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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央行 19 日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负 0.1%提高
到 0 至 0.1%范围内，同时决定结束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并停止购买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央行 17 年来首次加息，标志着日本维持了约
11 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开始走向正常化。 日本央行为何选择此时结
束负利率政策？日本距离稳定实现 2%的通胀目标还有多远？政策调整
可能对日本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日本央行为何调整政策
为实现通胀目标，日本央行于 2013 年推出超宽松货币政策。 2016

年 2 月，日本央行开始实行负利率政策，并于同年 9 月开始实行收益
率曲线控制政策，即日本央行通过大量购买债券，将 10 年期国债收益
率控制在目标范围。

由于长期执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弊端凸显，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
去年 4 月就任以来，一直寻求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由于美联储今年内
存在降息可能，“一升一降”叠加将对日本经济产生较大冲击，因此日本
央行急需调整政策。

此前，日本央行一直将稳定、可持续地达成 2%的通胀率作为政策
目标，此次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也是基于通胀目标“有望达成”这一
判断。目前日本物价持续上涨，1 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连续 29 个
月同比上升，连续 22 个月达到或超过 2%。

不过，植田和男坦言，目前距离实现央行设定的通胀目标仍有距
离，结束负利率政策后，日本不会马上进入持续加息阶段。

走出通缩还有多远
《东京新闻》报道指出，摆脱通缩应意味着物价持续上涨，企业从

中受益，工资持续增加，消费明显回暖，物价不再下跌。 日本媒体和专
家普遍认为，虽然去年以来日本出现了物价持续上涨、名义工资持续
增加等情形，但离达成良性循环尚有距离。

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日本劳动者实际工资收入
比上年下降 2.5%，连续两年下降；截至今年 1 月，日本实际工资连续
22 个月同比减少。 这表明，工资涨幅追不上物价涨幅的局面仍在持续，个人消费会受
到明显抑制。

内阁府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占日本经济比重二分之一以上的个人消费去
年第四季度环比下降 0.3%，连续 3 个季度呈现负增长。 数据同时显示，去年以来由于
人们倾向于购买更廉价的消费品，日本鸡肉销量大增，牛肉销量大降。

经济评论家门仓贵史表示，现阶段谈论摆脱通缩为时尚早。 日本国内并没有出现
实际工资上涨、消费增加、需求旺盛带动物价上涨的良性循环。 如果通胀不是由国内
需求旺盛及工资成本增加等因素驱动，日本经济重陷通缩的风险就依然存在。

政策调整有何影响
由于日本央行承诺将继续通过购买国债等手段保持宽松货币环境， 金融市场当

天对央行政策调整反应冷淡。 19 日， 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显著走软， 再度降至约
150 日元兑换 1 美元水平；东京股市则继续上涨，日经股指重回 40000 点上方。

分析人士指出，短期来看，日本央行加息或会令政府、企业及个人债务负担加重，
企业破产数量增加。 但长期来看，加息有利于增加国民储蓄收益、抑制日元过度贬值
造成的财富外流，同时还有利于提升企业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让人力资
源更加集中到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中。

植田和男 19 日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宽松的金融环境将持续存在，央行结
束负利率政策不会导致存款或贷款利率大幅上升。

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木内登英表示，即使日本央行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利率
涨幅也有限，加上日本经济对利率的敏感度已大幅降低，央行此次政策调整不太可能显
著改变日本经济目前的状态。 （新华社东京 3 月 20 日电 记者 刘春燕 钟 雅）

以总理称攻打拉法不容商量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19

日坚称， 以军将向加沙地带最南端城市
拉法发动地面攻势。

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说， 他已
经向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说得极为清
楚”，以方决心“彻底消灭”巴勒斯坦伊斯
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而除了向拉法发
动地面进攻，“别无他法”。

内塔尼亚胡表示，以美分歧“不在于
是否消灭哈马斯”，而在于以军是否需要
开进拉法。

加沙地带大约 230 万居民中， 超过
半数目前被困在这座毗邻埃及的口岸城
市。以军一直在对拉法进行空袭，如果发
动地面进攻，势必造成更严重平民伤亡。
最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加沙地带
已有超过 3.1 万人死亡，7 万多人受伤。

面对越来越大的国际社会压力，加
上美国选举年的国内压力， 拜登政府呼
吁以方不要大规模地面攻击拉法。只是，
以方并不买账。 以政府 15 日批准攻打拉
法的计划。

拜登与内塔尼亚胡 18 日通电话。 白
宫说， 两人讨论了加沙的 “人道主义危
机”，拜登“重申”对以军攻打拉法的“深
切忧虑”。美以代表团很快将在华盛顿讨
论“替代方案”，即在不发动大规模地面
攻势的情况下， 精准打击哈马斯关键人
物和确保埃及与加沙地带边境安全。

以方曾表示在地面进攻前允许拉法

平民大规模疏散。 但不清楚这类行动如
何实施。 白宫发言人卡里娜·让-皮埃尔
19 日说，美以官员可能下周初在华盛顿
讨论以军进攻拉法的计划。

除持续不断的战火， 加沙平民面临
的另一大威胁是饥饿。 联合国世界粮食
计划署 18 日警告，加沙地带半数居民食
物供给和充饥手段已经 “完全耗尽”，陷
入“灾难性饥饿”。 “灾难性饥饿”是世粮
署“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中粮食
安全威胁程度的最高级。 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 19 日说，以
色列方面限制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的
做法涉嫌犯下“战争罪”。

美国一面大张旗鼓地敦促以色列关
注加沙人道主义灾难， 一方面持续向以
色列提供军事援助。 美方以空投方式向
加沙提供人道援助物资， 但数量杯水车
薪，被批虚伪作秀。

19 日 ，在拉法一所医院 ，一名母亲
怀抱着死去的孩子，揭开裹尸布，看着他
的脸庞。 她告诉路透社记者，美国和欧洲
支持以色列，“给他们武器和飞机”，另一
方面却空投少量援助物资以 “挽回面
子”，这是“对我们的嘲弄”。

“形势已经糟糕得无法想象，” 一名
加沙妇女上周告诉美国公共广播公司，
“他们向我们空投援助， 我们跟在后面
跑，就像狗一样”。

（新华社微特稿 惠晓霜）

新研究揭示光合作用进化“缺失的一环”
新华社东京 3 月 20 日电（记者 钱

铮）一个国际团队近日在英国《自然》杂
志上发表论文说， 他们利用湖水样本培
养出一种奇特的光合细菌， 它属于绿弯
菌门一种此前未知的目， 代表了光合作
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 新发现
为进一步探索远古地球上光合作用的进
化提供了线索。

通常对光合作用的定义是植物和藻
类吸收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富能
有机物，同时释放氧气的过程。 而事实
上， 还有一种光合作用不产生氧气，是
一种发生在光合细菌中的原始光合作
用机制，在地球生命诞生不久后就已出
现 ， 而产氧光合作用的出现要晚大约
10 亿年。

据日本北海道大学和日本海洋研
究开发机构联合发布的公报， 进行产氧
光合作用的植物和藻类拥有两个被称为
光系统的光吸收功能单位， 即光系统 I
和光系统 II， 分别对应光反应和暗反应
阶段。每个光系统都由捕光天线（即捕光
色素）和反应中心构成，光系统 I 和光系
统 II 的反应中心分别称为 I 型反应中心

和 II 型反应中心， 它们均由远古光合细
菌的反应中心进化而来。

光合细菌细胞内只有一个光系统。
绿弯菌门是一类现存的光合细菌， 它们
具有被称为绿色体的光合作用细胞器，
迄今已知的绿弯菌门细菌光系统反应中
心均为 II 型。

北海道大学、 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
构和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
员利用从加拿大北部一处湖泊采集的湖
水样本培养出一种光合细菌， 并利用基
因组学、光谱学等方法对其分析后发现，
这种细菌属于绿弯菌门一种此前未知的
目。 它拥有光合作用所需的绿色体，与其
他已知绿弯菌门细菌不同的是，它通过 I
型反应中心进行光能转换。 研究人员认
为这种细菌与其他绿弯菌门成员从相近
的共同祖先那里继承了光合作用能力。

研究人员认为， 新发现的光合细菌
代表了光合作用生物进化过程中一种奇
特的过渡形式，是光合作用“系统进化树
上”此前“缺失的一环”，也是全面了解远
古地球上光合作用从不产氧向产氧进化
的“活化石”。

阿根廷总统米莱执政百日来改革效果几何

阿根廷总统米莱去年 12 月就职以
来，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挽救经济的“休
克疗法”改革措施，以期减少财政赤字
和控制通胀。 其中，米莱政府提出的两
大主要改革举措目前由于国会程序仍
悬而未决。

当前，阿根廷实现连续两个月财政
盈余，通货膨胀压力有所缓解，但失业
人数增多、工业生产下降、物价上涨等
困境依然存在。 分析人士认为，改革能
否获得国会支持、 通胀能否得到控制、
民众焦虑能否平复，仍是米莱政府面临
的挑战。

改革前景不确定
米莱在执政首月推出两项主要改

革举措，即名为“阿根廷经济重建的基
础”的必要紧急政令和名为“阿根廷人自
由基础和起点”的综合法案，分别涵盖对
数百条法律和规定的修改或废除， 旨在
放松政府和法律对经济领域的管制，减
少财政赤字，便利进出口贸易。 此外，米
莱还让阿根廷货币比索大幅贬值。

3 月 14 日， 阿根廷参议院投票否
决了米莱签署的必要紧急政令，这项政

令随后将交由阿根廷众议院审议投票。
根据阿根廷法律，即使该政令被参议院
否决，只要众议院投票通过，这项政令
也可生效；如众议院投票否决，这项政
令将彻底无效。米莱推出的综合法案先
前也未获国会通过，目前正计划修改法
案条款，以再次提交国会审议。

分析人士认为，米莱改革的阻力主
要来自左翼和工会，目前由于执政党和
左翼反对党在两院都不占多数，米莱仍
需争取中间党派支持以推动改革落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孙洪波认为，米莱政府有意进
行一场系统性、激进式改革，但目前相
关改革举措面临各种政治制衡。 总体
看， 米莱政府正面临执政联盟内部、左
翼政党、地方、工会等多种力量的掣肘，
其激进改革前景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民生困境待缓解
近日，诸多消息被阿根廷政府视为

利好：阿根廷中央银行下调基准利率至
80%、连续两个月财政盈余 、通胀压力
有所缓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再向
阿根廷提供 47 亿美元贷款、 阿根廷完
成超 500 亿美元债务置换等。 尽管如
此， 阿根廷民众仍然受到失业增加、物
价上涨等问题困扰。

3 月，阿根廷人迎来复工开学的日

子，不少人却接到被辞退的电话。 阿根
廷媒体报道说，企业表示销售额大幅下
降，无力雇用这么多员工。失业、贫困、物
价攀升的阴云笼罩在阿根廷民众心头。

阿根廷社会学家马塞洛·罗德里格
斯说，由于政府部门削减、裁员以及不
再向公共项目注入资金，目前社会上已
有超 5 万个工作岗位流失，预计阿根廷
失业率未来会上升。

据阿根廷《金融界报》日前报道，阿
根廷工业联盟最新报告显示，今年 1 月
阿根廷工业生产指数降至 29.9%，为有
记录以来历史最低水平，并连续第七个
月处于低于 50%的收缩区间。 报道说，
超过一半的受访中小企业产量下滑，多
组数据表明阿工业生产困境加剧，中小
企业首当其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阿根廷办事
处工作人员日前表示 ，2024 年第一季
度，阿根廷儿童和青少年的贫困率将达
到 70%左右，赤贫率将达到 34%。

今年以来，阿根廷多次爆发大规模
罢工和游行，反对米莱政府改革措施。 3
月 18 日， 阿根廷多个工会组织在首都
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全国多个城市发起
游行。 1 月，阿根廷多个全国性工会和
左翼组织也曾举行全国罢工，抗议米莱
政府的改革措施漠视劳工和社会弱势
群体权益， 导致阿根廷多个地区的银

行、加油站、机场和航空公司、环卫清洁
等行业暂停服务。

经济面临滞胀挑战
阿根廷经济学家古斯塔沃·内法认

为，米莱政府执政百天来扭转了阿根廷
美元储备下降的趋势，但该国经济仍面
临滞胀挑战。

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研究
所数据显示， 阿根廷今年 2 月通胀率
为 13.2%，低于 1 月的 20.6%和去年 12
月的 25.5%； 近 12 个月累计通胀率达
276.2%。 阿根廷国家道德与政治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罗森多·弗拉加认为， 虽然
单月通胀率有所降低，但通胀仍在较高
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 月 30 日发布
报告预测， 在经济政策大幅调整背景
下， 阿根廷将面临经济衰退和通胀加
剧。 报告预计，2024 年阿根廷经济将萎
缩 2.8%。

阿根廷 TN 新闻电视台日前援引国
际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的报告
说，预计 2024 年阿根廷经济将萎缩 5%，
降幅远超 2023 年 11 月预测的 2.5%。 通
胀方面， 预计 2024 年阿根廷通胀率将
超过 280%，2025 年仍将超过 220%。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 3 月 19 日电

记者 席 玥 王钟毅）

亚美尼亚总理说愿意与阿塞拜疆达成和平协议
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什尼扬

19 日说， 亚美尼亚愿意与阿塞拜疆达
成和平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

帕什尼扬当天视察亚美尼亚北部
塔武什边境地区。 他告诉当地民众，如
果拒绝与阿塞拜疆划定边界，“周末前
就可能爆发战争”。

美国《政治报》援引帕什尼扬的话
报道，亚美尼亚愿意将北部四座边境村
庄交还阿塞拜疆， 以期达成和平协议，
避免流血冲突再次发生。

报道说，亚美尼亚政府决定与阿塞
拜疆划定完整边界，亚方将向阿方归还
那些国际社会承认属于阿塞拜疆、但苏

联解体后由亚美尼亚控制的土地。
帕什尼扬多次表示，亚阿边界划分

应以 1991 年《阿拉木图宣言》为基础。
帕什尼扬 19 日与来访的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举
行联合记者会。帕什尼扬在记者会上重
申，亚美尼亚愿意在《阿拉木图宣言》的
基础上与阿塞拜疆实现关系正常化，互
相承认领土完整和主权。

斯托尔滕贝格敦促亚美尼亚和阿
塞拜疆抓住机会，达成和平协议。 他两
天前刚访问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会见阿
塞拜疆总统伊尔哈姆·阿利耶夫。

阿利耶夫 19 日视察纳戈尔诺-卡

拉巴赫（纳卡）地区。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居

民多为亚美尼亚族人。 苏联解体后，阿
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
题爆发战争。 虽然两国 1994 年达成全
面停火协议，但一直因纳卡问题处于敌
对状态，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帕什尼扬去年 5 月表示，亚美尼亚
承认包含纳卡地区在内的阿塞拜疆领
土完整。去年 9 月，纳卡局势再度升级，
阿塞拜疆发起军事行动， 控制纳卡地
区。 去年 10 月，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
夫罗夫在第二届“3+3”高加索问题会议
后表示，有关纳卡问题的“主要争论”已

经得到解决。
去年 12 月， 阿塞拜疆总统府和亚

美尼亚总理府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
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
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条
约。

今年 2 月中旬， 在德国总理奥拉
夫·朔尔茨斡旋下， 阿利耶夫与帕什尼
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实现面对面
会晤。 朔尔茨的发言人说，阿亚两国领
导人同意推动和平条约谈判进程，承诺
“只通过和平手段、不使用武力”解决双
方分歧。

（新华社专特稿 王宏彬）

美式“民主输出”的中东之殇

美国张罗的所谓第三届“民主峰
会”3 月 18 日至 20 日在韩国举行，而
21 年前的 3 月 20 日，正是美军入侵伊
拉克的日子，伊拉克人民至今还在承受
着美式“民主输出”的恶果……美国嘴
上挂着“自由民主”“基于规则的国际秩
序”等亮眼口号，实际却以民主之名行
分裂国际社会和维护霸权之实。

“在中东的心脏建立一个自由的伊
拉克，将成为全球民主革命的分水岭。”
21 年前的今天， 美国小布什政府以所
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
由，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号，悍然入
侵伊拉克。 随后，无休止的动荡与不安
笼罩在伊拉克人民头上，让这个文明古
国满目疮痍，深陷战乱泥淖。 伊拉克人
民所遭遇的痛苦，只是美式“民主输出”
恶劣后果的缩影。

长期以来，美国将自己的政治制度

和价值理念强加于人，以“民主”之名不
断输出战争。“民主”早已成为美国干涉
别国内政、制造动荡分裂的“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美国以
西方制度为模板，试图将伊拉克打造成
所谓“中东民主样本”，但事实却是，伊
拉克因此陷入教派冲突、 族群对立、派
系矛盾难以调和的政治乱局。根据全球
统计数据库的资料 ，2003 年至 2021
年， 约有 20.9 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
和暴力冲突，约有 920 万伊拉克民众沦
为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伊拉克政治分
析人士纳杜姆·朱布里控诉， 美国是一
个战争帝国，惯于以民主自由等借口发
动战争， 将他国变成暴力和冲突之地。
美国用“民主”“自由”“人权”等口号欺
骗伊拉克人，“在美军占领的第一个月，
我们就发现这是个天大的谎言”。

美式民主背负累累罪债，中东地区
是美式民主荼毒最深的地区之一。美国
强行抛出所谓“民主改造中东”计划，声
称要将“茉莉花革命”的种子播撒到中
东的每一片土地，然而这场中东版“颜

色革命” 给各国带来的只有无尽的动
乱。 以突尼斯的动荡为起点， 埃及、也
门、叙利亚……一个接一个西亚北非国
家陷入内乱，而在幕后煽动这波“颜色
革命” 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却美其名曰

“阿拉伯之春”。 埃及政治学者穆罕默
德·阿提夫·马哈利夫指出， 美国常以
所谓“民主”为由干涉他国内政，引发
地区局势动荡、 恐怖主义滋生和生灵
涂炭。

一直以来，美国自我标榜为“人权
灯塔”，而这座“灯塔”却制造种种非人
道恶行。美军在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期
间肆意屠杀平民， 在伊拉克阿布格里
卜监狱和阿富汗巴格拉姆监狱的虐囚
丑闻举世哗然， 制造叙利亚危机并长
期偷盗叙利亚石油和小麦，发动“奥德
赛黎明”行动让利比亚民众深陷无尽的
黑暗……自去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
爆发以来，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无
差别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3 万人死亡，
加沙平民正遭受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
美国却漠视上百万加沙民众的生命，一

味地偏袒以色列，不仅多次阻挠安理会
通过要求停火的决议草案，还不断向以
色列提供军火援助。

美国到处叫卖“民主”，并非真的关
心民主，真实用意是假民主之名分裂世
界、挑动对立、维护霸权。“华盛顿统治
世界的野心，其驱动力不是来自更深层
次的民主或自由、 更加公正的世界、结
束贫穷或暴力， 或者更适宜居住的星
球，而是来自经济和意识形态。”美国外
交学者威廉·布鲁姆在《民主：美国最致
命的输出》一书中一语道破。 为追求霸
权利益，美国给中东国家和人民造成了
无法抚平的伤害，也给世界的和平稳定
带来沉重打击。 事实一再证明，美国导
演的所谓“民主大片”从来不是世界的
福音，而是动荡的祸根。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各国将
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
美式民主弊病缠身，美国却依然好为人
师，打着民主幌子损人利己，必遭全世
界唾弃。（新华社巴格达 3 月 20 日电

记者 李 军）

新西兰举行 2024
怀卡托热气球节

3 月 20 日清晨，放
飞的热气球经过新西兰
汉密尔顿湖上空。

2024 怀卡托热气球
节于 3 月 19 日至 23 日
在新西兰怀卡托地区汉
密尔顿举行。造型各异的
热气球一起点缀天空，吸
引人们前来观赏。

新华社记者
郭 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