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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生昨早出席政府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會議時表

示：「(末期患者)即使想死，也會因為『還可

以活下去』而被延長生命。想到(醫療費用)用的是

公帑，更是輾轉不安。要解決這問題，應該讓病

人趕快死去。」他說，目前這類個案每月耗費

逾千萬日圓公帑，對政府構成沉重負擔。

「大嘴巴」國內外狂得罪人

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顯示，日本明年65歲或

以上人口比例將高達1/4，人口老化問題嚴

重。麻生過往亦曾批評「老年病人令醫療成本

上漲」，遭外界炮轟，結果要道歉及收回言論。

麻生口舌招尤早有前科，因此被人稱為「大嘴

巴」。2009年擔任首相期間，他曾在一個經濟危機

專家會議上稱「炒股不正經」和「股票經紀不可

信」，惹來證券業界不滿。其他「偉論」包括「年輕

人沒錢不應結婚」、「老人應繼續工作和繳稅」、

「生兩胎算是完成義務」，令民眾聽得目瞪口呆。

外交上，麻生的「大嘴巴」亦不斷惹禍。他對華

立場強硬，曾發表「中國威脅論」，在多方面開罪中

國；又聲稱日本佔領朝鮮半島時，朝鮮人是自願改

日本名，引發外交風波。他又多次支持日皇和前首

相小泉純一郎參拜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

更宣稱日本討論擁有核武並無不妥，盡顯鷹派作

風。

斷送自民黨半世紀霸權

麻生言論令政府官員每每要急忙解畫。分析指，

他經常失言令民望如江河日下，雄霸日本政壇逾半

世紀的自民黨2009年被民主黨拉下台，時任首相的

他責無旁貸。 ■彭博通訊社/法新社/

共同社/日本《產經新聞》

向來口沒遮攔的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又再

失言，72歲的他昨在公開場合談及長者等末

期病人醫療費用高昂時，竟聲言「應該讓病

人趕快死去」，指自己已寫下遺書，若換成

是自己，會趕緊離開人世，不需要延命治

療，言論引起全國輿論嘩然。他之後收回言

論，但毫不諱言這是他的個人觀點，只是

「在公眾場合說出來『有點不妥』」。

日本總務省去年統計指出，日本總

人口較前一年減少25.9萬人，是

1950年以來最大跌幅；65歲以上高

齡人口比例亦升至史無前例的23.3%，

冠全球。高齡人口比例高，加劇政府養

老制度負擔，更掀起長者與年輕人的利

益對立，亦帶來看護人才不足、勞動力

萎縮等問題，成為日本社會揮之不去

的噩夢。

總務省報告顯示，日本人口萎縮老化

速度驚人，當中包括因2011年「311

地震」離開日本的外國人。總務省

警告，日本今後將面臨更嚴峻人口

高齡化趨勢。厚生勞動省去年1月預

測，日本人口在2060年將減至8,674

萬人，較目前減少30%；65歲以上

人口比例更會升至39.9%。

財相顧問機構「財政制度等審

議會」上周四完成有關編制今年

度預算的建議報告，認為應取消

增加70至74歲老年人醫療補貼

的計劃，以降低政府最低生活

保障金的開支。報告指出，政府

通過增加消費稅獲得的收入，應

用以應付日益惡化的國家財

政，並非用於社保，要求政府

削減不必要公共開支。

10人養一老變3人養一老

日本養老金制度主要由在

職者供養退休者，數據顯示，

半世紀前10個在職者養一老，

但如今已降至3個在職者養一

老，2055年更將降至1:1。隨

㠥人口老化，在職者開始質

疑日後能否享受相等養老福

利，部分更拒絕繳納養老

金，反映年輕一代與老年

人的對立。

然而，社會急速高齡化

亦製造商機。日本零售業龍

頭永旺集團去年針對「銀髮

族」架設網站，提供各種生

活資訊，讓老年人享受第二

人生。日本手機業亦大推操作

簡單的「平安手機」，讓長者可緊

急聯絡家人。

■綜合報道

日副
首相

惡毒言論舉國嘩然 被轟後只稱「不宜公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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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級機構惠譽昨警

告，人口老化問題將成

為不少發達經濟體的噩

夢，更有機會觸發第

二波更長期金融危

機。其中日本、

塞浦路斯及

愛爾

蘭因此帶來的成本將在未

來10年大增，若不正視，

可能拖累信貸評級。

惠譽指，希臘、意

大利及葡萄牙成功改

革紓緩人口老化的

影 響 ， 盧 森

堡、比利

時、馬耳他及斯洛文尼亞則

情況嚴峻。

長遠而言，人口老化可令

潛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下

降。惠譽估計，若不進行任

何改革，歐盟27國債務佔

GDP比例在2020年前會增

加6.9%，至2050年甚至增

加119.4%。 ■法新社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見圖）去年上
台以來，對內大推經濟刺激措施促使
日圓急速貶值，牽動環球經濟；對外
擺出強硬對華姿態，令兩國關係不斷
惡化。英國《每日電訊報》評論指，
日本內政外交同時出現大動作，令迷
失多年的日本再次成為國際焦點，可
能連日民也意料不到。美國著名對沖
基 金 經 理 、 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創辦人巴斯稱，日政府
當前負債相當於稅收的24倍，恍如一
個計時炸彈，加上近日政府迫使央行
擴大量化寬鬆(QE)、上調通脹目標至
2%，大大提升「炸彈」在兩年內引
爆的可能性。

上調通脹 日圓恐崩潰

巴斯稱，本來日債問題還可拖幾
年，如今卻強行上調通脹目標，是無

意中令問題更快「爆煲」。過去20年
來，日本政客、商界及投資者均認為
日債安全、日圓會一直走強、通縮會
持續，但通脹目標改變，這些預期都
會改變，不但日圓會崩潰，息口亦會
失控。

《每日電訊報》評論認為，安倍的
經濟策略與1930年代帶領日本走出

「大蕭條」的前首相高橋是清如出一
轍。高橋當年採取所謂「再通脹」
(Reflation)政策，包括放棄金本位，由
央行買債，變相印鈔，結果日圓兌美
元匯價期內貶值六成，令日製紡織
品、機械及化學品傾銷亞洲。貨幣專
家指，日本過去20年刺激經濟措施均
未見效，欠的正是相應貨幣政策。

然而，日本經濟順差蒸發、存款利
率由1990年代15%跌至目前2%、勞
動人口日漸萎縮等，反映日本已陸續

失去安全網，安倍此番「豪賭」將承
受無比風險。一向主張收緊貨幣政策
的央行行長白川方明曾警告，瘋狂印
鈔即使能擺脫通縮，亦將嚇走債券投
資者，令債息上升，危及國家財政。

激嬲美國 或成貨幣戰元兇

日圓兌美元匯價自安倍當選以
來累跌12%，兌歐元更跌20%，
引起各國關注。分析指，日圓
急速貶值引起華府不滿，安倍
繼續強壓圓匯恐損害日美關
係，令日本失去美國大靠
山。而日本一旦大規模
購買外債壓低圓匯，勢
被標籤為貨幣戰元兇，
並遭他國反擊。

■《每日電訊報》/

CNBC/彭博通訊社

日本時事社昨公布民調顯示，有56.7%受訪者
支持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只有26.6%認
為他不應拜鬼。安倍過去曾暗示出任首相後可能
會參拜靖國神社。他說：「上屆任期沒能參拜，

悔恨至極。這本不應該發展為外交問題。」
但據日媒此前報道，安倍政權將謀求平穩外交

政策。針對今後會否拜鬼，安倍政權表示，將不
參加2013年春季例行參拜活動。 ■綜合報道

日本央行昨開始一連兩日議息會議，預料在
安倍政府壓力下，將擴大量化寬鬆(QE)措施刺
激經濟並壓低日圓。日圓匯價昨稍為反彈，不
過市場普遍認為圓匯跌勢將持續，分析指，日
圓貶值帶動日本出口，企業增加海外設廠，將
有助東南亞淨出口國經濟發展，但主要貿易對
手韓國則會受到衝擊。

與日本在汽車及電子產品等市場競爭的韓
國，因日圓貶值令韓貨變相加價，競爭力
將下降，不利出口。香港、泰國及台灣
等淨進口地區則會因日貨減價而得益。

匯控經濟研究部亞太區聯席主管范力
民指出，這波低廉資金將帶動日

企及銀行提高在東南亞的投資
與擴張。隨㠥中日主權爭議重
挫日企在華業績，日企逐漸將
注意力轉往東南亞，如第二大
車廠日產就計劃在泰興建第二
座廠房，豐田亦打算大幅提高
印尼廠房產量、增建新的引
擎廠。

不過，圓匯下跌對東南亞
也非絕對有利無害。日圓急
貶將令海外供應商貨運成
本增加，若訂單增長不足
抵銷，淨出口國如馬來西
亞、菲律賓及印尼將得
不償失。 ■美聯社/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時事社稱過半日人挺安倍拜鬼

安倍豪賭風險大

日債計時炸彈料兩年內爆
日料加碼QE

益東南亞損韓國

1）「連腦退化症患者都知道，中國米和日本米價格差天共

地。」

2）「(年輕人)沒錢就不要結婚比較好。我覺得完全不賺錢

很難成為別人尊敬的(結婚)對象。」

3）「43歲結婚，然後好好生兩個孩子，也許算得上完成

義務。」

4）「很多醫生都欠缺社會常識。」

5）「67、68歲與舊同學見面，

發現不少體弱多病要經常看醫生。相反我注重飲食與日常

運動，醫療費低得多。為什麼我要替那些暴飲暴食、無所

事事的人埋單？」

6）「與儲蓄不同，炒股票在鄉村地區會被視為不正經。

『株屋』(證券從業員的貶義

稱呼)是不可信的。」

7）「長者年過80才學習、

遊玩已太遲，唯一才能就

是工作和繳稅。」

■本報資料室

惠譽：人口老化釀長期金融動盪

該早死
■麻生太郎

■日本人口老化問題嚴重，社會福利

負擔沉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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