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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欧 经 济 下 滑 引 发 滞 胀 担 忧

埃森哲发布 2022 年技术展望——

四大技术趋势将成元宇宙基石
本报讯（记者袁勇）埃森哲日前发布报告《技术

展望 2022》指出，未来网络、编码世界、虚实共生、无

限算力四大技术趋势将成为构建元宇宙的基石，也

蕴藏着大量机遇，值得企业挖掘。

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投入元宇宙的研发

和商业化中。埃森哲大中华区企业技术创新事业部

总裁贾缙表示，元宇宙是人类运用的各种新技术的

综合体，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会诞生很多新的商

业模式，在未来若干年将对人类的生活产生颠覆性

影响。通过运用云、数字孪生以及边缘计算等技术，

元宇宙能够把不同地理位置进行无缝连接。此外，

元宇宙还将带来数据所有权的改变。数字平台时

代，数据往往在平台手里，也妨碍了用户跨平台体

验，元宇宙因其跨平台性将重新定义数据资产和数

据所有权。

报告着重分析了四大技术趋势。未来网络将重

构互联网，元宇宙的兴起将重构数据在塑造数字体

验中的角色，并且迫使企业重新思考“在线”的新含

义，在下一轮平台革命到来之前，筹划与客户、合作

伙伴和数字化工作团队互联的新方法。

编码世界展现了技术如何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渗入物理环境中。当 5G、环境计算、增强现实、智能

材料等技术与物理环境融为一体，企业将开启与现

实世界的全新互动方式，人们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控制智能设备，进行自动化和个性化的设定。

虚实共生就是指人们在生活环境和业务场景中

将启用越来越多接近于人类能力的机器。企业渴望

在关键生产和经营环节中应用人工智能（AI），甚至

训练 AI 的数据本身也是由 AI 生成的。

随着新一代计算机的问世，无限算力将突破计

算极限。量子计算机、生物计算机和高性能计算机将

攻克制约行业和企业发展的算力瓶颈。贾缙认为，算

力将是决定企业在元宇宙竞争中成败的重要因素，其

3 个技术方向值得关注：一是传统计算方式进一步扩

展算力，二是量子计算，三是生物计算芯片。

贾缙表示，每次互联方式的变革都会产生新的

领军企业。目前来看，每个企业的应用和落地场景

不同。随着技术进步，一家企业的局部尝试可能会

变成普遍化应用，让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加入其

中，最终形成颠覆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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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非洲粮食问题愈

加突出。非洲开发银行行长阿金武米·阿

德西纳日前参加大西洋理事会非洲中心活

动时表示，非洲必须为不可避免的粮食危

机做好准备，必须直面挑战，摆脱依赖他

人的局面。

联合国粮农组织 4 月份对全球粮价飙升

发出警告称，3 月份全球粮食价格平均环比

增长 12.6%；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过去一

年粮食价格已增长 33%，这一局势严重威胁

世界最贫穷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4 月 14 日表示，乌克兰危机可能将全球 17 亿

人拖入贫穷、贫困和饥饿，规模之大数十年

未见。

非洲经济薄弱，最易受到地缘政治冲突、

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外部因素影响。阿德西纳

表示，疫情已经导致非洲流失 3000 多万个工

作岗位，气候变化让非洲多国饱受干旱侵袭

并引发饥荒。乌克兰危机影响已远远超出了

乌克兰，延伸到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

他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约占全球小麦出口总

量的 30%，截至目前全球小麦价格上涨了近

50%，非洲化肥价格上涨了 2 倍，加之能源价

格 飙 升 ，通 货 膨 胀 严 重 影 响 非 洲 家 庭“ 菜

篮子”。

据报道，2020年俄罗斯对非洲出口额达40

亿美元，其中小麦占90%；乌克兰对非洲出口额

达 30亿美元，其中小麦占 48%、玉米占 31%。3

月17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南部非洲区域

办公室发布报告称，近 80%的南部非洲国家的

小麦及其产品完全依赖进口。联合国世界粮

食计划署此前数据显示，2019 年安哥拉、纳米

比亚、博茨瓦纳、马拉维等国的小麦完全依赖

进口；肯尼亚、吉布提、厄立特里亚、苏丹、布隆

迪、乌干达、索马里、卢旺达等国小麦进口总量

中，约90%以上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非72%

和 18%小麦进口分别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埃

及85%的小麦依赖从俄罗斯进口。

“为了避免粮食危机，非洲必须迅速增加

粮食产量。”阿德西纳强调，非洲开发银行已

经着手干预和解决粮食危机局面，重点通过

“非洲农业转型技术”计划（TAAT），这一倡

议覆盖 30 多个非洲国家的涉粮部门。据了

解，非开行早在 2018 年即启动这一计划，是

其《2016—2025 年非洲粮食供应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使用先进技术来提高

粮食产量，帮助非洲大陆挖掘农业巨大潜

力。近期，非开行拟大力推动这一计划。

阿德西纳透露，此计划已向 7 个非洲国

家的 180 万农户提供了耐热小麦种子，使小

麦增产 140 多万吨。耐热小麦种子目前在埃

塞俄比亚和苏丹种植了几十万公顷，并取得

不俗效果。其中，埃塞俄比亚的试种使产量

增加了 4.5 倍至 5 倍，苏丹大面积试种也使

2020 年小麦产量达到创纪录的 110 万吨；此

前在南部非洲干旱国家也种植了耐热玉米品

种，540 万户农户在 84 万公顷土地上取得了

理想效果，其中，津巴布韦、马拉维和赞比亚

的玉米产量增加了 63 万吨。

非洲开发银行在 3 月底开始目标 10 亿美

元的募集活动，以应对粮食危机，计划迅速增

加小麦、玉米、水稻和大豆等约 3000 万吨粮

食产量，让 2000 万农民掌握相关技术。非盟

轮值主席、塞内加尔总统萨勒表示，非洲有必

要通过对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大规模投资，

尽快赢得这场捍卫粮食主权战胜利。 本版编辑 徐 胥 刘 畅 美 编 夏 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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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期公布的数据来看，美欧一季度国

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出现明显下滑，美

联储在巨大通胀压力下加快货币政策收缩

节奏，美欧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反复，有关动

向加剧了对经济陷入滞胀的担忧。

4 月 28 日，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

下降 1.4%，这是 2020 年二季度以来美国经

济首次萎缩。分析认为，经济增速环比大幅

下滑，再结合通胀和就业数据看，美国经济

已显现明显滞胀迹象。

从经济增速看，在美国当局两年“撒钱”

近 10 万亿美元、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创出 9 万

亿美元新高、联邦政府债务累计超过 30 万

亿美元之后，美国一季度的经济萎缩充分表

明，在刺激政策已到极限的情况下，美国经

济内生动力依旧不足。

从通胀数据看，美国 3 月份消费者价格

指数（CPI）同比增长 8.5%，即使剔除波动较

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3 月份核心 CPI 仍较

去年同期上涨了 6.5%，达到近 40 年来的最

高值，而持续发酵的乌克兰危机导致的原材

料短缺和供应链中断问题还在进一步加剧

美国通胀。

从就业情况看，美国劳工部 5 月 6 日数

据 显 示 ，4 月 份 美 国 失 业 率 环 比 持 平 在

3.6%，虽然看似不错，但美国就业面临的问

题并不像数据看着那么乐观。供需不匹配

情况极为严重，就业市场共有 1150 万个空

缺职位，但可用劳动力仅为 590 万人，劳动

参与率仍较疫情之前低 1.2 个百分点。这也

在不断加剧企业成本压力，进而继续推升美

国通胀。分析认为，虽然美国经济界一直将

“招工难”归咎于联邦失业补贴降低了就业

意愿，但大多数地区失业补贴措施已经到

期，真正的症结恐怕在于疫情持续蔓延重塑

了美国社会就业结构，“招工难”持续与美国

社会普遍存在但讳莫如深的疫情后遗症关

联度很高。

经济严重疲软、通胀持续高企、就业问

题突出，这已符合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对滞

胀特征的描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

4 月 29 日，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

度欧元区 GDP 环比增长 0.2%，低于去年第

四季度的 0.3%，而 4 月份通胀率再创 7.5%历

史新高，劳动力供应也出现不足。这同样引

发市场对欧洲经济陷入滞胀的担忧。

对 疫 情 卷 土 重 来 的 忧 虑 也 在 增 加 。

5 月 4 日，欧盟委员会负责卫生和食品安全

事务的委员斯泰拉·基里亚基季斯警告，新

一轮疫情暴发的风险始终存在。5 月 6 日，

美国白宫方面甚至放出风声，以美国当前的

防疫部署看，今年秋冬季或将迎来新冠肺炎

疫情的新一轮大暴发，届时感染人数恐将达

到一亿人。

尽快遏制通胀成为欧美宏观政策的重

点。欧洲央行多位官员近期向市场吹风年

内可能加息。5 月 4 日，美联储宣布加息 50

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0.75%至 1%之间，同时宣布将从 6 月 1 日起

缩减规模近 9 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以

“迅速采取行动使通胀回落”。英国央行紧

跟 美 联 储 步 调 ，5 日 宣 布 将 基 准 利 率 从

0.75%上调至 1%。自去年 12 月以来第四次

加息后，英国利率水平达到 2009 年 2 月以来

最高点。

不过，美联储加快收紧政策节奏却招致

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认为美联储已错失

遏制通胀最佳时期。如美联储前副主席兰

德尔·夸尔斯近日批评称，美联储本应该从

去年 9 月份就开始抑制通胀，由于没有及时

出手，可能面临“以经济衰退为代价来控制

物价”。另一方面，认为美联储加快加息缩

表的措施，除了推升美元指数之外，无法吸

引足够的国际避险资金回流填平美国债务

“天坑”，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站上

3%高位就是明证。有分析指出，如果美国

经济滞胀风险上升，其资本回流形势将受到

影响，资本可能从美国流出，并流向大宗商

品和黄金等实物资产，可能对新兴市场产生

多重溢出效应，增加全球金融稳定风险。

滞胀风险叠加疫情反复，让欧美特别

是美国经济前景堪忧。目前，美国政策工

具箱已经见底，难以迅速用经济手段解决

经济问题。结合近期新闻看，美国频繁在

不同领域制造话题和冲突，无论是拱火乌

克 兰 危 机 ， 还

是 在 东 亚 挑 动

话 题 ， 都 反 映

出 动 用 非 经 济

手 段 解 决 经 济

问 题 的 意 图 ，

这 种 局 面 如 果

持 续 ， 全 球 出

现 “ 黑 天 鹅 ”

事 件 的 风 险 将

进一步增大。

进入夏季后，南亚多个国家每

日气温不断打破纪录，印度也不例

外。连续的高温干燥天气使得印度

多个地区用电需求倍增，大批火力

发电厂面临煤炭供应不足的困难，

多个城市和农村频频断电，许多印

媒甚至认为一场“能源危机”正向印

度袭来。

当前，印度所面临的能源短缺

问题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煤炭供

求出现较大断层。由于新冠肺炎疫

情等因素，煤炭的出产与进口面临

很大限制，即便印度经济状况正在

逐渐好转，但煤炭供应短时间内很

难迅速回升。“热浪”之下，各地亟需

提升煤炭发电量，这就导致中央邦、

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

拉邦等严重依赖燃煤电厂发电的地

方电力产量严重不足。另一方面，

干燥天气让印度国内许多河流的水

位明显下降，水力发电量也因此骤

减。例如，拉贾斯坦邦的发电量为

10110 兆瓦/天，由于水力发电受干

燥天气影响较大，加之该邦也面临

一定程度的煤炭短缺问题，目前这

个地区的发电量已降至6600兆瓦/天

左右。

面对如此挑战，印度从中央到

地方都开始想方设法保障用电，具

体而言有三大方面。一是提升煤炭

产量。印度煤炭部表示，印度国有

控股煤炭开采公司——印度煤炭公

司在 4 月份已将产量提高至 5347 万

吨，比疫情暴发前的 2019 年同期增

加 6%，并且印度煤炭公司还将进一

步保障印度的煤炭使用。二是购买

应急电力。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施

特拉邦和旁遮普邦等工业大邦在发

电厂“火力不足”的情况下，已经开

始从市场购电以解燃眉之急。例

如，古吉拉特邦由于火力发电厂仅

以 45%的产能运行，因此该邦不得

不以每单位 12 卢比的高价从市场上购买电力。三是控制用电

规模。许多邦已经开始在农村实施间断性断电，以满足城市和

工业区的用电需求。与此同时，一些地方还宣布在工业部门实

行为期两天的“电力假期”。

印度为什么会面临如此严重的电力短缺？能源结构上的短

板是主要原因之一。

印度是世界第三大能源消费国，但是能源消费结构并不乐

观。如今，印度 80%的用电需求仍由煤炭、石油和生物质能来满

足，其中煤炭仍是印度主要的发电来源，全国大约 70%的电力都

由煤炭发电产生。面对如此巨大的煤炭发电需求，印度的煤炭

供应经常捉襟见肘。印度煤炭有限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是全世

界最大的煤炭开采公司之一，其开采量占印度总开采量的 80%

左右，但这也很难满足巨大的需求量，政府部门经常需要从市场

紧急购电以弥补煤炭发电的缺口。

这个夏天的“停电危机”并非印度历史上的第一次。2021

年夏季，由于人们对空调和冰箱需求量激增，印度国内当时也

经历了一系列停电事件。一些专家分析认为，如今，气候变化

正在使气温逐渐升高，并且高温天气会更加频繁，“热浪”可

能每 4 年一次袭击印度，相比于过去的每 5 年一次缩短了不少

时间。

如果印度不能很好地解决能源上的供需断层，电力中断这

一“老大难”问题就不能根除。久而久之，这个问题将会随着工

业产出的减少而影响到印度整体经济发展。

连续高温

﹃
烤
﹄
问印度能源供应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施普皓

在印度阿姆利则，人们喝冷饮消暑。 （新华社发）

肯尼亚基利菲一处干旱的村庄肯尼亚基利菲一处干旱的村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董江辉董江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