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
情
恶
化
日
政
府
骑
虎
难
下

    问： 日本国民怎么看待此次疫情下的东
京奥运会？

答：新冠疫情蔓延使本次奥运会“一波三

折”。 2019年 10月，日本天皇德仁即位，日本
告别“平成”，开始步入“令和”时代。新时代伊

始，即遭遇新冠疫情蔓延。日本政府为了控制
疫情， 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不得不实施紧急状

态，延期举办奥运自然也是无奈之举。

2020年 9月，菅义伟出任日本首相。 日
本政府与国际奥组委沟通， 表达了继续举办

东京奥运会的决心。 但此时日本国民的关注
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何防控新冠疫情

蔓延、 早日减少确诊人数成为绝大多数国民
关注的焦点。

自菅义伟出任首相以来， 日本新冠疫情
已经连续出现四波蔓延。 尤其是奥运开幕以

来，日本的新冠疫情持续急速扩大，特别是部
分城市和地区传染性较强的德尔塔毒株肆

虐，给疫情防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截至 8月 3日 18时 30分， 日本当日新

增确诊病例 12017例， 最近一周有 5天新增
确诊病例超过 1万例； 累计确诊 956986例。

由于近期新冠确诊病例激增， 日本紧急状态

范围 2日起扩大到西部大阪府以及东京都
附近的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持续至

31日。 东京都和冲绳县紧急状态则由原定
22日截止延长至 31日。 日本医师会会长中

川 3日告诉菅义伟，日本面临去年第一波疫情以来的

最大危机，“应发布全国疫情紧急状态宣言， 采取诸如
禁止跨县境流动等强有力的防疫举措”。

面对奥运赛场内外激增的疫情，骑虎难下的菅义
伟再次表示不会因为疫情而中止奥运赛事。 可以说，

在此混乱局势下举办的本次奥运会与当初日本国民
的期望已相去甚远，如何收拾残局将是大选前对菅义

伟政府执政能力的最后一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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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菅内阁时间非常有限
    问：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本次东京奥
运能否成为日本经济走出衰退、强势复苏
的强心剂？菅义伟政府面临的最大考验是
什么？

答：从 2019年第四季度开始，受消费
增税影响， 日本经济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2020年初， 日本国内新冠疫情出现蔓延
态势，经济衰退之势不减。

根据日本内阁府今年 2月 15日发布
的统计数据，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日

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 4.8%，为

1955年有统计以来第二大年度降幅。 其
中，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三驾马车”的拉

力明显下降，占日本经济比重最大的个人
消费下降 5.9%，设备投资下降 5.8%，住宅

投资下降 7.1%，出口下降 12.3%。

总的来说，内需拖累去年日本经济增

长 3.8个百分点， 外需拖累经济增长 1.0

个百分点。 随着去年下半年疫情得到控

制，2020 年第三和第四季度经济指标开
始有所回升。 其中，第三季度按年率测算

实现了 22.7%的回升，但是第四季度复苏
的势头不如预期， 按年率测算增幅仅为

12.7%。总体来说，日本经济尚未恢复到疫
情前的水平。

今年尽管是奥运年，但是与其他发达

国家相比，日本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提升
疫苗接种率方面都显得乏善可陈。受疫情

影响，奥运赛事进行无观众比赛，交通、宾
馆旅游和比赛门票等收入难以得到保证。

同时，多个城市和地区实施“紧急事态宣
言”，也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受到重创。因

此，就现状来看，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经济
的拉动效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根据今年 5月 18日日本内阁府公布
的 2021年第一季度统计数据， 日本国内

生产总值（GDP）环比减少 1.3%，按年率

折算下滑 5.1%，下滑幅度远大于此前预估
的 4.5%。 日本各界认为，今年第一季度的

疫情紧急状态是导致 GDP下滑的主要原
因。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第二和第三季度

的经济指标仍然不容乐观。

7月 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美国、

中国、欧盟、印度、日本等国经济增长率做

了不同程度的升降新预测。 其中，IMF将

2021年日本经济增长率预测由 4月预测
的 3.3%调降至 2.8%， 下调了 0.5个百分

点。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日本是诸多发达
国家中唯一一个经济增长率被下调的国

家。 IMF下调对日本经济增长率预测的最

大理由还是基于日本政府对东京都等地
再次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全国每日新增

病例居高不下、限制出行等疫情防控措施
影响消费、日本旅游业和餐饮业受到打击

等原因。

尽管如此，IMF的报告对日本下半年

的经济增长还是作出了比较乐观的判断。

日本政府近日宣布，到 8月底要将疫苗接
种人数比例提升至总人口的 40%。 IMF认

为，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和疫情防控成
效的显现， 日本经济下行压力将得到缓

解，并将明年日本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上调
了 0.5个百分点至 3.0%。

虽然日本政府目前正在酝酿出台新

的总额超过 30 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
划， 将对日本经济起到比较大的推动作

用，但是从近期日本单日新增新冠确诊人
数不断突破一万的现状来看，未来日本经

济复苏之路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在日本最新民意调查中，首相菅义伟
的支持率再度下滑了 9个百分点，已跌至

34%，创下了去年 9月上任以来的新低。随
着今年 9月底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留给

菅义伟政府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奥运会
闭幕后，日本将马上进入大选周期，菅义

伟政府能否继续执政，将经受日本国民的

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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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景气”旧梦难重温
    问： 日本为什么要再次举办奥运会？

日本希望通过举办奥运会实现哪些目标？

答：历史上成功举办奥运会对日本来
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日本 1964年 10

月首次举办东京奥运会，可以说是战后日

本经济增长期的巅峰之举。 1970年，日本
举办了大阪世博会，大阪世博会则是日本

战后由经济增长期逐步向经济转型期转

变的分水岭。

1964 年日本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不

仅是亚洲第一次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更
是日本战后完成国家重建、实现经济高速

增长的时代象征，给老一代日本人带来了
无尽的美好回忆。

1964年东京奥运会正逢日本战后经
济增长期，举办奥运使一度短暂下滑的日

本经济重返增长周期，日本称之为“奥林
匹克景气”。为了成功举办奥运会，当时日

本政府投资 30亿美元兴建运动场馆和配
套设施，有效拉动了国内经济的增长。

特别是在奥运开幕前夕，日本在东京

和大阪两个大城市之间开通了当时日本

国内第一条新干线———东海道新干线。新
干线的建成，为此后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 1968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并于同年出资创设亚洲开发银行。

因此，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在政治
上为当时日本自民党政府逐步摆脱国内

“安保斗争”的阴影、在经济上为帮助日本

重返增长周期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次申办奥运会代表了日本“重温旧
梦”的期望。 2011年 3月 11日，日本遭遇

地震、 海啸和福岛核电站事故三重打击，

国民恐慌情绪蔓延，经济急速下滑，国内

资本和企业不断向海外转移。 在此背景
下，2011年 5月， 日本政府再次提出申办

东京奥运会，希望通过举办奥运会来激励
国民。

2013年 9月 7日，在阿根廷的国际奥

委会会议上， 东京再次申办 2020年夏季

奥林匹克运动会成功，由此成为亚洲第一
个、 世界第五个两度举办奥运会的国家。

此次申办代表日本希望以再次举办东京
奥运会来推动灾后重建、实现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愿望。

随着东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日本各界

受到鼓舞， 国内悲观情绪开始逐渐消退。

自 2016年起， 日本国内奥运经济效应开
始显现，为经济提供了增长动力。 日本为

了举办本次奥运会， 自 2016年起陆续投
资了约 8万亿日元，其中包括政府投资约

3万亿日元。 至 2020年，总共产生了约 27

万亿日元左右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应。

从以往各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的经验
来看，奥运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将贯穿奥运

会前后。但是，由于出现新冠疫情等变数，

本次东京奥运会将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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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能否助日本摆脱政经困境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陈子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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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底的盛夏正午，中国新任

驻美大使秦刚抵达纽约的肯尼迪国
际机场。

回应外界猜测
对于秦大使的就任，美国官方

的态度说不上友好，机场没有国务

院官员迎接，华盛顿还流传着不少
对于中美关系未来的消极猜测。

这些流言蜚语的核心关切有两
点：其一，中国新任驻美大使此前并

没有在美工作的经历，这是否意味

着中国不再看重“美国经验”和“美

方关切”；其二，秦大使此前两次担
任外交部发言人，以言语犀利、直接

坦率、气场强劲著称，在新闻发布会
上留下了很多“金句”，这是否意味

着中国未来将更多重视对美“斗争”
而非“团结”的一面。

然而，到达美国的第一天晚上，

秦大使就向中美媒体发表讲话，回
顾了 50年前基辛格的秘密访华，郑

重表示“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
就不会关上”。这是对外界纷乱猜测

的回应，也是对未来驻美工作的定
调，表明中国始终将改善中美关系

作为基本考虑，绝非以“斗争升级”
为出发点。

终结“双向空缺”

中国驻美大使的就任也终结了
中美两国之间为期一月的“双向大

使空缺状态”。
一个多月前的 6月 21日，已经

在美八年的崔天凯大使正式发表了

辞别信，寄望在美侨胞在中美关系
的“关键十字路口”继续担负起促进

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重任。与此同
时，拜登政府的驻华大使任命久拖

不决。传闻中的人选一开始是 2020

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候选人皮

特 ·布蒂吉格，在布蒂吉格入主交通

部后，猜测的人选又转为迪士尼的
首席执行官罗伯特 ·艾格和奥巴马

政府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 ·伊曼
纽尔。眼下，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

授、前副国务卿尼古拉斯 ·伯恩斯则
被视为驻华大使的最有力人选。

然而，不论拜登政府放出何种
风声，驻华大使的人选终究没有尘

埃落定。去年 10月初，特朗普政府
的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离任，，拜登

政府在大使遴选和提名上的拖沓使
得这一“空缺”迟迟未得到填补，引

得外界议论纷纷，怀疑此举是否为
拜登团队“有意拖延”，对华施压。

中方在崔大使卸任后迅速敲定

新任驻美大使人选，有力消除了外
界对中美两国在使节任命上“较劲”

的担忧，表明中国不仅有稳定和改
善中美双边关系的意愿，也有将意

愿迅速付诸行动的决断和执行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持续蔓

延、中美之间的摩擦冲突依然频繁

的当下，两国高级官员之间的互访
无疑受到影响，这使得双方大使馆

的作用更为凸显。而这也正是此前
美国政界高度关注中国新任驻美大

使人选的原因。

坚持沟通交流
拜登团队掌舵美国至今，客观

而言中美之间的很多冲突症结依然

存在，甚至浮现出一些新的问题，双
方依然要面对双边关系中的诸多挑

战。然而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相比，中
美关系的可预期性还是有了一定程

度的增强，双方也都没有放弃沟通

交流的意愿。

不久前，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
副国务卿舍曼到访天津，与中国外

交部副部长谢峰会面，并得到国务

委员兼外长王毅的接见。而中方也
就如何推动中美关系，亮明了两份

清单，划出了三条“红线”。
正如秦刚大使致辞中所说，“相

处需要相知，相知需要沟通了解”，尝

试用会谈和交流来解决问题是国际

关系现代化、文明化的象征，也符合
中美两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秦刚大使赴任，中美关系将翻
开怎样的一页？能够确定的是，在这

一页中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
可能和过去完全一样，中国处理对

美关系的方式和风格已经出现了明
显的变化，而美国也需要适应“有话

直说”的中国。但不管怎样，只要双
方都致力于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的原则，两国关系终究有望“守
得云开见月明”。

奥运会是一场重
要的全球体育盛会，
在抗疫不力、经济低
迷的背景下，东京奥
运会显然对时下的日
本有着特殊的意义。

日本希望通过举
办奥运会实现哪些目标？目前来看能否
如愿？东京奥运能否成为日本经济强势
复苏的强心剂？我们邀请专家为您详细
解读。 ———编者

陈子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