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10 月 28 日 星期五12 国 际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

贸易协会（BWA）主席米夏埃

尔·舒曼日前在接受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德中关系处

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未雨绸

缪，努力通过创新积极解决当

前经济面临的挑战，这必将使

中国更加强大。

记者：您认为中共二十大

的召开具有哪些重要意义？

米夏埃尔·舒曼：中共二十

大的召开对中国的经济社会进

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值得

注意的是，此次大会是在多重

全球危机与内部挑战并存的特

殊背景下召开的，包括新冠肺

炎疫情的继续传播及其造成的

经济后果等。为内部稳定和外

部安全创造框架条件是未来几

年必须解决的关键任务之一，

这不仅仅是对中国而言。可以

肯定的是，与国际政治舞台上

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将继续

作为一个具有中长期战略规划

的可预测的政治力量出现。

中国人民对未来 5 年有着

清晰的认识，这是社会内部稳

定的重要标志。而实施计划中

的项目确保经济和政治稳定，

这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全

社会的共同任务。

当前德国同样面临重大挑

战，其中一些与中国面临的挑

战类似，德国必须找到自己的

解决方式来克服这些挑战。我

认为，研究中国的发展模式以

及中共二十大报告的内容将对

我们有帮助。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提

出的“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米夏埃尔·舒曼：这一提法

远远超越了过去的“世界工厂”

发展模式。

作为欧洲国家，我们正面临

着如何使经济更具创新性和弹

性，在政治进程中恢复更多稳定

性的难题。在我看来，我们需要

对社会的发展目标有新的认识，

从而能够为当前遇到的问题找到合适答案。目前，许多国家，无

论其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何，都在以同样的方式问自己这些问题。

中方提到的“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即通过

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可持续性、复原力和连贯性以及适当的社

会平衡机制来应对人类当前面临的全球挑战。同时，它也意味

着明确反对孤立、坚持对外开放的立场。积极分析中国对这些

难题的应对办法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制定自身的解决方案提

供重要参考。

记者：您对中国未来经济前景和中德经贸关系发展有哪

些期待？

米夏埃尔·舒曼：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些挑战和困

难，但是中国未雨绸缪，努力通过创新积极解决这些问题，并

在这个过程中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

今年是德中建交 50 周年，两国关系处在新的历史起点。长

期以来，来自德中两国的合作伙伴和商业伙伴之间都建立了平

等互信的关系。50 年来，中国逐步确立了自己作为德国经济可

靠且核心的合作伙伴地位。德中经贸关系的进一步稳固和加

强，必将为今后两国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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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蒙

9 月份核心 CPI 同比增长 3%，为 1991 年以来新高——

日元贬值成日物价上涨主因
本报记者 陈益彤

日本总务省 10 月 21 日公布的 9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显示，日本去除生鲜食品的核心 CPI 同比增长 3%，高于

上月的 2.8%，连续 13 个月同比上升。如果排除消费税率上调

的影响，核心 CPI增长达 3%，创下 1991年 8月份以来新高。

具体来看，9 月份日本除生鲜食品外的食品价格上涨

4.6%，家庭耐用品价格上涨 11.3%，住宿价格上涨 6.6%。能源

价格上涨 16.9%，其中电费上涨 21.5%，燃气价格上涨 25.5%，

汽油价格上涨 7.0%。522 种核心 CPI 指标中，有 385 种上涨，91

种下降，46种不变。上涨品种数超过了上月的 372个。

针对此次核心 CPI 上涨，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

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和日元贬值，并再次强调政府关

于推进结构性工资上调和向具有发展潜力领域转移劳动重

心的意向。

日元贬值已成为日本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因之一。日

本央行 10 月 13 日发布的企业物价统计（9 月速报）显示，

9 月份以日元为基准的进口物价同比增长 48.0%，高于上月

的 43.2% 。 以 合 同 货 币 为 基 准 的 进 口 物 价 同 比 上 涨 了

21.0%，涨幅连续 4 个月缩小。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日本从

海外进口的原材料大多以美元计价，因此，以合同货币为

准的进口物价上涨率主要反映了海外市场上的商品价格

变化，以日元为基准的进口物价上涨率与以合同货币为基

准的进口物价上涨率之差，相当于日元贬值带来的进口物

价上涨效果。这一数值在 9 月份为 27%，已经大于以合同

货币为基准的进口物价上涨率 21%，说明相较海外物价上

涨，日元贬值已经成为推动日本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物

价持续上涨让日本民众承压严重。据日本媒体测算，如果

1 美元兑 150 日元的汇率持续，2022 年度日本平均每个家庭

的支出金额将比 2021 年度增加 86462 日元。东京经济大学

总务课长桥本博一称：“因为物价上涨，学生不能随心所欲

地吃饭。有的学生一天吃不上三顿饭，穷困的学生一天甚

至只能吃一顿饭。”

日元贬值趋势仍在持续，“蒙面干预”效果存疑。自 9 月

22 日日本政府被迫实施汇率干预政策后，日元汇率短暂回

升又持续下落。10 月 19 日，美联储官员发表收紧货币政策

言论，美欧主要中央银行持续加息预期强烈，日元抛售趋

势加速。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

示：“急速的、单方面的日元贬值是不可取的。对于过度的

变动，今后也将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以此暗示将再次干预

汇率，牵制投机者。在市场上，政府秘密买入日元实施“蒙面干

预”的预期不断发酵，暂时减缓了日元抛售速度，然而日元汇

率 21 日仍然一度跌至 1 美元兑 151.94 日元，刷新了 32 年来的

最低值。据日本媒体报道，为遏制日元持续下跌的趋势，牵制

投机性抛售日元的行为，日本政府已经在 21 日再次实施汇率

干预，其规模可能达到 5.5 万亿日元，超过此前 9 月 22 日的 2.8

万亿日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22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政

府不能容忍投机导致的过度变动，对于过度变动将采取适当

的应对措施。”但当被问及是否进一步实施了汇率干预时，岸

田文雄却不予置评，似乎要“蒙面”到底。10 月 24 日上午，自 21

日汇率干预后逐步走低的日元汇率再度逼近 150 日元关口，随

后突然升至 1 美元兑 145 日元水平。市场认为，这是日本政府

又一次出手干预汇率，以向市场显示政府捍卫“150 日元”红线

的强硬态度。

不过，日本央行维持金融宽松的政策未见改变。日本央

行总裁黑田东彦 10 月 21 日在全国信用组合大会上致辞称，

日本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极高，有必要密切关注金融和外汇

市场的动向，以及其对日本经济和物价的影响。他还表示，

“日本央行将支持日本经济，通过提高工资的形式实施金融

宽松政策，以持续稳定地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分析人士

认为，从国内看，日本政府的汇率政策、日本央行金融政策对

外汇市场的影响，成为决定国内物价动向和前景的重要因

素，然而当前日本央行同步实现工资上涨和物价稳定增长的

目标前路漫漫，调整金融宽松政策的前景并不明朗。

虽然日本政府日前表示将通过采取综合经济政策以应

对物价上涨，但其主要方向是减轻能源领域的负担，如根

据电费使用量定价、减轻城市燃气使用负担、延长汽油补

贴时限等。分析人士认为，能源领域的价格涨幅对物价的

影响有限，此番投入恐仍难切实解决日元贬值带来的高物

价问题。

赢创工业集团：

做 中 欧 工 业 合 作 桥 梁
本报记者 袁 勇

近日，德国特种化学品公司赢创工业集

团表示，将在第五届进博会上集中发布多款

创新产品，其中 10 余款为全球或中国首发，

包括电动汽车领域的锂离子电池材料、应用

于医药健康领域的新型生物材料、应用于消

费品制造领域的可持续聚合物以及应用于建

筑防护领域的功能助剂等。

赢创总部位于德国鲁尔工业区，公司业务

遍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有超过 4000

种产品。近年来，赢创在中国的业务得到长足

发展。目前，赢创大中华区有超过 2700 名员

工以及 16 个生产基地和办公室，2021 年销售

额约 16亿欧元。

赢创工业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夏赋良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赢创在第五届

进博会上将以“聚焦可持续发展、共创绿色

未来”为主题，展出一系列立足本地的创

新、环保、可持续材料解决方案，覆盖交通

出行、生活消费品、动物营养、城市建设等

多个应用领域。此外，赢创还将展示多个正

在各生产基地开展的节能减排示范项目，并

发布 《赢创中国可持续发展实践报告》。该

报告介绍了赢创近年在中国的一系列可持续

发展实践，旨在帮助合作伙伴了解公司在本

地最新的可持续发展成果，并探索更多新的

合作契机。

赢创非常看好进博会的溢出效应。夏赋

良表示，赢创希望能够成为中国和欧洲工业

合作的桥梁，并通过进博会在未来创造更多

的增长，推动行业创新发展。

“今年我们将借助进博会这一平台，分享

公司在创新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最新成果和

丰富经验，以‘创新+可持续’双轮驱动，全面

助推中国化工行业的升级。”夏赋良说，“我们

也期待通过进博会加强与政府、客户和业务

伙伴的合作，共享绿色发展新机遇，为赢创在

华业务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近年来，赢创显著加强了在华战略布局。

夏赋良说：“加强本土创新和生产能力的投资布

局，对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

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化工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

特种化工市场。”

位于上海闵行的赢创上海创新园是公司

全球六大研发基地之一，研发项目覆盖了化

学基础研究、产品开发、工艺开发、实验工厂、

应 用 技 术 、测 试 分 析 服 务 等 。 公 司 计 划 到

2027 年实现研发人员数量翻番的目标。公司

位于上海的生产基地包括异佛尔酮二胺工

厂、有机特种化学品工厂、有机硅工厂等。到

目前为止，基地投资已经达到 7 亿欧元，生产

产品品类超过 200 种。

11 月 4 日，赢创全球锂离子电池中心将

在上海举办开业仪式，成为赢创在华投资的

重要一步。“全球 90%以上的锂离子电池生产

都在亚洲，大多数领先企业来自于中国。所

以把锂离子电池中心放在中国是不二之选。

此外，锂离子电池中心位于赢创上海创新园，

我们希望通过整合资源、投资兴建新的设施

以及吸引产业专家等方式，不断提升在锂电

池等特定技术领域的研发能力和创新实力。”

夏赋良说。

外资车企加码中国市场

周明阳

近年来，外资车企对中国市

场的投资动作频频，将新技术、

研发资源等带到中国市场，并

加强与本土企业的合作。中国

加快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

用，推进交通等领域绿色转型，

也给外资车企带来了新的机遇。

近日，丰田燃料电池研发与

生产项目（一期）奠基仪式在北

京举行，这是丰田在中国导入和

推广氢燃料电池技术的重要战

略举措。同时，丰田汽车还发

布纯电轿车bZ3，这是丰田联手

比亚迪打造的首款电动汽车。

按计划，丰田将在 2025 年前把

10款纯电车型引入中国市场。

除丰田外，多家外资车企

正在加速布局中国市场，并逐

渐向电动化领域转移。今年

6 月份，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在长春为在华首个新

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奠基。华晨

宝马生产基地大规模升级项目

（里达工厂）也于今年 6 月份正

式开业，这是宝马在中国市场

有史以来最大的单项投资，中

国沈阳自此成为宝马集团全球

最大生产基地。10 月份，大众

和国内自动驾驶公司地平线达

成 合 作 ，投 资 金 额 约 24 亿 欧

元，这是大众进入中国 40 年来

最大的一笔单项投资，这次合

作将增强大众的本土研发能力

和竞争力，驱动中国业务转型。

完备的产业链条以及庞大的市场容量，让中国成

为全球车企最为倚重的战略市场和重心。业内普遍认

为，外资车企选择在中国投资，并实施新能源汽车战

略落地，主要考虑中国具有完备的“三电”（电池、

电机、电控） 产业生态、优质可靠的本土化供应商和

长期稳定的产业政策支持。中国汽车产业链优势正在

形成。如今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产销市场，出口量

也在不断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 1 月份至 9 月份，我国汽车整车出口 211.7 万

辆，同比增长 55.5%，已

经 超 过 德 国 ， 跃 居 世 界

第二位。

随 着 汽 车 业 合 资 股

比 限 制 全 面 取 消 ， 中 国

汽 车 市 场 进 一 步 开 放 ，

势 必 吸 引 更 多 外 资 加 大

对 中 国 市 场 的 投 资 ， 外

资 的 持 续 加 码 也 将 给 中

国 汽 车 产 业 带 来 更 多 的

活力和动力。

日本政府的汇率政策、日本央行金融政策对外汇市场的影响，成为决定国内物价动向和前景的重要因素，然而当前日

本央行同步实现工资上涨和物价稳定增长的目标前路漫漫，调整金融宽松政策的前景并不明朗。虽然日本政府表示将通

过采取综合经济政策以应对物价上涨，但其主要方向是减轻能源领域的负担。由于能源领域的价格涨幅对物价的影响有

限，此番投入恐仍难切实解决日元贬值带来的高物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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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外汇市场日元 10 月

20 日走软，一度打破 150 日元

兑 换 1 美 元 水 平 线 。 图 为 在

日本东京某处的汇率信息显

示屏。 （新华社发）

赢创战略创新部门正

在开发一种基于陶瓷分离

膜的电化学工艺，可高效

回收锂。图为工作人员正

在试验。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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