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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水：安倍“挖坑”岸田“吃药”
或将成为摆脱安倍阴影打造“岸田经济学”的机会

企业数据重复计算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岸田文雄

15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道歉。但光

是“遗憾”，恐怕曝光丑闻的《朝日新闻》和日
本民众都难以接受。

日本国土交通省每年从全国约 48万家
建筑企业里抽取 1.2万家作为样本，根据这些

企业每月提交的合同金额报告，估算出全国

建筑合同金额总值，作为“基本统计数据”用
于计算 GDP等重要数据。

但每月总有一些企业会迟交数据，怎么
办？国土交通省官员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为避

免提交数据为 0，先自作主张将企业的平均数

据作为“替补”。

然而，当企业最终提交逾期的数据后，新
的数据并没有被用来纠正“替补”数据，而是

合并计入总的数据中。这意味着，企业合同金
额出现了重复计算的情况。

《朝日新闻》报道，自 2013年开始，每年
约有 1万条数据因为这样的操作被“改写”和

夸大。“这种做法在今年 4月被叫停了，因为

正如国土交通省的消息人士所说，‘这样做似
乎并不合适’。”

政府可信度受质疑
在《朝日新闻》记者看来，“不合适”过于

轻描淡写，用“令人震惊”“可能非法”来形容

政府这一操作更恰当。

尽管日本官方强调，数据被重复计算的
都是小公司，对 GDP影响有限，但毕竟还是

会引发舆论对政府统计数据可靠性的质疑。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 上海对外经
贸大学日本经济中心主任陈子雷表示，尽管
此次数据造假对日本 GDP 统计的影响微乎
其微，但日本政府各个部委在数据统计口径

方面显然存在诸多问题，究竟是人为还是疏
忽，还要看最终调查结果。

“最大的问题并非对 GDP本身的影响，

而是对官方统计数据可靠度的损害。”日本瑞
穗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酒井表示，“我们不禁
怀疑政府各个部门都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

日本法政大学宏观经济学教授平田英明

也表示，政府“主动”改写数据的做法闻所未

闻，会导致没人相信政府统计数据。
毕竟，类似的日本政府数据造假丑闻已

经不是第一次。2018年就有媒体曝光日本厚
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有造假嫌疑，导致薪资

水平统计失真，数百亿日元补助金漏发。

都在安倍任内发生
虽然这些丑闻都发生在自民党籍前首相

安倍晋三任内，不过在在野党看来，终究是自

民党政府的把柄。据日媒报道，日本最大在野
党立宪民主党似乎正打算就此对政府展开质

询，要求在明年 1月举行新财年预算辩论前
进行彻底的第三方调查，对政府的预算案提

出挑战。对此日媒评论，岸田可能会在 2022

年年初经历一个“动荡的开局”。

但陈子雷指出，从自民党内派系之争的

角度看，这桩丑闻“对岸田而言未必是坏事”。
当下，在野党正揪着安倍的加计学园丑

闻向岸田发难，岸田也正力图挣脱安倍的影
响，同自民党内安倍派势力保持距离，证明自

己并非“傀儡”。这桩丑闻或许可以成为岸田
进一步同安倍拉开距离、展示自身独立性，摆

脱“安倍经济学”、打造“岸田经济学”的机会，
《日本时报》甚至用“因祸得福”来形容。

“我们需要弄清楚此事为什么发生，如何

防止再次发生。”15日岸田在道歉之外，还强
调复苏经济的迫切性。“我们需要考虑振兴经

济，在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中，政府和政治家必

须履行自己的责任。” 本报记者 齐旭

全球债务规模
2020年创新高

    新华社华盛顿 12月 15日电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
冠疫情和全球经济衰退影响，2020年全球债

务规模达到创纪录的 226万亿美元。
数据显示，2020年是二战以来全球债务

增加最多的一年，全球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之比上升 28个百分点至 256%。发达

经济体公共债务上升尤为明显，与 GDP之比

从 2007年的 70%升至 2020年的 124%。
IMF财政事务部主任加斯帕尔说，随着

全球利率上升和金融环境收紧，全球债务激
增可能会增加经济脆弱性，阻碍经济复苏。政

策制定者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在高债务和通
胀上升的环境下如何正确实施财政和货币政

策组合。随着中央银行加息以抑制通胀，财政
政策也要作出相应调整。历史经验显示，随着

利率上升，财政支持对促进经济和就业增长
的效果减弱，同时可能加剧通胀压力。

新任美国驻华大使
伯恩斯提名获批准

    本报特稿 美国国会参议院 16日投票通

过伯恩斯的驻华大使提名，将结束美国驻华
大使空缺一年多的局面。

65岁的伯恩斯出生于纽约州，是哈佛大
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教授，

并担任阿斯彭学会等美国智库的高级顾问。
伯恩斯是一名拥有超过 25年外交经验

的资深外交官，曾历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驻

希腊大使和常驻北约代表等职。
2005年至 2008年，伯恩斯出任美国国

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白宫发布的
简历称，在此期间他就阿富汗、伊朗、朝鲜以

及地区政策等有关问题与中国政府有过合
作。在阿斯彭学会工作期间，他曾参与组织一

场该学会与中共中央党校之间的政策对话。
8月 20日，美国总统拜登提名伯恩斯出

任美国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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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国内生产总值（GDP）注
水？还长达 8年之久？这则新闻
让日本舆论炸开了锅。日本国土
交通大臣齐藤铁夫 16 日表示，
政府将成立一个第三方委员会
调查数据造假丑闻，并在一个月
内提交调查结果。

值得关注的是，对这起发生
于前首相安倍任内的造假事件，现
任首相岸田文雄将如何处理。对他
来说这是一场考验，但可能也是摆
脱安倍“阴影”的一次机会。

高调出访草草收场布林肯东南亚受挫
搞遏华“小圈子”图谋难以得逞

    因随行人员新冠检测呈阳性，美国国务

卿布林肯 15日临时取消原计划对泰国的访
问，只访问了印尼和马来西亚就提前结束行

程回国，上任以来对东南亚的首次访问就此
草草收场。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高官近来频频造访
东南亚，打着发展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旗号，

强行推广所谓“印太战略”，真实目的是企图

在亚太地区打造遏华“小圈子”，维护自身霸
权。不过，东盟国家普遍重视与各国发展友

好关系，不愿在外部压力下选边站队，美国
图谋难以得逞。

意在搞“小圈子”

布林肯此次出访前，美国政府官员表
示，美国致力于将与东盟国家关系提升至

“前所未有”的水平。布林肯访问期间，在南
海等问题上将矛头直指中国，同时强调美国

将制定“印太战略”，以促进投资和经贸合

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在国防和外交方

面与东盟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分析人士指出，本届美国政府上台以

来，先后派副国务卿舍曼、国防部长奥斯汀、
副总统哈里斯等高官访问东南亚，试图拉拢

相关国家，通过搞“小圈子”实现遏华图谋。
在马来西亚分析人士哈桑看来，布林肯

在印尼访问期间对中国横加指责，拉拢东盟

国家的目的昭然若揭。
马来西亚政治学者李佩敏认为，中国与

东盟国家地缘相近、交往密切，美国希望通
过增加自身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阻止东盟

国家与中国走近，以维护美国霸权。

对美不满加剧
由于随行人员新冠检测阳性，布林肯提

前回国，高调开始的首次东南亚之行草草收

场。路透社评论说，此访戛然而止，令美国修
复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努力遭遇挫折。

这已经不是布林肯在与东盟国家接触

中首次出现“意外”。5月，布林肯原计划与
东盟国家外长举行视频会议，结果因为“技

术故障”未能举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
文说，一些东盟国家官员认为，所谓“技术故

障”是美国未投入足够准备所致，暴露出美
国对东南亚地区外交的不重视。

分析人士指出，东盟国家对美国的不满

由来已久，美国只顾在亚太地区部署大量军
力，却没有在东盟国家最关心的发展问题上

给予足够帮助。
阿兹米说，贸易对东盟十分重要，但美

国并未致力于创造新的机遇、促进贸易往
来，而是想方设法寻求拉拢东盟国家对抗中

国，看上去美国对制造冲突更感兴趣。

东盟不愿站队
事实上，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打的“小算

盘”早已引起该地区国家警觉，包括布林肯

此次访问的印尼与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副外长卡加法尔表示，马来西

亚在外交上秉持中立立场，致力于发展与所
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队。马来西亚将继续坚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区

域合作架构，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繁荣。
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东南亚研究负责

人布兰德认为，印尼非常重视外交独立性，
与伊朗、俄罗斯等美国眼中的“对手”都保持

良好关系。尽管印尼在军事、反恐、发展等方
面与美国有合作，但对美英澳建立三边安全

伙伴关系等动向保持警惕。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11月接受采访时表

示，东盟国家希望与美国以及其他所有活跃
的经济体合作，“没有多少国家会愿意加入

一个集团去共同对抗被排除在外的国家”。
林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