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文珏

2012年10月15日 星期一

新华社专电 伊朗官员１３日说，
伊朗石油出口近几个月保持平稳，并
未急剧下降。

国际能源署１２日发布估算报告，
伊朗日均石油出口从２０１１年底的２２０
万桶大幅降至今年９月的８６万桶。而伊
朗驻石油输出国组织代表哈提比１３日
指出，报告数据错误，与伊朗提供给石
油输出国组织的数据不一致。

哈提比否认伊朗石油买家只有中
国、印度、韩国、日本和土耳其。“伊朗
的石油市场超出上述国家，我们一直
在拓展新的市场，不过因为可能伤害
到它们，所以我们不公开，”他说。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制
裁，欧盟今年７月１日起禁止成员国进
口伊朗石油。

新华社专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女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１３日说，日
本女性如果投入工作，将帮助日本经
济走出长期低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在日本东
京举行。拉加德告诉记者，日本老龄化
问题严重，劳动力日趋减少，政府不得
不艰难维持社会福利。不少女性充当
全职主妇，５０％的日本适龄女性不再
工作。拉加德说，如果日本提供更好的
幼儿园或其他支持服务，在社会观念
上更好地认可职业女性，那女性将投
入工作，“可以拯救日本经济”。

伊朗否认石油出口暴跌

否认买家只有中日韩印度等

ＩＭＦ总裁要日本女性
“工作救国”

美国一批尚未投入流通的新版
100美元钞票日前在运输途中离奇被
盗。这批钞票原本应于当地时间10月
11日由运送人员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
市运往位于新泽西州的联邦储备银行
大楼，但抵达银行大楼时才发现钞票
已被盗。

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
在向公众征集破案线索。

┬中国日报供稿

IMF和世行年会14日在东京闭幕

“年度大会诊”
寒意阵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
会14日在日本东京闭幕。东京街头秋意渐浓，
比秋意更浓的是全球经济减速给与会者带来
的阵阵寒意。

病灶显而易见

药方莫衷一是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
新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分
别压低至2 . 3%和3 . 3%。根据IMF的分析基准，

“2%”是全球经济增长和衰退的分水岭。两大
国际机构的最新预测意味着，全球经济随时
可能进入衰退临界点。

作为权威性和代表性兼具的国际机构，
IMF和世行年会是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就
业和社会发展课题的“年度大会诊”。本届年
会上，各路人马对全球经济“会诊”结果有着
高度共识，即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高企
的公共债务不仅危及本身经济增长和金融稳
定，而且其风险外溢效应正在殃及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国家。

病灶显而易见。但在开什么药方、动哪些
手术等具体救助手段层面，各方莫衷一是。

以欧元区为例，无论是欧洲央行的直接
货币交换，还是刚刚启动的欧洲稳定机制，都
是克服欧债危机继续升级的大手笔，运用得
当将在很大程度减轻希腊、西班牙等“重灾
区”的灾情。但受欧元区内部决策机制局限和
各国政治、民意等国内因素影响，欧元区救助
体制如何顺畅、高效运行尚待时日。

一派的心态是克服危机“时不我待”，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是典型代表，她
对救助政策落实迟滞心急如焚。拉加德在年
会上反复强调，陷入债务危机中的国家国情、
经济规模、市场压力、债务水平各有不同，欧
元区决策者对开闸救助的前提条件应根据事
态及时修正。

但另一派却不慌不忙。德国、荷兰等“财
政纪律派”强调“规矩就是规矩”，救助门槛不
能轻易放低。这导致在外人看来，欧元区虽有
药方，但“病人们”迟迟未能拿方子抓药。

美国治病，世界吃药

全球挑战，全球解决

欧债危机以外，美国的“财政悬崖”是
悬在全球市场头顶的另一把魔剑。同样，总
统大选、驴象党争的美国国内政治环境，正
在捆绑全球经济一同走向“悬崖”。

另一方面，美联储为刺激美国国内需
求，开出了多副“QE药方”，大印钞票。
这正是所谓“美国治病，世界吃药”。伴
随大规模美元货币放水，新兴经济体和发
展中国家面临的通胀压力大增，而不发达
国家更将因此暴露在粮食价格高涨的巨大
阴影中。

危机时刻，携手为上。拉加德在年会全
体会议上讲述了两名日本战国武将对垒中给
敌人“送盐”的故事，以此呼吁各方加强政
策协调，危机当前共克时艰。不过，合作需
要诚意，协调需要善意，一边动刀，一边
“送盐”，终非君子所为。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全球挑战，全球
解决”。这也非I MF刻意谦逊，而是大势
所趋。以往危机大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地
区，I MF不时以救世主姿态君临。这一轮
危机的始作俑者和重灾区则是主要发达经
济体，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完全置身于这场
危机之外，以邻为壑的政策只能加深危
机。

正如拉加德所警示，克服这轮危机、应
对全球经济减速很可能是一场艰苦的马拉
松。从华盛顿到东京，只是其中一程。

(据新华社东京10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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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之变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刘军红

野田“购岛”的政治误判，严重破坏了“中日政治
互信”的基础，致使东亚地区合作的环境恶化，方向
不明，进程充满不确定性，引起地区广泛担忧。

15年东亚繁荣离不开政治互信

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后，地区各国开始惊
醒，自觉认识到地区团结、合作、互助才是共同应
对危机，防止再度发生危机的根本出路。自此，
“东亚人的东亚意识”形成，基于经济依存的政治
互信建立，东亚地区合作的政治环境豁然开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7年底，东盟特别首脑
会议首次邀请中日韩领导人列席会议，共商应对危
机大事，并构建了“东盟+中日韩”合作框架雏形。

1999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倡议在该框
架内设立副财长级会议，后演化为“东盟+中日韩
财长会议”机制。

2000年5月6日，首次财长会议达成了地区货币
互换的“清迈倡议”，地区货币合作先于贸易投资
合作，引领东亚地区形成了广泛合作的新潮流。迄
今，以“清迈倡议”为基础的地区货币互换规模已
扩大到2400亿美元，成为有效抵御美国金融危机和
欧债危机传导波及的机制。

同时，在该框架下，地区共同建立了“亚洲宏
观经济研究局”，形成了地区宏观经济政策咨询和
基础数据统计的机构雏形，为地区合作深入发展奠
定了制度保障。

在过去15年里，在“东盟+中日韩”框架下，
地区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取得长足进展。截至2010年
初，以东盟为中心，以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
和印度为伙伴，达成了五组“自由贸易协定”
(FTA)，堪称地区合作的五个基轴。

在此进程中，地区共同设立了“东亚峰会”机
制，并在美国金融危机后，吸引美俄加盟，形成了
东亚峰会18国体制。

2008年中日韩峰会首次召开，以东北亚为舞台
的中日韩紧密的经济合作进入战略进程，三方投资
协定如期达成，围绕FTA谈判的共同研究完成历
史任务，中韩FTA谈判也顺利启动，包括澳、
新、印的广域FTA谈判也迎来与“10+3”并行展开
的新局面。

东亚成为美国卸载包袱

转嫁危机的理想对象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东亚地区的政治互信，
是地区经济合作全面展开的基础保障。地区政治领
导人的高瞻远瞩，亲赴地区合作第一线，是引领、
形成和推进地区合作全面展开、纵深发展的关键。

眼下，世界经济正处于“后危机时代”，美欧
经济发展前景不确定，东亚地区经济发展风险日趋
复杂多变，地区能源资源、粮食、金融等合作机制
亟待发展完善，地区共同的基础市场和市场规则
等，急需各国政治引领，展开广泛合作。

地区经济、产业和金融的深度依存，呼唤深度
的政治互信。尤其是，东亚地区产业分工体系相对
独立，产业链、价值链、资金链相互依存，彼此联
系，互为条件。东亚金融危机后，地区中等收入人
群增加，市场扩大，东亚的世界工厂功能和市场属
性同时形成，各国互为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经济
关系更趋紧密。亚洲市场需求正在成为区内各自的
内需，各国间的政治关系关乎地区政治大局的稳
定。

如果说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
暴露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弊端，那么，危机后东亚经济
所焕发的活力，进一步证明了东亚地区合作正在开
辟不同于美欧的发展模式。金融危机后，美国加大了
回归亚太的战略力度。固然，美国的战略回归，或有
利于促进东亚地区加快战略合作步伐，但也对东亚
地区合作形成了战略压力，甚至牵制。

过去15年，东亚地区共同构建的合作机制，以
及由此带来的地区共同发展利益也面临着被瓦解的
可能性。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回归亚太，包含着转
嫁危机的现实动因。

每一场危机，都会形成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
都意味着新旧势力及其权利的战略转移。而危机
后，美国的制度创新，无疑也在延续着对外转嫁危
机的传统路径，东亚则成为其卸载包袱、扩张出
口、转嫁危机的理想对象。

而更紧迫的是，地区政治互信，以及政治引领
的和平、友好、互助理念，已然成为当前东亚地区
共同发展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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