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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世界金融危機以及日本國內人口結構影
響，近年來，經濟衰落的陰霾一直籠罩㠥

日本經濟。2010年日本被中國超越，失守長達42
年之久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寶座」。2012年，日
本又因執意「國有化」釣魚島，與身為日本最大
貿易夥伴國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漸行漸
遠。失去中國市場，無疑讓低迷的日本經濟在
2012年愈加雪上加霜。
據日本內閣2012年11月公佈的數據顯示，2012

年第三季度，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
下降0.9%，按年率換算下降3.5%。其中，受最大
貿易夥伴國中國的影響，第3季度日本出口比上
一季度大幅減少5%，成為三季度經濟衰退的主
因。儘管第4季度的統計數據尚未公佈，不過分
析人士普遍認為，受中日關係惡化以及歐洲債務
危機等因素影響，外需低迷或使日本經濟難逃衰
退厄運。

貨幣寬鬆 恐難提振日經濟

事實上，日本經濟的持續低迷甚至倒退，是野
田領導的民主黨在日本大選中慘敗的重要原因。
因此，安倍在競選中就大打經濟牌，力主實行
「無限量貨幣寬鬆政策」，以提振日本經濟。

對此，日本問題專家、北京大學教授王新生向
香港文匯報指出，安倍內閣推行的量化寬鬆政
策，很難解決日本老齡化、少子化社會結構所帶
來的內需不足的根本問題，借力外需市場才是出
路。他認為，安倍應盡快謀求改善與周邊國家的

緊張關係，尤其是修復對華關係。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經濟研究室主任張

季風分析，作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市場
對日本經濟復甦至關重要，因此緩和中日關係將
成為關乎日本國家利益的需要。
路透社的評論指，如果不能及時改善對華關

係，日本對華出口的低迷狀態將長期持續下
去，而安倍以加大量化寬鬆政策換來的效
果也將會被抵銷。

中日交惡 國際對日失信心

儘管安倍對重振日本經濟信心滿滿，
但是在中日關係惡化的背景下，外界對
2013年日本的經濟復甦明顯信心不足。經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在去年11月27
日公佈的數據，大幅調低了對日本經濟
2013年的增長預期，由5月份預測的1.5%
下調至0.7%。OECD分析指，如果中日關係
得不到改善，日本經濟將無法從中國經濟成長中
獲得太大的助力。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向香

港文匯報指出，目前中日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
都顯示出強硬立場，都認為兩國經貿關係並沒
有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重要，因此中日關係
短期內難有緩和。而20多年來日本持續衰
退，加之國內政治在小泉純一郎下台後又歷
經動盪，在此背景下，國際社會很難能對日
本的經濟復甦抱有期望。

此外，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梁雲祥則向
香港文匯報指出，儘管日本經濟這幾年表現不
好，不過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經濟仍然
在世界經濟中佔據非常大的比重，日本的製造能
力、資金技術依然處於世界一流。他預料，日本
經濟急劇衰落的可能性也不大。

中日釣魚島爭端持續拉鋸，這讓本已處在全球經濟不景氣寒風中的日本經濟更加風雨飄搖。新年伊始，新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發表新年講話，提出要重振經濟，找回曾經「強大日本」。事實上，日本持續20多年的衰退以及中國的強勢崛起，已使日本的國際

地位大不如前。而在目前中日關係持續緊張的局面下，缺乏中國市場的外需拉動，日本想要擺脫經濟衰退困境，實現安倍的豪言

壯語，絕非易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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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伊始，日本新政府展開「突破外交」，分別派

副首相麻生太郎和首相特使、前財務相額賀福志郎訪問

緬甸、韓國。在確立了「重美外交」戰略後，安倍政府

正試圖通過周邊外交，來牽制並圍堵中國。

1月2日，安倍派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率團訪問緬

甸，展開新政府成立後首次出訪活動。巧合的是，美國

總統奧巴馬在2012年取得連任後，外訪首站也是選擇緬

甸。中國社科院日本問題專家吳懷中對此向媒體表示，

日本訪緬甸，有配合美國亞太戰略的考量，而拉攏中國

周邊國家對中國進行牽制，符合安倍一貫的外交策略。

專家：如意算盤難打響

此外，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亦將於近期走訪菲律賓、新

加坡、文萊等東盟各國，意在制衡「海洋活動日益頻繁

的中國」。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生研究院楊伯江指

出，安倍的外交思路就是通過在中國周邊佈局，構建並

強化一個對華多邊牽制的態勢。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向本報指

出，日本的外交策略確實會讓中國的周邊環境與外交

情況愈加複

雜。但是，日

本想要以此阻

止中國的崛

起，只要中國

自己不犯根本

性錯誤，這個

如意算盤很難

打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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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兩國互為鄰國，經貿往來頻繁，經濟依

存度不言而喻。然而，受中日釣魚島爭端影
響，中日兩國經貿關係在2012年遭受重創。這
一沉重打擊讓不少日本企業因對華出口下滑而
蒙受巨大損失。儘管如此，日本媒體近日的一
項調查顯示，被調查的111家日本企業在2013年
依然對中國市場抱有極大期待。

三大車企銷量　去年跌3%至5%

據日本三大汽車製造商豐田、日產和本田1月
7日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日本三大汽車
製造商在華汽車總銷量比2011年分別減少3%至

5%左右。有分析稱，這與中日關係去年9月遇
冷後，中國國內興起的抵制日貨運動有關。
另據日本共同社2013年初針對日本國內111家

主要企業的調查顯示，以機械製造商及流通巨
頭為主的53家日本企業，認為中日關係惡化對
業務「存在」負面影響或「稍有」影響。至於
具體影響，選擇「銷量下降或抵制運動妨礙正
常營業」的企業最多，達35家。
儘管如此，在被調查的111家企業中，今後考

慮迅速撤離中國或逐步減少在華業務比重的企
業為零。由於日本國內經濟低迷，儘管存在一
定風險，企業對中國市場仍抱有極大期待。

為奪取7月份參議院大選的勝利，安倍晉三
出任首相伊始即對日本經濟下「猛藥」。在日
本央行於去年12月20日決定將貨幣寬鬆的規
模再增加10萬億日圓之後，日本政府1月7日
表示，正在敲定一項總額最高10萬億日圓的
緊急經濟刺激計劃。這讓日本輿論不免擔
心，安倍此舉將最終導致日本財政和經濟出
現泡沫。而經濟學家則警告，愈加沉重的債
務負擔，將使日本面臨成為下一個希臘的風
險。

新政加速貨幣寬鬆

對正陷入衰退危機中的日本經濟，安倍大
選之初就力主推行「無限量貨幣寬鬆政策」。
他在上任後，曾多次督促日本央行推行更加
寬鬆的貨幣政策。在他的壓力下，日本央行
已將貨幣寬鬆的規模再增加10萬億日圓，而
在本月21至22日的日本央行會議上，日央行

極有可能將通脹目標從現有的1%提高至2%。
對於安倍力主推行貨幣寬鬆政策，中國商

務部研究院研究員白明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
示，日圓的影響力已經不及從前，因此日圓
量化寬鬆直接帶來的外溢效應有限。不過，
由於美聯儲最近推出QE4，歐盟的貨幣政策
也比較寬鬆，由此引發的共振和跟風效應不
可小覷。

日本負債全球居首

除了施行大膽貨幣寬鬆政策，安倍為日本
經濟開出的另一張藥方則是推出大規模財政
支出。對此，市場預測日本政府很可能再度
舉債。事實上，日本目前已經是全球最大的
債務國，其國債總額已經超過其GDP兩倍
多。有媒體報道指，在過去的10年裡，日本
政府一直在依靠發行債券來進行融資，其在
10年間的發債規模高達約14.6萬億美元，這一

債務佔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水平約230%，
遠遠高出希臘的165%。
對此，一名東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指出，如

果不採取新的政策，日本政府很快將難以再
借到錢，從而將成為下一個希臘。

安倍豪賭 日恐成下個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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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對

於日本「鷹派」政治家安倍晉三

出任首相後的中日關係走向，北

京大學教授王新生向本報指出，

安倍上任後首先要致力於恢復日

本經濟，緩和與周邊關係。在今

年7月日本參議院選舉前，安倍或

不會採取引發釣魚島爭端進一步

升級的舉動。

安倍曾在眾院競選綱領中主張

派公務員常駐釣魚島以加強有效

控制，並相繼提出允許行使集體

自衛權、修改憲法等刺激中國的

主張。而在日本大選獲勝後，安

倍則強調將努力讓日中關係回到

戰略互惠關係的出發點，並表示

暫時不派公務員常駐釣魚島。王

新生認為，安倍在競選綱領中提

出的有可能激化中日釣魚島衝突

的言論，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競選

吸引選民。他認為，這些主張在

現階段還不會施行，至少在他贏

得7月參議院選舉前不會。

中日關係 近期難緩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時殷弘向本報指出，中日釣魚島爭

端目前還在繼續，日本釣魚島問題

上不存在主權爭議的立場非常頑

固，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退讓。他

表示，近年來中國國際地位在不斷

攀升，而與此相反的則是日本國際

地位的不斷下降，這大大加劇了日

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頑固立場。中

日關係近期很難有所緩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

院長金燦榮亦認為，在釣魚島問

題上，中國只需要把已有的對日

措施穩扎穩打繼續下去，相信僵

持一段時間之後，日本就會承受

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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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企對華市場仍抱期望

■安倍晉三出任首相伊

始即對日本經濟下「猛

藥」，愈加沉重的債務

負擔，將使日本面臨成

為下一個希臘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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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大汽車製造商豐田、本田

和日產2012年在華汽車總銷量比

2011年分別減少3%至5%左右。上

圖為日本本田汽車工廠。右圖為日

本豐田汽車遇冰封。

■日本央行去年12月將貨幣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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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監船巡航釣魚島已成為常態化。圖為

中國海監15船去年9月巡航釣魚島海域。

■日本央行去年12月將貨幣寬

鬆規模再增加10萬億日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