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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高 科 技 业 暗 流 涌 动

近日，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和 Meta 相继宣

布启动第二轮裁员计划，分别裁员 9000 人和

10000 人。而就在几个月前，亚马逊和 Meta 才

刚宣布分别裁员 18000 人和 11000 人。在银行

业“暴雷”导致市场信心受挫的情况下，科技行

业掀起的新一轮“裁员潮”，无疑增加了美国经

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2022 年以来，美国高科技行业暗流涌动，持

续近 20 年的高速发展戛然而止，业绩低迷、市值

缩水、成本上升引发的裁员寒潮持续扩散，最终

席卷全球。追踪科技公司裁员情况的 Layoffs.fyi

网站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 1000 多家科技公司

累计裁员近 16 万人。进入 2023 年，科技行业裁

员势头更加凶猛。短短 3 个月时间，全球 500 多

家科技公司已累计裁员近 15 万人。

一 向 吃 香 的 科 技 行 业 ，为 何 突 然 扎 堆 裁

员？这其中既有内部因素作用，也有外部环境

影响。

首先，科技行业正经历由扩张转向收缩的

结构性调整。多年以来，科技行业一直是扩张

最积极的领域之一。企业提供丰厚薪酬争夺人

才，投入巨资进行创新。新冠疫情期间，线上流

量呈爆发式增长，美国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科技

企业利润大增，导致人员大量扩招。然而，随着

疫情形势发生变化，线下生产生活逐步恢复，虚

拟经济开始收缩，科技企业不得不进行结构性

调整。

不少科技公司高管坦言缺乏规划和远见，

误判了经济发展形势。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

扎克伯格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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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也表

示，由于经济形势不稳定且过去几年招聘速度

太快，公司不得不继续裁员。

其次，科技创新遭遇瓶颈，新的增长点仍

未出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然而，

互联网经过数十年高速发展，已经出现增长放

缓、创新乏力等现象。一方面，技术创新达不

到生产力爆发的技术变革点；另一方面，商业

应用也远不及市场预期。按照康波周期理论，

当前技术周期正处在萌芽、发展、见顶、枯竭中

的后两个阶段。但由于被疫情期间“繁荣”假

象所迷惑，科技企业盲目扩张，导致其在潮水

退去之后，不仅没有迎来新技术革命的春天，

反 而 因 为 过 度 扩 张 性 政 策 加 速 了 下 行 趋 势 。

在无法做大蛋糕的情况下，科技企业要想在存

量博弈中突破，只能收缩业务版图，轻装简行。

再次，宏观经济多重不利因素对企业造成

冲击。由于美元汇率走强，通货膨胀持续、利率

不断调高，经济衰退风险加剧，致使长期需求疲

软。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个人计算机出货量

同比下降 16.2%。芯片、整机等硬件厂商和软件

行业直接遭受打击，英特尔、微软等企业业绩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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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联

储激进加息导致企业融资借贷成本急剧上升，

压缩了企业投资和效益空间。能源成本不断上

涨、数字广告前景黯淡等影响，也促使企业裁员

以削减开支。

此次裁员风暴迅速蔓延，凸显了美国政府

不负责任政策的严重后果。近年来，美国将科

技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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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定《芯片和科学法案》，到出台

《通胀削减法案》，严重破坏了市场规则和国际

经贸秩序，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美国强推“脱钩断链”伤害世界的同时，也

在反噬自身科技行业的发展。有分析指出，美

国相关科技政策对企业的经营形成巨大冲击，

硅谷银行危机的背后其实是科技企业的资金危

机和经营危机。美国一家半导体企业预测，新

一轮对华出口管制将导致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损

失，也将导致研发资金的减少。

高科技行业是美国经济的引擎和晴雨表。

愈演愈烈的“裁员潮”，给美国经济前景蒙上一

层阴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调查显示，98%的

美国企业 CEO 预计美国经济将在今年陷入衰

退。但也有分析指出，目前科技行业裁员对美

国就业市场的影响仍然有限。这主要是因为美

国科技行业从业者只占其劳动力市场的一小部

分，而预示经济衰退的一个更重要指标是制造

业是否出现裁员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银行业危机的裹挟下，

科技行业风波的走向变得更加难以预计。美

国总统拜登近日表示，他已尽一切可能，利用

现有机构来解决银行业危机，但危机“尚未结

束”。有分析认为，硅谷银行专注于初创企业

投融资业务，这类金融机构关闭可能动摇美国

初创生态系统。从长远来看，银行业风险可能

消解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意志，甚至损害美

国 科 技 创 新 能 力 ，产 生 改 变 全 球 科 创 版 图 的

“蝴蝶效应”。

中国经济

复苏态势令人鼓舞

—
—

访必和必拓首席执行官韩慕睿

本报记者

禹

洋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强劲

复苏势头和中国市场展现出

的巨大潜力吸引了全球投资

者的目光。近期，众多跨国企

业高管密集访华，以实际行动

给中国投下“信任票”。必和

必拓首席执行官韩慕睿在访

华期间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

访时表示，他对中国经济发展

前景信心十足，中国一直是必

和必拓最重要的市场，希望能

够继续通过与中国企业的合

作，参与中国绿色低碳转型

进程。

韩慕睿表示，在美国和欧

洲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放

缓的背景下，中国的需求将成

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平衡

因素。“中国是必和必拓最重

要的市场，因此，公司投入了

大量资源和时间研究中国经

济基本面。据必和必拓市场

分析团队预测，5%左右的经

济增速是一个比较稳慎的目

标，我们的团队对中国经济今

年 增 速 的 预 期 是 6% 。”韩 慕

睿说。

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措施

不断优化调整，稳经济政策效

果持续显现，中国多项经济指

标回升向好。韩慕睿认为，中

国经济展现出明显的复苏迹

象。“在消费、信贷供给、营商环

境等多方面，已经出现了积极

信号，这种复苏态势非常令人

鼓舞。”

过去几十年，必和必拓

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中，向中国供应了大量铁矿

石、炼焦煤、液化天然气、

铜精矿和镍等资源产品。和

众多跨国公司一样，必和必

拓是中国发展的参与者、见

证者和受益者。“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已经有 130 多年的历史。中国不仅是最重

要的矿产品销售市场，中国企业也是必和

必拓铁路货运车辆、矿山工程机械、矿用

耗材等设备的重要供应商，更是我们在产

业链低碳可持续发展和能源转型方面的重

要合作伙伴。”韩慕睿认为，中国市场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近年来，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全球共

识。中国制定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

快推进绿色转型。在推动绿色、低碳、可

持续发展等领域，必和必拓与中国企业和

相关机构保持着深度合作伙伴关系，在大

力削减运营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投资低排

放技术的开发，助力整个产业链减排，提

升产品的环境管理，把控气候风险和机遇

等多个领域，助力合作伙伴减少碳排放，

积极参与中国绿色低碳发展进程。“我们

已经和中国宝武集团、中国矿产资源集团

等企业以及多家研究机构签订了合作备

忘录，共同推进低碳炼钢和低排放技术等

关键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我们也走在

大宗商品运输端——航运业低碳发展的

最前列。”韩慕睿说。

深度参与中国矿产资源

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是韩慕睿

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在此

次访华期间，必和必拓与河

钢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共同

开 展 碳 捕 集 与 利 用 技 术 试

点；与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和

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共建可持续铜产业链。韩慕

睿表示，必和必拓致力于为

全球经济增长和低碳化发展

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也希

望能够继续深入参与中国绿

色低碳转型进程。

近期，大宗商品市场行

情波动，对必和必拓产生了

不小的影响。必和必拓发布

的最新财报显示，公司利润

下降了 30%。对此，韩慕睿

表示，必和必拓营收大幅度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铁矿石价

格下跌。“中国经济强劲的增

长会对全球大宗商品需求产

生巨大影响，但也要看到美

国 和 欧 洲 国 家 经 济 增 长 放

缓 ， 两 个 因 素 此 消 彼 长 ，

将 影 响 大 宗 商 品 市 场 行 情

走势。”

对于当前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面临的种种挑战，韩慕

睿认为，提升全球供应链的

韧性刻不容缓。“全球产业链

是支撑跨国企业平稳运行的

关键基础，矿产资源作为大

宗商品，在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

以快速、可靠、可持续和高效

的方式开采资源，并通过全

球大宗商品供应链的高效运

转来满足世界对这些资源产

品的需求，是当前摆在我们

面前的问题。”

韩慕睿认为，开放的市场、稳定的政策、

充足的流动性和价格信号透明的市场是催

生资源产品新产能开发的重要条件。“对于

投资者而言，贸易摩擦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

性。在矿业开采领域，这会直接导致全球采

矿业投资放缓，加剧价格波动。从长期来

看，整个供应链的效率会降低，其结果就是

终端用户成本上升。”

在韩慕睿看来，保持自由开放的全球

市场至关重要。“受贸易壁垒、地缘冲突等

多重因素影响，全球化有所倒退，供应链遭

受巨大冲击。”韩慕睿认为，当今世界经济

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格

局，尽管全球化势头有所倒退，但世界不可

能去全球化。

“只要各方携手合作，开诚布公地交流

互动，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确保以可靠、高效

的方式为世界未来发展提供金属和矿产等

资源保障。”韩慕睿希望，各国能够继续推

动全球化进程，维护开放、透明的市场环

境，为提升供应链、产业链韧性提供有力

支撑。

世行下调印度经济增长预期
本报记者 施普皓

近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印度发展动

态》，将印度 2023/2024 财年（2023 年 4 月份至 2024

年 3 月份）的经济增长预期从 6.6%下调至 6.3%。同

时，报告基于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和印度国内发展状

况，指出了印度国内经济加快复苏的道路上所面临

的种种挑战。这也是各国经济观察家对印度经济

前景预期的缩影——未来，印度经济机遇与挑战

并存。

报 告 指 出 ， 尽 管 全 球 经 济 环 境 不 容 乐 观 ，

但印度仍是世界上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之一。数

据 显 示 ， 2022/2023 财 年 第 一 季 度 ， 印 度 实 际

GDP 同比增长 7.7%。2022 年，印度强劲的经济

增长势头受到了国内需求的支撑，这有赖于强

劲的投资活动和活跃的消费需求，这一点特别

体现在印度国内的高收入人群中。但由于货币

政 策 紧 缩 、 金 融 状 况 恶 化 和 持 续 的 通 胀 压 力 ，

全球经济活动在 2022 年下半年有所放缓。数据

显示，2022/2023 财年第三季度，印度实际 GDP

同比增长 4.4%，低于第二季度的 6.3%。这表明

印度经济在新一财年的发展中仍面临着许多增

长乏力的因素。

报告分析说，美国和欧洲近期的金融行业动

荡可能会降低人们对新兴市场资产的兴趣，引发

新一轮资本外逃，并给印度卢比带来压力。印度

银行资本充足，紧缩步伐相对温和，因此，外部

压力对印度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但是，印度国

内的通货膨胀仍居高不下，这是值得注意的下行

风险。食品和燃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将拖累国内需

求，甚至可能会影响印度政府新财年的财政计

划。总体来说，印度经济在全球增长放缓的情况

下，展现了积极的复苏信号，但新财年的经济增

长仍存在阻力。

印度经济在复苏同时仍迎来了不少挑战，除外

部环境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印度仍未通过改革彻

底解决国内经济的诸多结构性矛盾。

印 度 拥 有 较 高 的 增 长 潜 力 和 大 量 年 轻 劳 动

力，同时具有强大的内需市场和吸引外资的潜

力。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未来几年，印度能够继

续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尤其在科技和服务业方面

能够有所作为。然而，高通胀、制造业发展迟缓

等诸多问题仍未解决，严重影响印度的经济发

展。尽管印度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

改变现状，但印度国内经济社会依旧面临物价上

涨、金融市场不稳定、制造业规模无法满足国内

需求等问题。经济学家阿绍卡·莫迪近日撰文表

示，经济飞速发展的“印度世纪”更像是假象。

阿绍卡认为，印度从全球产业链转移中获利前景

有限，如今经济繁荣的表象其实是后疫情时代的

必 然 反 弹 ， 是 一 种 “ 数 字 游 戏 ”。 值 得 关 注 的

是，阿绍卡特别提到印度国内的经济改革计划，

认为政府在挖掘制造业潜力上力度不够，与其对

全球产业转移抱着过高期待，不如通过人力资本

投资、提升妇女劳动地位，从解决劳工问题着手

推动经济发展。

世界银行此次下调了印度经济增长预期，并

不意味着印度经济前景必然黯淡，经济学家仍需

要持续关注印度发展的最新情况，做出更准确的

动态评估。不过，对于世界银行的报告与其他学

者所提出的问题，印度政府确实需要加以重视。

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在外交和外贸上都有足够的

底气和能力去抵御外部风险。近年来，印度国内

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不仅给印度带来了较为稳定

的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更为印度政府推行经

济改革争取到了时间与空间。

正处于经济复苏和产业结构转型关键时期的

印度，需要仔细思考未来的经济改革方向，并且

自上而下地协调各方来推动相关政策落实。

本版编辑 刘 畅 美 编 倪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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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思考未来的经济改革方向，并自上而下协调各方来推动相关政策落实。

旅游业支撑柬埔寨经济发展

本报驻金边记者

王

涛

亚洲开发银行日前

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预

测，2023 年柬埔寨旅游

业将增长 7.3%，2024 年

将 增 长 6.8% 。 2023 年

柬通货膨胀率预计降至

3% ，2024 年 则 为 4% 。

在旅游业强劲复苏和服

务业高增长的带动下，

2023 年 柬 埔 寨 经 济 增

长将达 5.5%，2024 年将

加速增长至 6%。

报告指出，亚洲发

展中国家今明两年的增

长率预计为 4.8%，高于

去年的 4.2%。其中，中

国经济的复苏和印度的

内需拉动将成为该地区

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的主

要支撑。预计今明两年

该 地 区 通 胀 将 放 缓 ，

从 2022 年 的 4.4% 降

至 2023 年 的 4.2% ，

2024 年将降至 3.3%。

由于柬主要出口市

场 美 国 和 欧 盟 需 求 疲

弱，柬成衣、鞋子和旅行

用品出口增长将放缓；

但新投资法和自由贸易

协定将吸引更多工业项

目 投 资 。 预 计 2023 年

柬 工 业 产 出 将 增 长

5.8% ，2024 年 将 增 长

7.8%。此外，由于燃料

和肥料价格飙升，柬农

业领域继续维持在低增

长水平，今明两年增长

率将分别只有 1.1%和 1.2%。

报告强调，柬埔寨旅游业将成为柬经济增

长的重要支撑。随着解除入境管制，柬旅游业

于 2022 年开始强劲复苏，入境外国游客人数

达到 230 万人次，较 2021 年的 20 万人次增长

了 10 倍。亚开行驻柬埔寨代表吉奥特萨纳表

示，该行对 2023 年柬埔寨经济展望持乐观态

度，认为柬埔寨经济将出现强劲增长，经常项

目赤字也将有所下降，通货膨胀率也将处于适

中水平。

报告还指出，当前全球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仍可能阻碍亚洲地区的经济复苏。报告提醒各

国政策制定者应在通货膨胀、利率和债务上升

方面保持警惕，并敦促各国继续支持多边主义，

应对市场分裂。外部市场环境将给柬埔寨经济

增长带来一定风险，包括欧美经济成长疲弱、国

内私人债务水平偏高、外国游客和外来直接投

资增长未达预期、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等，恶劣气

候也可能影响柬埔寨农产品的收成。

□ 孙昌岳

在印度阿萨姆邦纳加奥恩在印度阿萨姆邦纳加奥恩，，

工人采茶后乘车离开工人采茶后乘车离开。。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33 月月 1111 日日，，在美国在美国““西南偏南西南偏南””大会和艺术节上大会和艺术节上，，一位一位

参会者正在体验增强现实技术参会者正在体验增强现实技术。。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