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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振山

在日本通胀升温的情况下，日本央行近

日宣布加息，将政策利率上调至约 17年来的

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日本央行还提高了今

年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预测值。有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央行加息基于其对物价

和经济形势的判断，此举将对日本经济产生

何种影响仍然有待观察。

当地时间 1 月 24 日，日本央行宣布将政

策利率从 0.25%上调到 0.5%。上一次日本央

行政策利率达到 0.5%水平还是在 2008 年 10

月。而自 1995 年 9 月以来，日本央行政策利

率就没有超过 0.5%。

此轮加息实际上是 2024 年日本央行开

启加息周期的延续。日本央行曾长期实行

负利率政策，直到 2024 年 3 月将政策利率

从-0.1%提高至 0~0.1%。2024 年 7 月，日本

央行再度将政策利率上调到 0.25%，此后便

按兵不动。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表示，如果经济

和价格走势符合预期，日本央行将继续加

息。根据日本央行的公告，即使在利率上调

后，日本实际利率仍将维持负值，宽松的金融

环境将持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

表示，日本央行此轮加息的主要依据还是核心

CPI上涨，且日本央行认为日本已经实现了物

价和工资的良性循环。

日本经济曾长期处于通缩状态，为此日

本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并将通胀率保持在

2%定为政策目标之一。而在过去 3 年多，由

于能源危机和日元贬值等因素，日本的通胀

水平逐渐上升，2024年基本稳定在 2%以上。

根据日本总务省近日公布的数据，2024

年 12 月，日本去除生鲜食品后的核心 CPI同

比 上 涨 3.0%至 109.6。 这 意 味 着 日 本 核 心

CPI 已经连续 40 个月同比上升。2024 年全

年，日本核心 CPI 平均同比上涨 2.5%。在这

之中，能源以及食品价格指数是推动物价走

高的主要因素。例如，2024年 12月卷心菜的

价格同比涨幅达到 125.7%，普通粳米的价格

同比涨幅达到 65.5%。大米价格上涨催生

“大米荒”，日本政府近日考虑首次投放储备

米以缓解供应紧张情况。

在最新发布的经济与物价形势展望报告

中，日本央行还上调了未来两年的核心 CPI

预测值。其中，2025 年核心 CPI 预测值上调

到2.4%，2026年核心CPI预测值上调到2.0%。

在通胀升温的同时，日本经济呈现出

一定的复苏态势。根据日本政府的数据，

2024 年前三个季度，日本经济环比增速分

别 为 -0.6% 、0.5%和 0.3%。 日 本 央 行 预 测

2025年和 2026年日本经济将继续复苏。

在日本央行看来，加息能防止通胀过快

上涨，稳定物价，同时不会对经济产生抑制作

用。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经济目前面

临国内外多种不确定因素，加息能否助力日

本经济走上良性循环并不确定。

日本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居民

消费意愿和能力不足，而这与日本的物价上

涨有关。受能源和食品等价格上涨影响，日

本实际工资至 2024 年 5 月曾连续 26 个月同

比下降。从 2024 年 8 月起，日本实际工资再

度出现下滑。工资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后

果就是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下降。从 2024

年 8 月到 10 月，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 3 个

月同比下滑。

李清如认为，正是由于生产和生活成本

上升，日本的企业和居民都感受到很大压

力，所谓的“物价上涨—工资上涨”和“收入

提高—消费增加”的良性循环其实缺乏实感。

近两年日本政府对企业加薪一事颇为重

视，2024 年春季薪资谈判后企业平均加薪率

超过 5%，今年的薪资谈判结果如何将影响到

日本央行的下一步决策。据多家经济机构预

测，今年日本央行可能还会再有一两次加息。

然而，加薪也会对一些企业造成压力。

据日本一家调查机构的数据，2024 年日本负

债超过千万日元的公司破产数量超过 1 万

家。对一些中小企业来说，物价上涨和工资

增长导致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对于一

些参与进出口贸易的大企业来说，日元贬值

增加了进口成本，不过也有利于出口。

分析人士认为，在美联储降息的背景下，

日本央行加息有助于缩小日美利差，从而推动

日元走强，这可能会降低日本企业的进口成

本。但是，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日本经

济来说是一大变数。虽然美国政府尚未宣布

对进口的日本产品征税，但美国对加拿大和墨

西哥产品征税将影响到在这两个国家有业务

的日本企业。不久前，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

钢铁公司遇挫表明，日美贸易关系可能会面临

挑战。日本近期的一项民调显示，大约四成受

访企业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将给日本经济带

来负面影响。

日本首相石破茂在 2025 年新年贺词中

提到，要推动日本向“加薪和投资拉动的增长

型经济”转变。李清如表示，日本政府为提振

消费，促进投资，出台了多项刺激政策，包括

1 月 24 日向国会提交的总额超过 115 万亿日

元的 2025财年预算案。但是，加息会导致日

本国债利息的增加，进而增加日本政府的财

政压力。目前石破茂领导的执政联盟在日本

国会并不占据多数席位，今年夏天日本又将

举行参议院选举，这些政治因素也可能会对

日本经济前景产生影响。

加息对日本经济有何影响

本报记者 莫荞菲

近日，联合国旅游组织发布《世界旅游业晴雨表》，多项数

据显示 2024年国际旅游业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根据《世界旅游业晴雨表》数据，2024年国际旅客数量达

到 14.45 亿人次，这一数字与 2019 年的 14.65 亿人次相比，已

恢复至 99%的水平。另据初步统计，2024 年国际旅游业整体

收入达到 1.6 万亿美元，较 2023 年同比增长 3%，达到 2019 年

的 104%。与此同时，2024 年全球人均旅游消费达到 1100 美

元，高于疫情前人均 1000美元的水平。

从地区分布来看，中东、欧洲和非洲旅游市场 2024 年表

现亮眼，已超过 2019年水平。美洲地区旅客总人数为 2.13亿

人次，达到疫情前 97%的规模。尽管亚太地区旅游市场在

2024 年只恢复至疫情前 87%的水平，但其继续保持快速复苏

态势，较上一年增长 33%。

联合国旅游组织指出，2024 年客源市场需求的大幅提升

是推动全球旅游业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刘祥艳对记者表示，欧洲市

场在国际旅游市场中占比较高，区域内部互访频繁。尤其

在 2024 年，受到巴黎奥运会举办和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等

利好因素影响，市场需求强劲复苏使欧洲旅游市场展现出

较强活力。

同时，美国客源市场增长的影响力广泛辐射欧洲与拉美

地区，中国出境旅游持续升温拉动亚太地区国际旅游业复苏，

使得国际旅游市场呈现出多点繁荣的态势。

近来，全球多国将旅游业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

为国际旅游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撑。

中东和非洲地区是国际旅游市场率先复苏至疫情前水平

的两个地区，2024年国际旅客人数比 2019年分别增长了 32%
和 7%，这得益于中东和非洲国家对于旅游业投资、发展与转

型的高度重视。

据悉，沙特、阿联酋、埃及等国近来积极优化签证政策，

便利国际游客入境，并不断投资大型国际机场建设，增加国

际航班运力，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此外，该区域内

的国家还致力于加大对体育赛事、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等

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推广力度，通过独特的旅游体验项目吸

引国际游客的目光。2024 年，卡塔尔、沙特和埃及等国的旅

游业实现快速复苏，较 2019 年的增长率分别高达 137%、69%
和 23%。

业内观察人士表示，当前国际旅游业不仅已回归正轨，还

呈现出继续上扬的态势。根据联合国旅游组织预测，2025年

国际旅客数量有望实现同比 3%至 5%的增长。

“中东欧地区、拉美地区和中东地区等具有增长潜力的

新兴经济体未来还将为国际旅游市场贡献更多客源。同时，

‘Z 世代’作为新兴消费主力带来的新需求也会给国际旅游

市场带来新的机遇。”刘祥艳说。

但是，联合国旅游组织也警告，地缘政治风险不确定性增

加、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航空和陆运服务供应不足、能源价格

不断上涨、旅游行业从业人员流失等问题，都可能对国际旅游

业发展构成阻碍。

联合国旅游组织秘书长祖拉布·波洛利卡什维利此前

多次表示，旅游业复苏对提振世界经济非常重要，各国政府

需要继续出台政策和加强管理，增强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和

包容性。

对此，刘祥艳认为，国际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各

国在税收、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的政策支持，还需要加强各国

政策的协调，包括入境便利化措施和国际航线的互通协作。

“随着游客对可持续理念的重视，旅游市场主体也要重视增加

绿色旅游产品供应，采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加快旅游业数

字化转型，提升游客体验和企业运营效率。企业还可以通过

与其他产业融合、兼顾不同客源市场等方式，寻找更多业务增

长点，以应对国际旅游市场的不确定性。”

全球客源市场需求上升，多国积极施策促发展

国际旅游业复苏势头强劲

新华社记者 单玮怡 车云龙

位于德国西北部北海沿岸的威廉港是德

国第三大港口，仅次于汉堡港和不莱梅港，并

且拥有该国唯一的深水集装箱码头。24日上

午，一艘由中国宁波舟山港启航的货轮抵达

这里，标志着连通中国长三角地区与德国威

廉港的“中欧快航”直达航线成功完成首航。

“威廉港迎来第一艘由中国始发的‘点对

点’直达货轮，标志着新航线的落成和新故事

的开端。我深切期盼德中两国密切的经济合

作继续前行，两国人民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共

同迎接新的发展机遇。”威廉港集装箱码头工

作人员卡斯滕·蒂尔曼对新华社记者说。

桥吊林立，货车穿梭，港内油轮满载货

物……蒂尔曼驱车带着记者，绕过威廉港集

装箱码头一座座排列有序的集装箱小山，来

到执行“中欧快航”线路首航的“嘉华宁波”轮

停泊处。

这艘货轮主要装载来自中国的锂电池及

高附加值跨境电商货物。在桥吊司机的精准

操作下，一个个集装箱从“嘉华宁波”轮上被吊

起，再由运输车辆搬运到堆场上整齐码放。随

后，这些货品将通过公路和铁路网络转运至匈

牙利、法国、比利时等其他欧洲国家。

威廉港港口负责人马克-奥利弗·豪斯

沃尔德告诉记者，“中欧快航”是直达航线，不

在其他港口停靠，航程耗时仅 26 天，大大缩

短了中欧贸易运输时间，是目前中国长三角

地区至欧洲最快的直达航线。

“威廉港距中国宁波市约 1.3 万公里，从

地理学角度来看，我们确实相距甚远。”威廉

港市市长卡斯滕·菲斯特在货轮抵达仪式上

致辞时说，新航线的建立让德中之间遥远距

离不再是障碍，为双方提供了相互学习、增强

互信、增进友谊的机会。菲斯特介绍，威廉港

是德国唯一无需借助潮汐即可停靠超大型集

装箱班轮的港口，并且通过铁路和公路连通

欧洲腹地。

豪斯沃尔德认为，欧洲北海沿岸港口间

竞争激烈，威廉港需要如宁波舟山港这样的

合作伙伴来大幅增加货运量。“借助‘中欧快

航’带来的高效与速度优势，威廉港在北海沿

岸港口中的地位显著提升，这对我们来说是

巨大的突破。”

2024年 11月，“中欧快航”合作项目在第

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签约达成。同年

12月 30日，该航线首航货轮就从宁波舟山港

启程。这一“中国速度”令德国下萨克森州经

济部国务秘书弗兰克·杜兹印象深刻。

杜兹说，“中欧快航”项目从理念萌发、现

场勘察到签约实施，全程迅速。“我们希望德

国能够学习这种速度和效率。这条航线将为

德国下萨克森州和威廉港带来经济发展机

遇，成为德中紧密合作的又一例证。”

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严

重影响供应链稳定，导致中欧海运航程延长

至将近两个月，这与中国国内企业将货物快

速运抵欧洲的期待严重不匹配，也促使中国

航运公司嘉华航运萌生开通中欧“点对点”直

达航运服务的想法，负责航线运营的嘉华航

运董事总经理刘明明如是说。

刘明明告诉记者，“中欧快航”将实现中欧

间常态化货物运输，预计今年上半年提供每月

一班的稳定班期服务，从下半年开始升级为每

两周一班，未来还计划通过威廉港来中转，推

动中国与美国东海岸的货物高效运输。

中国驻汉堡总领事丛武表示，“中欧快

航”开通不仅为中欧商品互通提供便利，更为

全球产供链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生动诠释了

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刻内涵。

执行“中欧快航”首航的“嘉华宁波”轮船

长王青龙在接受采访时说，传统航运业正朝

着新型商业转型，通过合理规划来缩短航程

时间，以更好地适应当前电商快速发展模

式。他期待，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直达航线

的发展运营，沿线国家消费者都能够便捷实

现“跨境网购”。

威廉港集装箱码头运营商、德国欧门集

团总裁米夏埃尔·布拉赫说，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为欧中港口合作创造了广阔机遇，他对

中国投资与互利合作持欢迎和开放态度。

“尽管全球地缘政治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但我坚信并呼吁世界各国以理性的方式相

互交往，以互利共赢为目标进行贸易往来。

因为稳定、合作的经贸关系具有无与伦比的

巨大价值，更有利于增进各国人民福祉。”杜

兹说。 （新华社德国威廉港 1月 26日电）

中德航运直达快线为双边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

新华社记者 司源

春节将至，中国援毛里塔尼亚畜牧业技

术示范中心主任张洪恩和他的同事们依然在

忙碌着，示范中心牛存栏近 400头，试验田里

的菌草和苜蓿还需要他们管理。

从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出发，记者

一行沿着沙漠公路驶向示范中心所在地伊迪

尼村。提到伊迪尼，当地人想到的便是中国专

家创建的这片绿洲：“幸福草”巨菌草、“牧草之

王”紫花苜蓿在这里茁壮生长，试验奶牛“哞

哞”声不绝于耳，为茫茫沙漠平添勃勃生机。

一踏入示范中心，沙漠的荒凉便被抛到

脑后——喷泉环岛、宽敞平坦的水泥路、错落

有致的景观植物、悠然散步的孔雀、自在慢行

的陆龟……

毛里塔尼亚 80％以上的国土被沙漠覆

盖，炎热干旱，土壤贫瘠，风沙肆虐，植物不易

生存。2011 年，张洪恩第一次来到毛里塔尼

亚，那时他就下定决心要在这片“不毛之地”

上打造一片新天地。2017 年，中国援毛里塔

尼亚畜牧业技术示范中心技术合作项目在伊

迪尼村正式启动。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张洪

恩和其他 4 名农业专家的“第二个家”，毛里

塔尼亚也成了他们割舍不下的“第二故乡”。

多年来，中国专家成功引种紫花苜蓿，实

现规模化种植，解决了当地饲草料短缺问

题。随后，多个牧草品种陆续在撒哈拉沙漠

推广。2020至 2024年间，团队陆续开发了约

300亩荒地用于饲草料引种试验。

张洪恩介绍，2023 年 10 月，他将巨菌草

种苗从宁夏的菌草基地带到万里之遥的毛里

塔尼亚并开展种植试验，就水肥条件、灌溉方

式、种植距离等方面开展多次对比试验，摸索

出了适合当地气候的种植方法。

“紫花苜蓿喜凉，巨菌草耐热，这两种作

物在毛里塔尼亚的气候条件下刚好形成互

补，全年可以为牛羊等牲畜源源不断地供给

饲草料。”他说。

张洪恩补充说，菌草的根系密集，3个月即

可覆盖地表，深达3米的根系可有效固土，在防

沙治沙中大有作为。这个特性在沙漠化侵害

日趋严重的毛里塔尼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伊迪尼村牧民阿米尔·阿卜杜说，伊迪尼

村周围曾经是一片贫瘠的沙地，养的羊不是

饿死，就是瘦骨嶙峋。正是中国专家教会伊

迪尼村村民种植巨菌草等作物，让当地牛羊

有饲草料可吃。“如今，我养了 10 只羊，个个

膘肥体壮。感谢中国朋友！”阿卜杜话语中难

掩激动。

示范中心不仅在毛里塔尼亚培育出了适

合当地环境的饲草料作物，在奶牛养殖与育

种方面，也与国内牧业公司开展技术合作，选

育适应性强、耐粗饲的种牛，并将已取得的技

术成果辐射到当地重点牧区，通过定点投放

种牛的形式，进行大数据比对试验。“小数目

样本价值不大，只有数以万计的样本才有说

服力。”张洪恩解释道。

经回访调研，第一批投放的种牛已在各

大牧区开展繁育工作，其杂交后代深受当地

牧民喜爱。在毛里塔尼亚畜牧业部门的邀请

下，示范中心中国专家多次前往毛里塔尼亚

各大牧区与种植区指导畜牧养殖与饲草料种

植工作。

“我年龄大了，但我心中的梦想才刚刚启

航。为国家援外事业贡献绵薄之力，让撒哈

拉沙漠多一些绿色，这是我毕生的追求。”张

洪恩说。 （新华社努瓦克肖特 1月 26日电）

让撒哈拉沙漠多一些绿色
——援毛里塔尼亚畜牧业技术示范中心专家的新春坚守

为庆祝农历蛇年春节的到来，“欢乐春节”活动连日来在多国
举行。

▶近日，在肯尼亚内罗毕“欢乐春节”活动上的舞龙表演。
新华社记者 李亚辉 摄

▼近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欢乐春
节·水韵江苏”文化旅游推广活动上，孩子们展示福字。

新华社记者 潘革平 摄

“欢乐春节”活动在多国举行

近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观众在年画展上体验木
版年画制作。此次年画展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及尼泊尔
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主办，在尼泊尔国家美术院举行。展览共
展出60幅旧校场木版年画，展示19世纪后期上海社会世态、
民情风俗以及当时西风东渐的人文氛围。

新华社发 （哈里·马哈尔詹 摄）

上海历史博物馆馆藏年画展在尼泊尔开展

近日，大熊猫“宝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
家动物园吃竹子。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日前举
行大熊猫馆开馆仪式，新一对大熊猫“宝力”和“青宝”首次正
式与公众见面。2024年10月15日，大熊猫“宝力”和“青宝”
抵达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旅美大熊猫“宝力”“青宝”首次与美国公众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