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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网络局近日

发 布 的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

2023 年 德 国 可 再 生 能 源

发 电 量 在 总 发 电 量 中 占

比 首 次 过 半 ，达 到 56% ；

可 再 生 能 源 发 电 总 装 机

容 量 增 加 了 17 吉 瓦 ，较

2022 年 增 长 12% 。 与 此

同时，2023 年德国使用煤

炭 的 总 发 电 量 较 2022 年

减 少 近 1/3，目 前 占 总 发

电量的 26%，为 50 多年来

最低值。

近年来，德国政府出

台 多 项 措 施 加 速 推 动 能

源转型，其能源转型目标

是 到 2030 年 实 现 可 再 生

能 源 发 电 占 总 发 电 量 的

80%。目前，在德国可再

生能源的发电占比中，风

力 发 电 占 31.1% ，太 阳 能

光 伏 发 电 占 12.1% ，生 物

质能发电占 8.4%，其他可

再生能源发电占 4.4%。

风 力 发 电 是 德 国 可

再 生 能 源 发 电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据 德 国 弗 劳 恩

霍 夫 太 阳 能 系 统 研 究 所

发布的数据，2023 年德国

风 电 总 装 机 容 量 达 60.9
吉瓦，陆上风电以 1135 亿

千 瓦 时 的 发 电 量 创 下 历

史新高，海上风电发电量

也增至 251 亿千瓦时。

太 阳 能 光 伏 发 电 也

取 得 新 进 展 。 德 国 太 阳

能 工 业 协 会 近 日 发 布 的

数据显示，去年德国新装

100 万套太阳能发电和供

暖系统，同比增长 85%，创下新纪录。其中，住宅领域

的装机容量同比增长 135%，达到总装机容量的约一

半。2023 年 8 月，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发布《关

于太阳能一揽子计划的概要》，旨在加快普及普通家庭

的太阳能光伏用电。根据德国太阳能工业协会的数

据，2023 年德国约有 27 万个新的插电式太阳能设备投

入使用，是 2022 年的 4 倍。目前，德国部分地区如巴伐

利亚州的哈斯富特镇使用的电力几乎全部来自太阳能

和风能发电。

德国太阳能工业协会总经理柯尼希认为，鉴于德

国电价上涨和太阳能补贴增加，2024 年德国太阳能系

统的需求仍将维持高位，预计 2024 年将有 150 万德国

业主在自家屋顶安装太阳能系统，太阳能光伏行业的

繁荣还将持续。

除风能和太阳能外，德国政府还积极发展氢能产

业。2023 年 12 月，德国成为第一个参与欧洲氢能银行

“拍卖即服务”计划的欧盟成员国，德国政府将为电解

槽项目提供 3.5 亿欧元的额外资金。德国国家氢能管

道网络建设项目也在推进中，该项目计划利用现有

60%的天然气管道，在德国建设一个长达 9700 公里的

氢能核心网络，连接港口、工业中心、储存设施和发电

厂等。

（本报柏林 1月 25日电 肖颖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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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全球地下水减少正加速

新华社北京 1月 25日电 一项国际研究最新发现，全球地

下水减少正加速，尤其是干旱地区因农业用水等原因，地下蓄水

层水位下降更明显，但这一趋势并非完全不可逆转。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进行

了这项研究，他们对 40 年来全球多国的约 17 万个监测井和约

1700 个蓄水层系统的地下水水位监测数据进行了迄今最大规

模的汇编、分析和评估。这些国家的地下水抽取量约占全球

的 75%。

研究人员发现，近几十年来，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扩大

了地下水抽取。自 1980 年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的大多数

地下蓄水层水位都急剧下降。自 2000 年以来，地下水减少速度

加快，这种影响在全球干旱地区的地下蓄水层中最为明显。研

究人员表示，干旱地区地下水位加速下降的一个原因是这些地

区抽取过多地下水来灌溉农作物。

研究人员还指出，全球人口增长导致粮食需求增加，以及气

候变化加剧了地下水危机。近几十年来，一些地区变得更加干

燥和炎热，这意味着农作物需要加大灌溉力度，地下水资源消耗

更多或恢复速度更慢。一些地区出现强降雨，但大量的降雨会

从地表流走而不渗入地下，这在土壤封闭程度高的地方比如大

城市尤为严重。

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也发现了一些积极信号：在实施相关

地下水保护政策、通过地表调水缓解地下水需求等情况下，存在

一些地下水水位下降速度放缓或逆转的成功案例。研究人员表

示，这说明枯竭的蓄水层仍然具有恢复潜力，全球保护地下水资

源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尼泊尔首次通过中国港口中转出口货物

新华社加德满都 1月 25日电 （记者易爱军）继去年 9 月经

中国中转首批进口货物后，尼泊尔 25 日在中尼过境运输协定框

架下通过中国出口首批货物。

当天从尼泊尔启运日本的出口货物主要是速食面，将通过

天津港中转。尼泊尔工业、商业和供应部秘书纳拉扬·普拉萨

德·夏尔马·杜瓦迪在启运仪式上致辞说，通过中国持续向第三

国出口开辟合作新空间，提升经济韧性和创新活力，标志尼中经

济合作开启新篇章。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陈松致辞说，中方积极提升中尼双边贸

易，相信随着更多陆路口岸开放以及公路等基础设施改造升级，

尼泊尔通过中国进出口货物的时间和成本都会进一步下降。

中尼双方于 2016 年和 2019 年分别签署过境运输协定和协

定议定书，允许尼方通过中方 4 个海港以及 3 个陆港过境运输。

去年 9 月初，尼泊尔自越南进口的 15 吨姜黄粉经天津港和樟

木—塔托帕尼口岸运抵尼首都加德满都。

本版责编：邹志鹏 赵益普 郑 翔

1 月 25 日，由泰国出境旅游协会主办的第二十九届泰

国国际旅游展在曼谷开幕，展会将持续 4 天，主题为“环游

泰国，环游世界”。展区面积超过 1 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

过 600 个，预计吸引超过 30 万人次参观。按照泰国国家旅

游局设定的目标，2024 年泰国力争吸引 2 亿人次国内游客

和 3500 万人次国际游客。

图①：泰国国际旅游展入口处，参观者络绎不绝。

布 恩摄

图②：参观者在中国展区驻足。

图③：参观者在中国展区学习捏彩塑。

图②③均为本报记者白元琪摄

第二十九届泰国国际旅游展在曼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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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超半数在华德企愿加大对华投资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 1月 25日电 （记者单玮怡）中国德国商

会 24 日发布的 2023/24 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半数

的受访德企计划未来两年内增加对华投资。

报告认为，中国“对德国经济的意义依然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庞大、供应链基础设施先进，创新能力日益强

大，中国持续成为德国企业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报告说，91%的受访德国企业表示将继续扎根中国市场，没

有离开中国的计划。超过半数的受访德企计划未来两年内增加

对华投资。46%的受访德企计划与中国合作伙伴增进合作以保

持竞争力。37%的受访德企表示，与其他市场相比，中国作为创

新市场的吸引力在增强。

受访德国企业还认为，中国企业的创新领导能力不断增强，

其中汽车行业企业最为明显。在汽车行业，11%的受访企业认

为中国同行已经是创新领导者。

中国德国商会成立于 1999 年，目前有超过 2100 家会员企

业，是在华德国企业的官方协会。

日本总务省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 2023 年去除生鲜食

品后的平均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3.1%，创 41 年来

新高。2023 年 12 月，日本去除生鲜食品后的核心 CPI 为 106.4，

同比上涨 2.3%，这是日本核心 CPI 连续 28 个月同比上涨，连续

21 个月超过日本央行 2%的通胀控制目标。日本共同社评论称，

物价持续上涨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日本国

内消费萎靡不振。

根据日本总务省的数据，日本 2023 年平均消费者物价指

数，除生鲜食品外的食品比上年上升 8.2%，是 1975 年以来的高

水平。其中，鸡蛋涨价 28.7%，普通快餐涨价 14.6%，住宿费上涨

17.3%，家具和家务用品价格涨幅为 7.9%，教育娱乐和服装鞋袜

价格分别上涨 4.3%和 3.6%。“最近物价又上涨不少。为了省钱，

我不得不去郊区的超市采购生活物资。”一名东京市民告诉记

者，物价上涨正在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

日本帝国数据库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23 年日本共有

3.24 万种食品涨价，与 2022 年出现创纪录涨价潮的近 2.57 万种

相比仍大幅扩大。原材料价格上涨及劳动力短缺引发的人工成

本增加纷纷转嫁给商品的销售价格。该数据库预测，日本将面

临日元贬值长期化和劳动力短缺更趋严重的经济困境，“未来可

能会出现断断续续的涨价潮”。

日本厚生劳动省日前发布的 2023 年 11 月劳动统计调查显

示，尽管日本民众的薪资在小幅增长，但反映物价变动的实际工

资仍比 2022 年 11 月减少了 3%，连续 20 个月下降，工资上涨跟

不上物价上涨的状况还在持续。日本共同社的全国电话舆论调

查结果显示，关于今年春季劳资谈判涨薪幅度能否超过物价涨

幅，在 30—69 岁年龄层中，回答“能超过”的占比不到 10%。

日本内阁府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内需疲软，2023
年第三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7%，按年率计算下降

2.9%，这是 2022 年第四季度以来，日本经济再次出现负增长。

日本央行本月 23 日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维持现行货币政

策不变，继续坚持 2%的通胀控制目标，在不能充分确信目标达

成前不会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

（本报东京 1月 25日电）

日本物价持续上涨
本报记者 朱玥颖

扩大建设适老化公寓，推出面向老年人群体的食堂，研

发可穿戴医疗和辅助设备……随着全球老年人口占比增速

加快，近年来法国、泰国、智利顺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推进

完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促进产品和服务创新升

级，将人口老龄化结构势能转化为内需消费动能，不断提升

老年群体生活质量。

法国——
纷纷抓住经济商机，推出各类

助老服务和产品

从高货架取商品、阅读标签、拎取重物……在超市购物

时，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难免会遇到困难。法国一家名为“银

色之手”的初创公司为此推出了“代际购物陪伴”服务。年龄

在 18—27 岁的年轻人，可以在平台上注册成为“陪购”，灵活

选择为老年人服务的时间。服务费用由平台支付给年轻人，

老年人无需支付费用。“很多老年人在购物时会遇到一些困

难，这是公司推出助老服务的初衷。”商校毕业的公司创始人

拉莫特说。

在法国，不少超市、商场订购了类似的“代际购物陪伴”

服务。法国食品零售商勒克莱尔超市集团的一家分店订购

了此项服务，每月需要支付约 1000 欧元。超市经理表示，提

供这样的助老服务并非以增加营业额为直接目的，而是为了

给顾客更好的购物体验，提高顾客的满意度。

法国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法国 65 周岁以上人

口占比达 20.5%，预计 2030 年将接近 1/3。法国《回声报》评

论称，随着老龄化加剧，法国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需求不可忽

视，老龄事业的发展需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近年来，法国涌现出大量中介平台类的初创企业，它们纷

纷抓住银发经济商机，推出各类助老服务和产品，满足老年人

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在一家名为“哈喽路易”的线上平台，老

年人可以将调试电子设备、陪同看病、收拾房间或陪伴聊天等

需求发在网上，平台会帮助匹配愿意提供服务的年轻人。

初创公司“科莱特”是一个代际共享住宿平台，通过将老

年人房东和年轻租客相匹配，希望同时解决老年人无人陪伴

和年轻学生找房难的问题。平台联合创始人雷诺黛表示，许

多老年人说他们不再有朋友，年龄越大，白天独处的时间就越

长，这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通过网站平

台，让老年人与年轻人建立联系，帮助他们避免与社会脱节。”

泰国——
努力满足个性需求，为老年人

提供消费新选择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泰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达

到 1300 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1/5，预计到 2040 年老龄人口将

达 2040 万人，占比超过 31%。泰国商业部贸易政策与战略办

公室主任普蓬表示，政府需要不断更新应对老龄化政策，努

力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泰国商业部的一份报告分析认为，老龄人口更加关注健

康和护理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未来智慧医疗、智能产品、智能

家居和自动驾驶汽车等将越来越受欢迎，与医疗服务相关的

保健和旅游产业有望迎来更大增长机遇。

据当地媒体报道，泰国越来越多企业和初创公司在医疗

保健、餐饮旅游、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为老年人提供消费新选

择。统计显示，2023 年泰国新设立的旨在保障老年人基本生

活服务的机构有 1.6 万家，共计投入资金 532.8 亿泰铢（1 美元

约合 36 泰铢）。截至 2023 年底，泰国已有超过 14 万家服务

老年人生活的企业，其中 39.5%位于首都曼谷。

在曼谷帕卡农区，有一家名为“绿色有机食品店”的餐

厅，专门为老年人、特殊疾病患者和健康饮食爱好者提供堂

食和送餐服务，颇受欢迎。该餐厅聘请了专业营养师，可针

对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的群体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

除正餐外，店内还销售健康零食、低钠调味品等，满足老年人

居家饮食需求。

为满足老年人出游需求，泰国清迈晴空旅行社推出老年

游客旅行定制服务。该旅行社负责人查达拉特表示，很多老

年人在旅行时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更愿意包车旅行和慢旅

行，历史文化古迹等项目更受他们欢迎。旅行社根据这些需

求来开发旅游产品。

泰国全年阳光充足、气候湿润，尤其北部地区在北半球

冬季时气温适宜，吸引了大批欧美国家的老年人尤其是慢

性病患者前来疗养。近年来，泰国通过提供 1 年期养老签

证、修建疗养度假村和适老化公寓等，瞄准了国际目标人群

的康养需求，充分挖掘银发经济发展机遇。《福布斯》杂志不

久前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泰国位列 2023 年全球十佳养老

目的地。

智利——
大力推动技术创新，让老年人

更好融入数字化社会

不久前，智利天主教大学举办了智利首届银发经济峰

会，重点探讨老年人就业与创业、老年人消费市场、养老服务

产业发展等议题。峰会主办方表示，老龄人口是社会经济发

展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促进银发经济增长的主体之一。

智利是拉美地区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智利国家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 年，智利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

18.1%，预计到 2050年这一数字将升至 32.1%。近年来，智利政

府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发展银发经济，助力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越来越多企业抓住机遇，推出众多适合老年人的产品设

备和服务。例如，初创公司“老年人”是智利一家提供匹配供

需双方需求的老年人护理服务平台，涵盖老年人保健、护理、

美发等服务。该公司联合创始人菲格罗亚表示，他们将可提

供专业服务的信息审核后发布在应用程序上，以供客户根据

个性化需求进行预订。

在智利，每年 6 月被确立为“善待老年人月”，每年 10 月

被确立为“老年人月”。2023 年“老年人月”期间，智利通信运

营商卡拉罗发布的智利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调查报告显示，

近七成老年人会使用智能手机，3/4 的老年人表示了解人工

智能。智利交通和电信部部长穆尼奥斯认为，老年人希望且

能够享受互联网技术服务，政府和企业等多方应了解情况并

创造条件，让老年人更好融入数字化社会。

在美洲开发银行的支持下，智利大学联合其他科研机构

推出了“开放的老年人”项目，推动科创企业将人口老龄化转

为发展机遇，积极开发基于应对老龄化的技术创新解决方

案。今年共有 40 个方案入选该项目孵化计划，包括通过智

能手表辅助老年人护理、回收工地废料建造老年人坡道等。

法国、泰国、智利推动银发经济发展—

激发内需消费动能 改善老年群体生活
本报记者 尚凯元 杨 一 时元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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