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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和暴雨肆虐全球高温和暴雨肆虐全球

“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大
洲——亚洲正在遭受夏季极端天气的致命
袭击。”CNN称，倾盆大雨淹没了韩国、日
本、印度和中国的部分地区，颠覆了数百万
人的生活，引发了洪水、泥石流和电力中
断。韩国总统尹锡悦7月17日说：“这类极
端天气事件将变得司空见惯，我们必须接受
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这一事实，要想办法应对
它。”这种情况在整个地区都可以看到：从菲
律宾和柬埔寨一直到印度都在遭受洪水肆
虐，大面积的洪水导致马尼拉和金边等城市
的交通中断，创纪录的降雨使印度北部几个
邦几乎陷入停顿，数十人死亡。

一些地方暴雨如注，另一些地方高温
难挨。亚洲其他一些地区正经历创纪录
的高温，并导致与高温有关的疾病蔓延，
尤其是老人等脆弱群体受到的影响更
大。17日，中国新疆的一个气象站出现创
纪录的52.2摄氏度高温，当天中国共有超
过5个气象站记录的温度超过50摄氏度，
这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热的一天。当天，
日本关东地区西北部城市桐生的气温猛
增到39.7摄氏度。东京的气温也升到了
危险水平，迫使官员呼吁人们节约用电，
因为该国正疲于应对日益严重的电力短
缺问题。

在一向气候温和的欧洲，热浪炙烤着
整个地区，特别是南欧。英国广播公司
（BBC）称，意大利撒丁岛 18 日的最高气
温达到 46 摄氏度。路透社说，虽然热浪
不会像地震或洪水那样立即致人死命，但
欧洲去年夏季有6.1万人死于热浪，人们
担忧今年类似情况可能重演。欧洲气象
机构称，欧洲的这种极端高温和热浪可能
会持续到8月。

北美也避免不了高温、暴雨等极端天
气的肆虐。法新社称，在美国西南部亚利
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市，连续 18 天出现
43.3 摄氏度以上高温。高温在美国中西
部许多地区引发了野火，烟雾到处弥漫。
加拿大17日也发生约900处野火。与此
同时，美国东北部地区遭遇暴雨，宾夕法
尼亚州东部 16 日突发洪水，导致 5 人死
亡、两名儿童失踪。

极端天气带来连锁反应极端天气带来连锁反应

“极端天气考验多国基础设施和经
济”，俄罗斯《独立报》以此为题报道称，极
端气候变化引发停电等连锁反应，可能会
破坏供应链并使通胀进一步加剧。俄高

等经济大学发展中心副主任米罗诺夫认
为，在欧洲通胀率居高不下和经济放缓的
背景下，这将导致传统宏观经济政策难以
应对的滞胀。

彭博社称，全球气温上升与厄尔尼诺
现象的影响相结合，可能造成有史以来最
严重的破坏。上一次全球变暖和厄尔尼
诺带来的极端天气导致全球通胀激增，油
价 上 涨 3.5% ，非 能 源 商 品 价 格 上 涨
3.9%。智利经济是受极端天气影响的典
型例子，由于暴雨影响，导致占世界产量
30%的当地铜矿产量下降，供应延迟，并
使从计算机芯片到汽车和家用电器价格
产生连锁反应。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
研究所前所长陈凤英7月18日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极端天气对经济的影响体现
在几个方面。首先，由于高温天气，人们
需要防暑降温，所以电力资源分配会向生
活用电倾斜，生产用电可能会减少。其
次，极端天气下的干旱和洪水会直接影响
农作物和渔业生产，切断矿山通道，同时
人们的生产活动会受到限制，影响到经济
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
形势下，全球能源系统、粮食系统的稳定
性本来就受到冲击，极端天气对能源、粮
食价格等的影响，特别是它会加剧人们的
危机心理，使人们过度反应，从而加剧全
球经济衰退风险。

美政客吹嘘美政客吹嘘““种一万亿棵树种一万亿棵树””挨批挨批

“全球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

度将继续增加，世界需要做好准备。”路透
社7月17日引述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
拉斯的话称，“极端天气在我们日益变暖
的气候中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它正在对人
类健康、生态系统、经济、农业、能源和水
供应产生重大影响。”他称，这凸显出全球
尽快采取更多气候行动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

CNN称，极端天气对世界各国的穷
人的影响尤其大。印度科学与环境中心
主任苏尼塔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各国的穷人实际上
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虽然他们并不
是‘气候问题的制造者’。”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正遭受极端
天气的巨大考验。美国Verge网站称，电
网官员已经发出警告，在炎热的夏天，美
国大面积地区可能面临停电的风险。北
美电力可靠性委员会在夏季展望分析报
告中预测，今年夏天北美地区将有2/3的
地区面临电力短缺。

即便这样，美国政客仍在为如何应对
气候变化而争吵不休。美联社 18 日称，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日前视察了俄亥俄州
东北部的一个天然气钻探现场，以推动共
和党提出的大幅增加国内化石燃料能源
产量的要求。当被问及如何应对全球气
温上升和气候变化时，他声称“种植一万
亿棵树”。对此，美国环保组织“长青行
动”的成员莫菲特称，这就像“你一边说要
致力于扑灭房子的大火，一边又往火上浇
更多的汽油”。

“气候危机给全球粮食
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
挑战。”国际经济商业网站
7月17日称。据报道，全球
最大大米出口国印度正考

虑禁止绝大多数大米的出口。尼日
利亚总统提努布日前宣布该国进入
粮食安全紧急状态。与此同时，世界
气象组织警告，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
出现，国际一些主要的粮食产区出现
灾害天气，将导致粮食减产，粮价大
幅上升。

据印度Mint新闻网17日报道，印
度政府正在考虑禁止大部分大米品种
出口的计划。据报道，印度约80%的大
米出口将受到限制。《印度时报》称，印
度考虑禁止大部分大米出口，主要是
为了遏制国内不断上升的粮食价格。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首都新德里
的大米零售价上涨了约15%。印度大

米价格上涨，主要是受极端天气的影
响。据路透社报道，截至上周五，印度
今年夏播水稻的种植面积较上年同期
减少26%，原因是前几个月的降雨量较
正常水平减少了8%。与此同时，旁遮
普邦等北部粮食产区暴发了大洪水等
灾害。

路透社17日称，世界气象组织日
前表示，破坏性的厄尔尼诺现象出现，
可能影响一些粮食种植区，特别是“几
乎所有稻米生产国都会受影响”。报
道称，多数亚洲国家今年第二季水稻
种植都将低于正常水平。在全球第二
大大米出口国泰国，5月份降雨量比正
常水平低26%。另一个主要稻米生产
国印尼上个月罕见地与印度签署了一
项进口100万吨大米的协议。

由于近来世界多地灾难性的极端
天气以及地缘危机，国际粮价迅速上
涨。7月17日，芝加哥交易所小麦期货

价格上涨4.24%。
气候原因导致的粮食减产和粮价

上涨对贫困国家影响最大，一些发达
国家民众也大喊受不了。根据韩国消
费者院17日公布的统计数据，6月韩国
一碗炸酱面的平均价格为 6917 韩元
（约合39元人民币），同比上涨10.4%。
在首尔的冷面馆，一碗冷面要1.6万韩
元（约合91元人民币）。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李国祥1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农业靠天吃饭。目前极端天气出
现得越来越频繁，农业生产会受到很
大影响，进而影响供给。不过，极端天
气对粮食市场的影响具有时滞性，等
到收获后才会显现出来。李国祥说，
尽管极端天气对我国农业也有影响，
但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且粮
食储备充足，极端天气对我国粮食供
给影响非常有限。 本报综合消息

年轻不工作，老了不退休

韩国统计厅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韩国20
岁至39岁青年中既没有工作、也没在求职的“纯休
息”人口达 61.3 万，占该年龄段青年总数的 4.7%。
而在这些青年人中，与父母一起生活的人约占七
成，达42.8万人，其中20多岁有26.9万人，30多岁有
15.9万人。

“袋鼠族”是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产
生的词汇。当时韩国经济遭受冲击，大批企业破
产，很多韩国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只能靠父母帮助。

以前的“袋鼠族”是被迫失业造成的，而现在情
况有所不同。数据显示，6月“纯休息”的20岁至39
岁青年中，在一年内有过求职经历的仅占 11.6%。
有观点认为，韩国社会正在“批量生产”经济上依靠
父母的年轻一代。据韩联社报道，韩国人参加工作
晚、结婚晚在近些年已成趋势，而韩国父母和社会
对年轻人“必须劳动”的要求也在放宽。

年轻“袋鼠族”不断增加的同时，韩国老龄就业
人口持续增多。6 月韩国 60 岁以上就业人数达
643.5 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 5.6%，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女性多达 287.1 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 8.2%。
这些数据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韩国老龄化的严重程
度，越来越多年长的人不退休或不敢退休。韩国统
计厅去年的数据显示，55岁至79岁人群中，希望继
续外出工作的人占比68.5%，其中57.1%的人工作目
的是“挣生活费”。

1/4青年就业者只能打零工

报道称，就业状态与是否和父母同住有明显关
系。数据显示，20多岁的休息人口中有75.4%和父
母同住，30 多岁的休息人口中有 58.2%和父母同
住。相比之下，30多岁的就业人口中与父母同住的
仅有25.4%。韩国国务调整室最近发布的《2022年
青年生活实态调查》显示，与父母同住的19周岁至
34周岁青年对不独立的理由回答称“经济条件不允
许”的比例最高，达56.6%。

据报道，因找不到体面的工作而选择打零工的
韩国青年人数量已达到历史最高点。截至今年5月，
每周工作少于36小时的青年有104.3万人，约占全体
青年就业者的1/4。另有调查显示，有相当多青年人
每周只做不到15小时的几个超短期兼职。报道称，
在韩国找一份正式工作似乎越来越难实现。

青年就业活力在下降

《中央日报》报道称，在讨论韩国“袋鼠族”问题
时不得不谈就业问题。韩国“袋鼠族”的增加并不
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问题，还与整个国家的经济活
力有关，在批评年轻人为什么不工作而选择休息之
前，应该先思考社会是否为他们提供了足够优质的
工作机会。

据报道，近些年在韩国，年轻人偏爱的优质工
作岗位有所减少，尤其是出口乏力导致制造业就业
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此外，曾受年轻人青睐的灵
活性较强的外卖员等工作岗位也在减少。韩国《首
尔经济》报道称，随着优质工作岗位的减少，青年人
的就业活力也在下降。

韩国金融新闻网站7月18日报道称，韩国企划
财政部去年成立了年轻人咨询团，主要负责对部门
的主要政策进行监督、提供意见，并收集和传达年
轻人的声音等。该咨询团今年 3 月就年轻人在工
作、居住等多领域的苦恼向政府献计献策。在本月
4日发布的韩国政府下半年经济政策方向中，也有
针对中小企业就业青年的税收优惠等促进年轻人
就业的相关政策。

本报综合消息

极端天气正在打击全球经济
“从飙升的高温热浪到创纪录的暴雨和洪水：气候危机席卷世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7月17

日这样描述目前世界多地正在遭受的极端天气的“致命袭击”。这些极端天气不仅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也给全球经济造成沉重的打击，特别是给众多贫穷国家或各国的贫困人群带来格外严重的威胁。极端天气

还考验着各国的农业以及水利、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即使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日前也发出警告，今年夏

天气温骤升将导致2/3的美国地区遭受电力短缺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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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会引发粮食危机吗

优质岗位减少 父母要求放宽

韩国40万“袋鼠族”在家啃老
“老实说，我怎么能让我的宝贝儿子

过得很艰难呢？”61岁的李英旭在接受美

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采访时说道。他

31 岁的儿子李贞圭仍与父母同住，是韩

国庞大“袋鼠族”中的一员。“袋鼠族”指成

年后不独立、依然和父母居住在一起或依

赖父母供养的人。据韩国《中央日报》7

月18日报道，“袋鼠族”在韩国青年中正

呈现蔓延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