
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63 . 16点，收复40000
点大关。由于日本央行“将继续维持宽松
的金融环境”，暂时不会追加上调利率，
当天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呈现贬值趋
势，一度达到1美元兑换150日元。

日本政府对结束负利率表现出谨慎
乐观态度，仍坚持“尚未摆脱通缩”的看
法。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
月19日接受采访时称，“维持宽松的金融
环境是妥当的”。对于能否宣布“摆脱通
缩”，岸田谨慎地表示，“将对物价基调和
背景进行综合判断”，目前没有重新考虑
与央行发布摆脱通缩联合声明的想法。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在记者会
上称，“并未达到可以说‘不会再次回到
通缩’的状况”。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
也表示，“并不是因为（央行）改变政策就

能摆脱通缩”。日本经济再生大臣新藤义
孝则表示，“可以看见（摆脱通缩）的好兆
头，但消费有少许令人担心的部分”，“必
须努力使加薪潮流在中小企业扎根”。

日本政府的担心不无道理。一方面，
地方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对经济形势改
善的实际感受，如何应对长期超宽松货
币政策产生的经济扭曲是未来面临的难
题。另一方面，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
示，2023年日本劳动者实际工资收入比上
一年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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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上的“利好”政策民众并未实际
感受到。日本经济能否出现实际工资上
涨、消费增加、需求旺盛带动物价上涨的
良性循环，还有待观察。此外，利率上调
后借贷成本也随之上升，这会体现在个
人房贷和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上，进而影
响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扩大再生产。

另外，物价上涨和企业业绩改善的
原因之一是日元过度贬值，这导致日本
能源和食品进口成本上涨。利率上调后，
日本政府的国债借款利息也将增加，用
于各项政策的经费必将受到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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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美国《新闻周刊》网站的一
条新视频显示，乌克兰海军的无人艇夜
袭俄罗斯黑海舰队“谢尔盖·科托夫”号
巡逻舰，导致这艘加之约6500万美元的舰
艇舰尾和两侧受损，袭击地点位于克里
米亚东部刻赤海峡附近。

这是俄黑海舰队舰艇最新一次遭乌
方袭击，不久后俄罗斯《消息报》等媒体3
月11日爆料，俄海军总司令叶夫梅诺夫已
被解职，接替者是俄北方舰队原司令莫伊
谢耶夫。不过，当时克里姆林宫方面拒绝
就此置评。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
称，“有些政令是保密的，我无法对其发表
评论。没有关于此事的公开政令。”

到了3月19日，叶夫梅诺夫被解职的
消息得到证实。当天，俄罗斯塔斯社报道
称，莫伊谢耶夫以俄海军代理总司令的
职务出席潜艇兵日庆祝活动，这是他首
次以这一身份正式亮相。

其实，在此之前，俄防长绍伊古3月
17日视察黑海舰队期间，莫伊谢耶夫就
已现身陪同在侧。绍伊古在视察期间要
求海军加强火力和训练，以击退来自敌
方空中和无人驾驶船只的攻击。

绍伊古这番指示以及海军总司令换
人，均是在俄黑海舰队船只频繁遭到乌军
无人驾驶装备袭击的背景下发生的。

根据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的视
频，乌军袭击俄“谢尔盖·科托夫”号巡逻
舰使用的是乌方涉及的V5型海上自主警
卫无人艇，艇上的夜视镜头显示，该无人
艇接近“谢尔盖·科托夫”号时曾遭遇火
力阻击，但未能成功，该巡逻艇被无人艇
爆炸引发的火焰吞没。

俄乌冲突爆发两年多来，类似的攻
击场面不止一次发生在黑海水域。冲突
爆发之初，乌海军为数不多的舰艇在俄
军的攻势中化为泡影，此后乌军在海上
的攻击行动主要依靠西方提供的“海马
斯”火箭炮、“鱼叉”反舰导弹等武器，以
及无人机、无人艇等装备。

乌军利用这些武器装备展开非对称作
战，达成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2022年4
月，乌军使用北约提供的导弹击中俄黑海
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并导致该舰
弹药仓爆炸，其在被拖回基地途中沉没。俄
黑海舰队遭乌军袭击的舰艇还包括大型登
陆舰“明斯克”号、“新切尔卡斯克”号、“奥
列涅戈尔斯基·戈尔尼亚克”号、“凯撒·库
尼科夫”号、护卫舰“阿斯科尔德”号、“基

洛”级潜艇“顿河畔罗斯托夫”号等。
去年11月，乌海军发言人普列滕丘克

表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军在黑海摧
毁了15艘俄军舰艇，损坏了12艘舰艇。今年
2月，乌军战略通信局发布消息称，乌军已
让俄黑海舰队25艘舰艇失效，“俄黑海舰
队约33%的军舰丧失了作战能力”。

此外，乌军还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塞
瓦斯托波尔的俄黑海舰队总部发动过袭
击，连接俄本土和克里米亚地区的克里米
亚大桥也多次遭到乌军无人艇等武器的攻
击，导致交通中断，影响俄军后勤补给。

与俄军在陆地上巩固和推进战线不
同，俄黑海舰队已经将部分舰艇和资产调
离克里米亚周边地区，后撤到距离更远的
黑海东岸俄本土的新罗西斯克等地。

俄黑海舰队的活动区域本就不宽敞，
受地理位置影响，舰艇进出黑海必须通过
土耳其控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但俄乌冲
突爆发以来，根据1936年生效的《蒙特勒公
约》，战时如果土耳其持中立立场，则禁止
交战方军舰通过海峡。这意味着俄海军其
他舰队支援黑海舰队的难度很大，而黑海
舰队又被囿于黑海面积不大的水域里。

俄罗斯虽然面积广大、海岸线漫长，但
其大部分海岸线都位于北极圈内或高纬度

地区，封冻期长，不利于水面舰艇巡航。同
时，俄罗斯在黑海、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则极
为憋屈。除了上述黑海的情况，波罗的海更
加复杂，在芬兰、瑞典先后加入北约之后，
波罗的海已经成了北约的“内湖”，圣彼得
堡和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处境更显尴尬。

在俄罗斯四大舰队中，黑海和波罗的
海两大舰队实力均较弱，北方舰队最为强
大，核潜艇为其顶梁柱，是俄军海基战略核
威慑的主力。而远在远东的太平洋舰队尽
管拥有一定战力，但“远水解不了近渴”。

如今，俄军更换海军总司令，既是对
黑海舰队近两年来遭遇的一次问责，也
是希望利用莫伊谢耶夫曾指挥北方舰队
的经验，拓展俄海军的发展和作战思路，
而莫伊谢耶夫新官上任的重中之重就是
重整黑海舰队。

值得注意的是，北约正在黑海西岸
的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建设一处军事基
地，该基地建成后将超过德国的拉姆施
泰因空军基地，成为北约在欧洲最大的
军事基地，占地面积近3000公顷，可容纳1
万名军人及其家属。在芬兰、瑞典加入北
约，北约北翼军力得到显著加强之际，这
个军事组织正进一步加强东翼的军事部
署，尤其是在黑海地区的威慑力。

俄更换海军总司令能否缓解黑海窘境葛
国
际
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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