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高科技行业持续近二十
年的发展盛宴在 2022年戛然而
止。企业业绩低迷、股价暴跌引发
的裁员寒潮蔓延至今， 各大公司
裁员人数动辄上万。 日前硅谷银
行关闭事件更令进入“凛冬”的全
球科创中心硅谷雪上加霜。

去年以来， 包括脸书母公司
元公司、推特、亚马逊等美国技术
企业纷纷裁员， 以应对经济形势
不佳、成本上升等问题。今年，裁
员潮愈演愈烈， 谷歌母公司字母
表宣布裁员1.2万人，微软宣布裁
员1万人， 亚马逊宣布裁员1.8万
人。3月14日， 元公司启动第二轮
裁员计划，再裁1万人，跃居裁员
榜首位。

据 企 业 服 务 数 据 库 公 司
Crunchbase统计，2022年美国科技
行业有超过14万名员工被解雇。
美国裁员信息网数据显示，截至3
月15日，今年已有489家科技公司
裁撤了约13.9万个技术岗位。

高科技企业扎堆裁员绝非偶
然。由于美联储激进加息，通胀居
高不下，经济衰退风险加剧，市场
需求疲软， 对科技企业股价和业
绩造成巨大冲击。

互联网行业倚重的数字广告
市场也不再顺风顺水。 政府部门
对获取用户隐私信息加强监管，
推出针对广告追踪功能的限制措
施， 经济低迷也导致广告商削减
开支， 都对互联网公司造成严重
冲击。

个人电脑等个人电子产品需
求下滑趋势加剧，芯片、整机等硬
件厂商和软件行业直接遭受打
击， 英特尔、 微软等业绩深受影
响， 间接影响其他科技企业的增
长潜力和预期， 科技企业处境更
趋恶化。

缺乏规划和远见以及疫情期
间盲目扩张， 也是造成企业困境
的重要因素。 元公司首席执行官
马克·扎克伯格的“坦白”颇具代
表性。“新冠疫情之初， 世界迅速
转向线上， 电子商务激增带来巨
大的收入增长。许多人预测，这将
是一种永久性的加速。 所以我决
定大幅增加投资。不幸的是，事情
并没有像我预期那样发展。”

大规模裁员标志着硅谷结束
“美好周期”， 而硅谷银行危机更
是雪上加霜。

硅谷银行在硅谷创投生态中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的猝
然倒地将产生深远影响。 硅谷银
行关闭风波既显现美国极端经济
政策造成银行业流动性危机、高
科技行业现金紧缩的恶果， 也将
加剧市场对金融、 创投行业爆发
系统性危机的忧虑。

美国硅谷知名孵化器 “创始
人空间”公司首席执行官、天使投
资人史蒂夫·霍夫曼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风险
投资家和硅谷初创公司严重依赖
硅谷银行获得贷款和融资。 此次
遭受硅谷银行关门事件惊吓后，

对其信任短期难以恢复， 而传统
银行又无法轻易替代其作用。风
险基金对高科技领域投资会更加
谨慎，科技企业、尤其是初创公司
未来融资难度会急剧加大， 可能
引发新的裁员潮。

硅谷创投界普遍担心， 硅谷
银行危机将造成更广泛震荡，影
响一整代初创企业的发展， 动摇
硅谷作为引领未来科技创新的中
心地位。

高科技行业是美国经济引擎
和晴雨表。 硅谷企业历史上经历
过数次起落，但此次祸不单行、银
行业和科技企业双双“受伤”绝非
偶然， 美国政府不负责任的政策
难辞其咎。

美国政府以行政手段无端制
裁商业企业， 试图阻隔高科技企
业间正常的国际商业合作， 给硅
谷企业带来深远而持续的负面影
响。同时，美联储激进加息导致美
元急剧升值， 不仅在全球范围产
生严重破坏性后果， 美国金融业
和高科技企业也遭到反噬， 试图
收割全世界的镰刀同样割伤了自
己的命脉。

内外交困、政策反噬之下，以
硅谷为代表的美国科技产业进入
“凛冬”非一日之寒，硅谷科技企
业也都意识到行业步入艰难时日
的长期性。科技界人士普遍认为，
其整体发展遇阻的趋势在2023年
仍将持续，重回坦途道阻且长。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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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裁员银行关闭
硅谷进入“凛冬”

韩国总统尹锡悦近日对日本
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 与日本
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 双方
决定让因强征劳工等问题受损的
两国关系 “恢复正常”， 并重启
两国首脑定期互访的 “穿梭外
交”。

韩方以在强征劳工问题上让
步的方式改善两国关系， 在韩国
国内引发民意强烈反弹。 分析人
士指出， 日韩关系改善很大程度
上受到美国操纵， 服务于美国战
略利益。 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依旧很多， 分歧难以弥合。

日韩关系近年来进入 “战后
最糟糕” 时期， 最主要症结是日
本强征劳工受害者赔偿问题。 本
月6日， 韩国政府发表有关二战
期间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赔偿问
题的解决方案 ， 为访日扫除障
碍。 16日， 岸田文雄与尹锡悦在
首相官邸举行会谈并共同会见记
者。 两人在会谈中就重启双边首
脑会晤以及安全、 经济对话等达
成一致。

然而， 由韩国行政安全部下
属财团筹措资金、 替被告日本企
业代付赔偿金的劳工索赔问题解
决方案在韩国国内引发强烈不
满。 盖洛普韩国公司一项调查显
示， 近六成韩国民众因该方案没
有日本道歉和赔偿而表示反对。

连日来， 韩国多个市民团体

举行抗议集会， 斥责尹锡悦政府
“屈辱” “卖国”。 韩国最大在野
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称上述
解决方案是对强征劳工受害者的
“二次加害”， 是 “韩国外交史上
的耻辱和污点”。 尹锡悦赴日当
天， 韩国大学生在首尔总统府前
举行集会， 表示 “不需要代替赔
偿的钱”， 称这是 “对青年的侮
辱”。

除了强征劳工问题， 日韩之
间还有 “慰安妇” 问题和领土争
议等其他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难
题。 韩国朴槿惠政府曾于2015年
12月与日方就补偿 “慰安妇” 受
害者方案达成协议， 日方同意向
韩国政府主导的 “和解与治愈基
金会” 出资10亿日元， 却称其出
资性质不是 “国家赔偿”， 协议
遭到韩国国内广泛批评反对， 文
在寅政府上台后解散了该基金
会。

有分析认为， 在此次日韩修
复关系的过程中， 美国推动起到
重要作用。 美国希望拉拢日本和
韩国， 强化三方在军事、 经济等
方面的合作， 为其 “印太战略”
服务。

有日本学者认为， 美国操弄
下的日韩 “走近” 得不到民意支
持， 双方矛盾分歧无法从根本上
弥合， 双边关系发展并非坦途。

据新华社

日本新一代主力运载火箭
H3首发失利，首个登月探测器登
月任务失败， 小型火箭 “埃普西
隆” 发射失败……在最近不到半
年时间里，日本航天屡尝败绩。专
家和媒体认为， 接二连三的失败
是日本航天领域技术能力下降的
表现， 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研发体
制方面缺乏一个能统筹全局的领
导机构。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16日发布报告说， 本月7
日发射的该国首枚H3运载火箭
的二级发动机点火前， 火箭内部
出现电流过载， 这可能是导致发
射失败的原因。这枚火箭2月17日
首次尝试发射时， 也是因为电源
系统异常而在发射倒计时结束后
未能点火升空，当时JAXA宣布发
射“中止”。

H3火箭由JAXA和三菱重工
业公司共同研发， 耗资超过2000
亿日元 （1美元约合132日元）。作
为现役主力运载火箭H2A的后继
型号，H3被期待今后20年充当日
本航天发射的主力火箭。 首秀失
败将严重影响日本的航天计划以
及参与国际商业卫星发射竞争。

日本最初希望在2020年度首
次发射H3火箭，之后因为新研发
的LE-9主发动机出现一些技术
问题， 不得不大幅推迟了发射计
划。 而最终导致发射失败的却是
火箭的二级发动机没能成功点
火。H3火箭二级发动机是H2A火
箭第二级采用的LE-5B发动机的
改良版。

《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指出，

虽然航天总是伴随着失败，但H3
火箭二级发动机和H2A几乎一
样，经历了长时间的验证。如果确
实是这项技术导致此次失败，那
么问题非常严重。 加上小型固体
燃料火箭“埃普西隆”2022年10月
发射失败， 日本首个登月探测器
“好客”于2022年11月发射升空后
未能与地面建立通信从而登月失
败，“在航空航天领域， 日本技术
能力的下降让人担忧”。

日本航空航天项目一直以来
由JAXA承担，之前几个系列的火
箭都是由JAXA设计和研发，再向
企业下订单生产。 通常都要成功
发射几次， 等技术成熟了再将技
术移交给企业， 由企业实施商业
发射。

作为一个国立研究开发法
人 ，JAXA更关注技术的先进性 ，
所以其研发的火箭成本容易偏
高。H2A火箭迄今发射过46次，只
失败过一次，成功率达约98%，但
发射一枚H2A火箭的成本高达约
100亿日元，差不多是国际发射行
情的两倍， 因此在国际商业卫星
发射市场缺乏竞争力， 迄今只执
行过5次商业发射任务。 所以，日
本研发H3火箭的最大目标就是
降低一半成本， 成为商业发射市
场“卖得动”的火箭。

而削减成本的关键是火箭主
发动机LE-9。这款低成本高性能
的膨胀循环氢氧发动机在研发过
程中麻烦不断， 导致火箭整体研
发比计划落后了两年， 各界对此
颇有不满和批评。

2月17日H3火箭首次发射尝

试因技术故障“中止”后，查明原
因和研究对策明明都是耗时间的
事情，但JAXA却几次在新闻发布
会上宣称会在3月10日窗口期结
束之前再次发射。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JAXA想极力避免再拖延到4
月1日起的下一个年度，而这种焦
虑或许也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之
一。

不过， 有专家指出发射失败
根本原因还是研发体制不顺畅，
缺乏一个能统筹全局、弥合差异、
打破各组织相互割裂局面的领导
机构。

为了打造一款更商业化的火
箭，H3火箭从设计和研发之初就
由 JAXA和三菱重工业公司共同
承担。但是双方身份不同，对技术
的追求和理解也不同。 日本大同
大学名誉校长泽冈昭在接受共同
社采访时表示，H3火箭研发过程
中没能打破这种组织之间的壁
垒， 感觉是匆匆凑到一起搞出来
的。

泽冈昭说， 政府体制也存在
问题， 研发是由文部科学省主管
的， 同时还有一个以首相为总部
长的宇宙开发战略总部， 其成员
来自多个中央政府部门。 各政府
部门的思考也明显不同， 文部科
学省侧重技术本身， 而经济产业
省产业化和成本的意识很强。这
种异常复杂的组织架构是日本的
弱点。

他说，H3火箭的失败如果只
是从表面进行解决， 恐怕以后会
重蹈覆辙， 应该着手进行根本的
体制改革。 据新华社

比利时西南部城市图尔奈于3月16日至19日举行2023年狂欢节，
盛装游行、 乐队表演等多种活动吸引大批民众参与。 图为人们在比利
时图尔奈参加狂欢节。 新华社发

日本航天频频受挫
专家反思研发体制问题

比利时图尔奈举办狂欢节

日韩分歧缘何难“修复”

新华社电 美国研究人员通
过哈勃太空望远镜发现了一颗
“流浪”中的超大质量黑洞，它可
能是从所属星系中弹射出来的，
正拖曳着一条由炽热气体和新生
恒星组成的尾巴在太空中前行。

这颗黑洞的质量约为太阳的
2000万倍，速度每秒约1600千米，
是美国耶鲁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
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观测一个遥
远星系时发现的。 相关论文日前
在美国阿奇夫论文预印本网站上
公布，并即将发表在美国《天体物
理学杂志通讯》上。

几乎每个星系中央都有一个
超大质量黑洞， 此前有理论预测
黑洞可能从星系中弹射出来。

研究人员于2022年用哈勃太
空望远镜观测75亿光年外的一个
星系时发现， 它附近有一条明亮
狭长的光带，方向直指星系中央。
利用美国夏威夷的凯克望远镜进

行的后续研究显示， 该光带与星
系存在密切关联， 光带长度约20
万光年， 由受到剧烈压缩的气体
组成， 内部的恒星诞生活动非常
活跃。

在分析了多种可能的情况
后， 研究人员认为最贴切的解释
应该是一颗大型黑洞在迅速远离
所属星系。 它离开星系中央已有
约3900万年， 一路压缩星际气体
尘云，使其发热、发光，孕育新的
恒星。

星系中央黑洞的质量可达到
太阳的上百万倍到几十亿倍。两
个或三个星系发生碰撞、合并时，
它们的黑洞可能会合并， 特定情
况下也可能将其中一个黑洞弹射
出去，成为星际空间的“流浪者”。
目前还不确定这类事件在宇宙中
是否常见， 研究者希望通过借助
像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等其
他观测设施找到更多证据。

哈勃望远镜观察到
“流浪黑洞”离开星系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