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来自美联储的经济数据显示，美

国经济复苏步伐虽然加快，但复苏所面临

的下行风险依然不容乐观。这主要体现在

一些难题仍难以消除，如失业率回暖的迹

象仍不明显。同时，引发本轮金融危机的

美国房地产业复苏的步伐仍然蹒跚。而

6000 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另一

个角度来看，是在增加未来经济和金融不

平衡的风险。

不 能 回 避 的 是，国 际 金 融 危 机 之 后，

各国虽然采取了不同的刺激政策，但却不

是通过这些政策解决金融危机中产生的

各种问题，只是把“最严峻的问题”拖后或

延后，靠刺激政策得到相应的缓冲时间或

避免全球经济发生恶性震荡。但各国经

济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变成很

多“定时炸弹”。

近日，天气的变化引起经济学界的格

外关注，其来势可称凶猛。

据外电报道，美国近来频遭暴风雪袭

击 ，正 经 历 自 2000 年 以 来 最 为 寒 冷 的 冬

天 。 在 美 国 东 部 地 区 ，寒 冷 程 度 则 是 自

1985 年 1 月以来最严重的。由于居民取暖

消耗增加，能源价格也不断上涨，汽油价格

上升了 10%，天然气涨价 15%。

澳大利亚东部昆士兰等地发生近 50 年

来最严重的洪灾，连接矿山的铁路网络被

冲毁，火车停止运煤、港口停运……暴雨对

这个生产全球 2/3 炼焦煤的地区造成毁灭

性破坏，预计将对 330 亿元的煤炭出口产值

造成影响。目前，必和必拓、英美资源集

团、斯特拉塔、力拓、皮博迪能源都宣称他

们遭遇了不可抗力的天气影响。在这种情

况下，他们无法按合约规定交付产品但无

须面临处罚。

另外，澳大利亚洪水引发全球小麦短

缺恐慌。有消息称，由于市场中弥漫着澳

大利亚小麦种植者无法供应小麦的担忧，

美国小麦期货在最近的交易中大幅上涨。

凶猛的天气以及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危害

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煤

炭、石油、铁矿石、粮食等等，已不仅是一个地

区的问题。避免全球经济在复苏的道路上

“雪上加霜”，对自然灾害和恶劣的天气变化

提高警惕，才能使复苏的脚步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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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用燃料电池

开创移动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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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工年年有，今年更心慌。每年春节

前后，员工返乡早、回城难等问题引发的

“用工荒”，都成为加工制造企业不得不面

对的一道坎儿。可 2011 年的“用工荒”，似

乎比往年任何时候都来得早一些。早在去

年 12 月初，沿海一些省市人力资源部门的

负责人以及人才中介从业人员就曾向记者

反映，“用工荒”已经开始“闹”起来了。

“用工荒”提前来袭

浙江温州某劳动力市场负责人郭先

生告诉记者，临近春节，很多企业离职人

员明显增多，但是赶订单需要增加人手，

所以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招聘岗位。但是，

前来求职的工人人数却在逐日减少，而且

在了解了用人单位的需求、提供的薪金福

利后，相当一部分求职者都是摇摇头就走

掉了。这样下来，每天能成功上岗的也就

一二十人，这一数据以往却能达到 100 人

左右。

湖北武昌纳杰人才广场近日举行的一

场大型综合招聘会的情况也不乐观。据了

解，武汉美的制冷、武汉凡谷电子、武汉天

马微电子等多家大型制造企业在现场招

聘 ，提 供 了 近 千 个 一 线 操 作 工 岗 位 ，较

2009 年 12 月底增加了一倍。但到招聘会

上找工作的多是应届毕业生，多数人对这

些岗位不“感冒”，一些企业只能干着急。

据纳杰人才资深人力资源顾问于健介

绍，最近，到市场上招一线工人的加工制造

企业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制

造、餐饮娱乐、商超零售等行业。这些行业

的基层员工多为“80 后”、“90 后”，稳定性

较差，临近春节，就想着辞职回家过年，导

致一些企业“用工荒”加剧。

涨工资成为潮流

浙江省人大代表、温州管理科学研究

院院长周德文一直十分关注“用工荒”问

题。他最近表示：“过了春节，‘用工荒’可

能会愈演愈烈，甚至影响到一些中小企业

的正常运作。政府和社会要给外来务工者

更多的关爱，企业则要树立‘以人为本’的

思想，各方共同努力，为劳动者创造一个能

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环境。”

为了缓解渐成常态的招工难，涨薪似

乎成了一种常规应对措施。今年初，广东、

江苏、上海等地已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初衷大同小异，都为改善当地就业环境，缓

解招工难，吸引劳动力回流等。

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

计，在对工资做出调整的省市中，最低工资

增长幅度平均为 24%。但是，效果却并不

明显。

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国贸系副教授

魏浩解释：“这主要是由于长三角、珠三角

等地企业的人口红利优势渐次不再，即使

是加薪后，月工资比中西部地区企业也多

不了三四百元。比较优势的丧失，让务工

者更愿意就近择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研

究员孙群义也认为，造成“用工荒”的主因

是工资问题，但上调工资不能完全解决“用

工荒”，还需要加大产业升级力度以及对于

技工的培训力度等。

“中国制造”遇考验

能否解决好用工难题，成为“中国制

造”面临的一大考验。

美 国 经 济 咨 询 公 司 环 球 通 视 早 在

2010 年 6 月下旬就发表报告预测，2011 年，

中国制造业将后来居上，超越美国成为世

界第一，从而结束美国保持了 110 年的全

球制造业头号王国地位。

但是，蓬勃发展的中国制造业并非一

帆风顺，首先面临的便是成本上升，尤其是

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难题。

瑞士信贷日前公布了一份长达 156 页

的报告，其中指出，中国的劳工供求形势正

在发生变化，劳工短缺越来越突出。未来

5 年，中国的劳动力增长率将大幅减速，过

去 10 年是每年平均增长 1.3%，今后 30 年，

每年平均只有 0.3%的增长。另外，5 年内，

中 国 工 资 收 入 将 增 加 139% ，年 增 速 达

19%，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瑞信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师

陶冬还特别指出，2010 年，中国农民工工

资上涨接近 30%至 40%。未来 3 年，每一年

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都将达到 30%，最低

也会保持 20%以上的增幅。

涨薪不“给力”难解“用工荒”

全球“高压”围堵

热钱依然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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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洪艳

2010 年，中国（包含中国香港）进

口价值 3.33 亿欧元的法国红酒，在进

口值上成为法国红酒的最大外销市

场。进口量方面，德国继续暂居第一。

中国成法国红酒最大买家

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日公布，粮食价

格指数已经达到1990年以来的最高位，

在 2010年 6月至 12月间上升了 32%，甚

至超过2008年粮食危机时的水平。

国际粮价再创新高

广东省内首条城际轨道广珠城际

目前已开通试运行。广珠城际沿途串

“珠”成网，以 200 公里的时速“给力”珠

三角西岸城市，吹响了珠三角 9 市进一

步迈向“超级城市体”的集结号。

广珠城际助珠三角一体化

本期关注

经贸看台

新闻速递

截稿新闻

近日，美国高科技市场研究机构公

布了“2010 年美国人最讨厌的 15 家企

业”名单，麦当劳、诺基亚、戴尔、强生、

丰田汽车以及花旗集团等榜上有名。

美国人最厌恶企业名单出炉

数字出版有“钱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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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本报综合报道）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获批

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堪忧
■ 志 勇

2008 年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跨入了万亿元俱乐部，成为继

楼市、股市之后的中国第三大投资市场。艺术品、珠宝、钱币、古

董和酒类等具有有形、长期价值的收藏品已经成为中国财富人群

广为关注的投资品类，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艺术品市场 25%的年

增长率。图为模特展示精品翡翠。

本报记者 鼎 文 摄影报道

据海关总署1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9727.6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贸易顺

差为1831亿美元，减少6.4%。

中国贸易顺差去年降6%

本报讯《福布斯》中文版 11日发布其年

度首份榜单——2011 中国潜力企业榜，共有

200家高成长型中小企业入选该榜。其中“北

上广”（北京、上海、广州）上榜企业最多。中

国高速频道、杭州福斯特光伏和世纪鼎利分

别获得今年榜单的前三名。

这是福布斯进入中国以来，第七次发

布潜力企业榜。金山软件、罗莱家纺、华兰

生物等去年上榜公司由于超过年销售额

10 亿元的入选上限，成功从榜单“毕业”。

据福布斯方面介绍，该榜单调研对象包括

2 万多家销售额在 500 万元至 10 亿元之间

的中小企业。

榜单显示，数字新媒体、环保节能、生

物医药再次成为聚集优秀上榜中小企业

最多的行业，有 40%以上的上榜企业来自

这些热门行业；而食品、农林牧渔、电气设

备、教育传媒等行业聚集了榜单中近 20%

的企业。 （陈婷婷）

福布斯发布中国潜力企业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