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于4月22日至26日举办， 吸引来自
约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0家参展商。 工博会官网显示， 本届展会中
国展商数量占三成， 仅次于东道主德国。 图为一款新松工业焊接机器
人在进行演示。 新华社发

中中国国展展商商闪闪耀耀汉汉诺诺威威工工博博会会

用工和招聘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近期将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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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关联美联储激进加息

今 年 以 来 ， 二 十 国 集 团
（G20） 不少国家的货币对美元
汇率继续下跌， 其中日元下跌约
9% 。 作为国际避险货币之一 ，
日元跌势引人关注。

本轮日元贬值实际始于2022
年初。 在新冠疫情期间进行了史
无前例 “大放水” 的美联储， 于
2022年 “急转弯”， 开始激进加
息以应对通货膨胀， 给世界经济
带来严重负面外溢效应， 多种非
美货币大幅贬值， 多国央行被迫
加息， 但一向对美国亦步亦趋的
日本央行却受制于国内通缩形势
而坚持负利率政策。

随着日元和美元的息差迅速
扩大， 日元汇率一路暴跌： 2022
年初， 1美元兑115日元左右； 同
年10月， 汇率一度超过1美元兑
150日元的水平， 日元跌幅超过
30%。 日本政府被迫3次下场干
预， 以卖出美元买入日元的方式
拉升日元汇率。

去年， 日本央行换帅， 被外
界视为日本即将收紧货币政策的
信号。 今年3月， 日本央行宣布

结束持续 8年的负利率政策， 但
仅仅将政策利率从负0.1%提高到
0至0.1%区间， 同时承诺继续保
持宽松货币环境 。 由于紧缩程
度不如市场预期， 反而加剧日元
贬值。

美国劳工部10日公布3月消
费者价格指 数 （ CPI） 数 据 ，
显 示 美 国 通胀 并 未 降 温 。 市
场对美国年内降息的预期再 添
不确定性 。 受此影响 ， 外汇市
场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走 软 ，
连续多日刷新 1990年以来最低
纪录。

贬值让老百姓钱包缩水

为了追逐更高收益， 日本国
内的个人资金纷纷流向海外。 海
外机构投资者大搞套利交易， 借
入日元换成外币进行投资， 也加
剧了日元贬值。 日本财务省财务
官神田真人近日多次口头干预，
称目前市场 “明显存在投机， 不
能容忍”。

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23日
表示， “对于过度的波动， 将不
排除任何选项妥善应对”。 日本
共同社解读， 铃木俊 一 暗 示 不

惜干预汇市以阻止日元进一步
贬值。

此外， 今年以来日本股市高
歌猛进， 很多人以为日本经济有
力复苏， 实际上狂买日本股票的
大多是外国机构投资者， 日本民
众手头并没有变得宽裕。 庆应大
学教授白井早由里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 日元过度贬值令消费者
购买力下降， 企业投资和生产也
因此趋缓。

截至今年3月， 日本核心消
费价格指数 （CPI） 连续31个月
同比上升， 但这轮通胀并未伴随
国内需求高涨。 实际上， 日本工
资上涨跟不上物价上涨幅度， 截
至今年2月， 实际工资收入连续
23个月同比下降。 用优衣库总裁
柳井正的话说， 这种情况下， 普
通民众不愿意买东西也很正常。
日本内阁府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
第四季度， 占日本经济比重二分
之一以上的个人消费连续3个季
度呈负增长。

由于实际收入缩水， 消费者
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便宜的商品：
超市里， 牛肉销量大降， 鸡肉受
到追捧； 日本超薄电视机的国内
出货量连续3年下降。 近日， 受

中东局势紧张加剧影响， 国际原
油价格再次上扬。 野村综合研究
所经济学家木内登英认为， 能源
涨价叠加日元贬值， 日本经济将
遭遇更强逆风， 物价上涨可能进
一步抑制个人消费， 从而加剧滞
胀局面。

日元还要跌多久

日元这轮贬值， 并非全由美
国激进加息引发， 日本经济长期
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也是重要
原因。

首先， 日本能源、 食品、 原
材料等重要资源严重依赖进口，
对美元的需求持续增加。 2011年
福岛核电站事故后， 日本国内核
电站纷纷停运， 核电原本在日本
年发电量中占比四分之一左右，
至2014年一度降至零， 此后重启
核电进展缓慢， 导致能源进口需
求进一步高涨。

其次， 日本货物贸易、 服务
贸易持续逆差。 最新数据显示，
2021财年至2023财年， 日本货物
贸易连续3个财年 呈 现 贸 易 逆
差 ； 2023 年 形 势 虽 较 上年缓
和， 但货物与服务贸易逆差额合

计仍有9.8万亿日元。
多位专家指出， 虽然入境游

在日元贬值背景下形势良好， 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
日本向海外支付的服务费将大幅
增加， 服务贸易逆差问题将更加
明显。

第三， 海外投资收益虽然丰
厚， 回流的资金却趋于减少。 由
于日本国内需求低迷 、 人力短
缺， 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规模持
续扩大， 带来巨额收益后缺乏回
国投资的动力， 普遍选择将利润
存在海外。

谈及日元汇率未来走向， 专
家分析指出， 虽然眼下日元处于
极度疲软状态， 但美联储等欧美
央行未来选择降息以及日本央行
缓慢加息的趋势不会改变， “一
降一升” 有利于日元升值。 日本
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主
任研究员丁可认为， 未来日元升
值不可避免， 东京股市继续上涨
或将面临阻力。 虽然日本在供应
链某些环节的地位仍不可替代，
但由于少子老龄化难以逆转， 长
期来看日本经济萎缩的大趋势很
难改变。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劳动关系司司长李新旺日
前表示， 近期将开展规范劳动用
工暨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劳动用工和
人力资源市场领域突出问题， 加
强对企业的指导， 维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 为劳动者就业创造良好
环境。

李新旺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近年来， 劳动关系总体保持和谐
稳定。 但同时也要看到， 侵害劳
动者合法权益问题时有发生， 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面临一些新情
况、 新问题。

“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进一

步健全劳动关系协商机制， 争议
处理 、 行政指导和监察执法机
制， 加强基层劳动关系三方协调
机制建设， 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
法， 同时增强企业依法用工和劳
动者依法维权意识。” 李新旺说。

灵活就业特别是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 近年来受
到广泛关注。 2022年7月，职业伤
害保障试点在北京、上海、江苏等
7省市的7家平台企业启动实施。

李新旺表示， 下一步将指导
和督促平台企业落实维护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权益有关政策， 积极
推行相关指引指南， 畅通维权服
务渠道， 不断提高企业依法合规
的用工水平。

新华社电 国际能源署近日
发布展望报告说， 未来十年全球
电动汽车需求将持续强劲增长，
2024年销量预计达1700万辆， 占
全球汽车总销量的五分之一以
上。 电动汽车需求激增将重塑全
球汽车业， 并显著降低道路交通
领域的石油消耗量。

这份名为 《2024年全球电动
汽车展望 》 的报告预计 ， 2024
年 ， 中国电动汽车销量将增至
1000万辆左右， 约占中国国内汽
车销量的45%； 在美国和欧洲 ，

电动汽车销量占比预计分别为九
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左右。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
罗尔表示： “全球电动汽车革命
非但没有势头减弱， 反而正迈入
新的增长阶段。”

报告指出， 去年全球电动汽
车销量猛增35%， 达到创纪录的
近1400万辆。 在这一基础上， 今
年电动汽车行业仍实现强劲增
长。 越南、 泰国等新兴市场的电
动汽车需求也在加速增长。

报告认为， 中国在电动汽车

制造和销售领域持续领跑。 去年
在中国售出的电动汽车中， 超过
60%比对等性能的传统汽车更有
性价比。

报告强调， 确保公共充电设
施的可用性与电动汽车销量保持
同步对于维持增长势头至关重
要。 与2022年相比， 2023年全球
安 装 的 公 共 充 电 桩 数 量 增 加
40%。 然而， 为了达到各国政府
承诺的电动汽车部署水平， 充电
网络仍需要在未来十年间增长数
倍。

未来十年全球电动汽车需求将持续强劲

近期 ， 持续强降雨侵袭华
南、 江南地区， 致多地受灾。 据
中央气象台预报， 24日至26日，
江南、 华南等地将再度出现强降
雨， 与19日至22日强降雨区高度
叠加。

监测显示， 19日以来， 广东
肇庆、 清远、 韶关、 广州、 惠州
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达400至519
毫米； 截至23日晨， 广东、 广西
共有17个国家气象观测站日雨量
突破4月极值。

近期华南地区到底下了多少
雨？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郑
志海介绍， 4月以来， 华南地区
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
为1961年以来历史第二多。

他分析说， 华南地区降水偏
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在全
球变暖背景下， 江南、 华南等地
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高， 气温
升高会增加大气的含水量， 同时

也会增加对流的强度， 使得强降
水事件偏多； 另一方面受厄尔尼
诺事件影响， 4月以来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强， 引导来自
南海和孟加拉湾向我国南方地区
输送的水汽极为充沛， 同时配合
青藏高原和华南地区的环流异
常， 形成了多次强降水过程。

专家表示， 今年华南前汛期
与以往相比有很大区别。 通常4
月份已处于华南前汛期， 但这一
时期南海季风并未爆发， 华南地
区水汽条件总体来说并不是非常
充沛 。 因此 ， 强降水虽经常发
生， 但一般范围不大、 持续时间
不长。

今年的特点是虽然南海季风
还没有爆发， 但水汽条件已经非
常好， 并且因为副热带高压持续
偏强 ， 充沛的水汽条件得以持
续 ， 导致今年强降水过程强度
强 、 持续时间长 、 范围也比较

大， 造成的影响也更大。
未来一段时间， 南方地区降

雨是否持续？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中期天气

预报显示 ， 未来10天江南 、 华
南、 四川盆地及贵州等地降雨显
著偏多 ， 部分地区偏多一倍以
上， 且强对流天气多发； 主要降
雨时段为24日至26日、 28日至30
日。

专家介绍， 预计今年汛期我
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 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偏多， 涝重于旱。 东部
季风区降水总体偏多， 区域性和
阶段性的洪涝灾害可能比较明
显 。 今年汛期总体水汽条件较
好， 南方地区的长江中下游、 淮
河流域、 太湖流域降水将较常年
同期明显偏多； 北方的松花江流
域 、 黄河流域中下游降水也偏
多， 建议相关地区提前做好防汛
准备工作。 据新华社

今年华南前汛期的雨为何这么多？

创34年新低 日元还要跌多久
日元对美元汇率交易价22日跌至1美元兑换154.85日元，刷新34年来最低纪录，持续逼近业内人眼中155

的“危险”关口。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近日表示，“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应对。日本媒体解读，他在暗示政府将
不惜干预汇市以阻止日元进一步贬值。

分析人士认为， 日元贬值高度关联美联储激进加息， 而日本民众随之钱包缩水、 消费不振； 虽然未来
日元升值不可避免， 但长期来看， 日本经济萎缩的大趋势很难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