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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新规规范电池业发展

台湾人力资源机构104人力银
行 18日发布的 2023年《民生消费
产业人才白皮书》显示，台湾民生
消费产业第一季度平均每月短缺
38.2万人，创历史新高。其中，餐饮
业每月短缺17.1万人、零售业短缺
10.6万人、批发业短缺5万人。

中新社报道，该机构连续第 4
年发表产业人才白皮书，今年将调
查内容从半导体产业延伸至民生
消费产业，涵盖餐饮业、零售业、批
发业、住宿服务业和运动及旅游休

闲业等五大产业。
民生消费产业最缺哪种职业

类型？调查发现，2023年第一季度
人才缺口最大的是餐饮服务生，平
均每月缺 9.5万人，每 4个民生消
费产业的工作机会中就有 1个为
餐饮服务生。此外，从地域来看，
随着科技大厂陆续前往中南部设
厂，带动民生消费产业发展，加上
旅游大爆发，中南部民生消费产业
同样面临人才短缺压力。

台北文华东方酒店人资总监

刘富美指出，缺工导致饭店房间无
法全开，餐厅缩减营业时段，在热
门时期甚至必须用时薪 400 元至
500 元新台币抢招工读生。三商
家购人力资源处课长邹恩德表示，
台湾面临大缺工，各行各业皆受影
响，企业应重新审视薪奖结构、优
化培训及升迁机制，增加外部竞争
力，吸引更多优质人才投身企业发
展。同时，扩大产学合作、提高晋
用中高龄人员比例，创造全龄友善
的工作职场环境。

中芯国际17日发布公告称，高
永岗因工作调整，辞任本公司董事
长、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席职务，自2023年7月17日起生
效。公告显示，公司副董事长、执
行董事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刘训峰接任董事长一职。这意味
着，这家大陆最大晶圆代工厂，在
两年之内再度换帅。

北京《证券日报》报道，2021年
9月，周子学因身体原因辞任该公
司董事长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
席职务；由高永岗接任。

资料显示，高永岗已在中芯国
际管理层任职多年。自 2009年出
任中芯国际非执行董事以来，其先
后于 2013年 6月 17日调任公司执
行董事，于2014年2月17日担任中
芯国际首席财务官，同时兼任中芯
国际若干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的董
事或董事长。

上述公告发布后，接近中芯国
际人士透露，高永岗在社交平台转
发了该人事任命公告并对刘训峰
表示祝贺。

目前，正值全球半导体产业步
入周期性调整，这家千亿元人民币
市值芯片巨头的未来走向也引发
业内关注。上述知情人士透露：

“该人事任命属于正常的人事调
整。”从公开资料来看，最新获委任
董事长刘训峰有着多年国资企业
管理经验。

刘训峰，现年 58岁，历任中国
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乙烯厂副总工程师、投资工程部副

主任、总经理助理及副总经理，上
海赛科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上海化学工业区发展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华谊（集团）公
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党委书记、董
事长，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及董事长，上海华谊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芯国际副
董事长、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委员。

上海第一财经网报道，2021年
以来，中芯国际的高管位置频繁变
动，让外界惊讶不已。2021年 9月
3日，周子学因身体原因，辞任中芯
国际董事长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席。高永岗拍马上任，获委任为
本公司代理董事长，履行董事长职
责。又过了两个月，2021年 11月，
中芯国际副董事长蒋尚义以“因希
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为由，辞
任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成员。另外，中报业绩披
露在即，中芯国际在此时间节点进
行人事调整，其经营现状和业务发
展亦受到较高关注。

今年一季度，中芯国际实现营
业收入 102.09 亿元（人民币，下
同），同比下降 13.9%；实现归母净
利润 15.91 亿元，同比下降 44%。
展望2023全年经营情况，中芯国际
称，虽然二季度收入触底回升，但
下半年复苏的幅度还不甚明朗，整
体来说，尚未看到市场全面回暖，
因此对于全年的指引维持不变，预
计销售收入同比降幅为低十位数，
毛利率在20%左右。

印度新能源车市场再燃战火，
继此前特斯拉传出在印度设厂消
息后，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也被
传准备在印度投资 10亿美元，生
产电动汽车和电池。

路透社 14日援引三名匿名知
情人士的话报道，比亚迪和总部位
于印度海德拉巴的一家私营企业
已经向印度监管机构提交了组建
电动汽车合资企业的申请。一名
知情人士称，比亚迪的长期计划是
在印度生产从掀背车到豪华车型
的全系列车款。

比亚迪提出的工厂总产能尚
不明确。有消息人士称，比亚迪计
划在几年内将印度的电动车年产
量提高到 10万辆，但在建立供应
链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先采取将汽
车零部件运到印度组装的模式。

消息人士还说，比亚迪的投资

计划还包括在印度建
立充电站、研发和培训
中心等。比亚迪公司
和印度商务部和重工
业部都没有对此事置
评。

新加坡《联合早
报》报道，比亚迪 2007
年在印度开设分公司，
并在当地已有一家生
产E6车型的工厂。去
年10月，比亚迪相关负责人透露，
印度分公司已经考虑在印度建第
二个工厂，并将在适当的时候对外
公布相关消息。

有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斯拉
已开始与印度政府讨论在该国建
立汽车工厂，年产能多达 50万辆
电动汽车，售价从 200万卢比（约
合2.4万美元）起。

目前印度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
汽车市场，年销量约390万辆，仅次
于中国、美国和日本。特斯拉多年
来一直关注印度市场，但由于未能
获得政府以较低关税进口汽车的激
励措施，该公司去年一度宣布放弃
进军印度市场的计划。印度政府一
直坚定要求特斯拉在当地生产汽
车，而不是从他国进口汽车。

由于美国通胀水平持续高位
徘徊，加息的负面效应加速凸显，
对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再度抬
头。尽管美联储仍坚持预计经济
缓慢增长，但超过一半地区增长停
滞或下降、交通运输业活动放缓、
银行业低迷等情况，已经反映出美
国经济增长前景并不乐观。

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出现明显
回落，令市场机构情绪高涨。不
过，各方对通胀前景的分歧并未因
此消弭，反而进一步加大。由于通
胀水平持续高位徘徊，加息的负面
效应加速凸显，对美国经济衰退的
预期再度抬头。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今年 6
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
上涨 3%，较 5月的 4%明显回落，该
数据也降至 2021 年 3 月以来最低
水平。 6 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4.8%，低于预期的5%。数据回落让
一直对继续加息忧心忡忡的美国

市场多少松了口气，美股指数攀升
并带动全球股市上行，美债收益率
和美元指数也应声而落。有分析
用“欢呼雀跃”来形容市场此刻的
心态，认为 6月美国通胀降至两年
多来最低水平“增加了美联储在 7
月可能的加息后停止加息的可能
性”“加息周期即将结束”。

相比之下，美联储对通胀前景
的表态要谨慎得多。旧金山联储、
亚特兰大联储、纽约联储的负责人
上周先后发声，称“尚未完成提高
其短期利率目标的工作”“可能需
要进一步提高利率，以降低仍然过
高的通胀”。一些市场机构也持类
似看法。如桥水基金 7月 14日警
告，美国的核心CPI数据可能会在
3.5%至4%之间触底反弹，推动美联
储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美国与
通胀的斗争远未结束”。

围绕美国通胀前景的分歧已
有时日，而近期重要的经济数据

中有若干指标指向不同。如 6 月
CPI同比虽然下降，但是环比0.2%
较5月的0.1%有所扩大；7月14日
公布的美国7月密歇根消费者信心
指数中，消费者的长期和短期通
胀预期均较6月份小幅抬升，与劳
工部的通胀数据回落状况并不一
致。更令人疑惑的是，美国能源
信息署(EIA)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度美国居民用电、商业用电、工
业用电、运输用电均出现明显下
降，个别指标如居民和工作用电
降幅还不小，4月份延续了这一局
面，但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
国一季度经济按年率计算增长
2%。用电量数据与经济增速的明
显背离，令美国经济现状扑朔迷
离。

美国政府疫情期间发放的巨
额救济金、极低税率、超宽松货币
政策再叠加乌克兰危机对能源等
领域的冲击，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

致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同时，美联
储连续激进加息对经济增长的抑
制作用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近期
对美国经济衰退的预警声调在不
断变大。

7月9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称
由于通胀依然高企，美国经济陷入
衰退“并非完全不可能”。7 月 12
日，美国知名债券投资人比尔·格
罗斯警告，美国消费者在新冠疫情
期间攒下的储蓄还剩约 5000亿美
元，这些钱最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
耗尽，恐引发美国经济衰退。7月
13日，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消费者
和企业正感受到超激进加息带来
的痛苦”，汽车贷款和信用卡的拖
欠率不断上升，高收益债券和贷款
市场的违约率也在不断上升，美国
经济已进入“违约周期”。谨慎的
美联储也在最新公布的全国经济
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中对经济衰
退前景作出暗示。褐皮书称，5月

以来，在12个地方联储所在地区报
告的经济活动状况中，五个地区轻
微或适度增长，五个地区称无变
化，两个地区报告轻微或适度下
降。其中，因贷款活动持续疲软，
银行业的状况大多低迷，而大多数
地区交通运输活动下降或持平上
次褐皮书报告期。

尽管美联储仍坚持预计经济
缓慢增长，但超过一半地区增长停
滞或下降、交通运输业活动放缓、
银行业低迷等情况，已经反映出美
国经济增长前景并不乐观。这种
局面下，美国民主党政府近期为了
选举利益，还在夸耀所谓“拜登经
济学”，然而美国一项民调显示，只
有34%的美国人认可拜登对经济的
处理方式。美国的民众，终究不太
买账。

欧盟理事会日前出台一项旨
在加强电池和废旧电池管理的新
法规，规范电池从生产到回收和再
利用的整个生命周期，以促进循环
经济。分析认为，新规将提升欧洲
工业的竞争力，确保新电池的可持
续性，并为绿色转型作出贡献。此
外，该法规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德国
在电池行业将迎来新的商机。

当地时间 7月 10日，欧盟理事
会通过了一项旨在加强电池和废
旧电池管理的新法规。该法规将
规范电池从生产到回收和再利用
的整个生命周期，并确保其安全、
可持续和具有竞争力。

据悉，欧盟理事会在当天发布
的一份新闻公报中表示，新规将适
用于所有电池，包括废旧便携式电
池、电动车电池、工业电池等，旨在
通过监管电池的整个生命周期来
促进循环经济。新规因此规定了
报废要求，包括废旧电池收集目标
和义务、材料回收目标等。

“我们第一次有了涵盖产品整

个生命周期的循环经济立法，这有
利于环境与经济。”欧洲议会议员
阿奇利·瓦里亚蒂对此表示，“我们
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强大的
欧盟电池回收行业及具有竞争力
的工业部门。这些措施对未来几
十年欧洲的能源转型和战略自主
至关重要，可能成为整个全球动力
电池市场的基准。”

根据此前欧洲电池联盟负责
人托雷·塞克尼斯在2023年世界动
力电池大会上介绍，2025年，欧盟
对 动 力 电 池 的 需 求 将 达 到
550GWh， 2030 年 将 升 至
1000GWh。在电池矿物原料上，欧
盟到 2030年对锂的需求将增加 18
倍，对钴的需求将增加5倍；到2050
年对锂的需求将增加近60倍，对钴
的需求将增加15倍。

据了解，欧盟新规将产品分为
汽车电池、电动汽车电池、轻型交
通工具电池、工业电池、便携式电
池，重点要求涵盖电池整个生命周
期的各个阶段，即从原材料生产加

工，到电池使用过程，再到退役及
报废电池的回收利用。

德 国 联 邦 外 贸 与 投 资 署
(GTAI)电池专家尼古拉斯·布拉米
表示，新规将提升欧洲工业的竞争
力，确保新电池的可持续性，并为
绿色转型作出贡献。此外，该法规
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德国在电池行
业将迎来新的商机。

根据该法规，生产商将负责收
集一定比例的废旧便携式电池
(2027年年底达到63%，2030年年底
达到73%)。此外，生产商还必须为
来自轻型运输工具的废电池设定
专门的收集目标(到 2028年底达到
51%，到2031年底达到61%)。

此外，该法规规定了新的工业
电池、汽车蓄电池(SLI电池)和电动
汽车电池的强制性最低回收含量
水平，同时还设定了到2025年年底
废旧镍镉电池回收率达到 80%、其
他电池回收率达到50%的目标。

有专家分析，这些规定对欧洲
电池行业意义重大，可能将彻底改

变欧盟及其最大的经济体和电池
中心——德国对电池材料的处理
方式。

“新规涵盖了整个电池生命周
期，并确保尽可能重复使用关键原
材料”，布拉米表示，“在欧盟国家
内销售的电池必须遵守可持续的
生产实践和负责任的回收流程，最
终支持欧洲向低排放交通的过
渡。”

对于未来德国电池行业的发
展，布拉米表示，“这标志着电池行
业向第一个真正的闭环产业迈出
了重要一步。该法规将巩固欧盟，
特别是德国在整个电池材料价值
链中的领先投资地位。在德国联
邦外贸与投资署，我们已经看到行
业领先企业，尤其是回收行业的企
业，对在德国投资新产能表现出浓
厚兴趣”。

自今年以来，德国政府不断加
大对本土电池行业新项目的资金
支持。近期，德国政府宣布将为博
世公司氢能项目提供 1.6亿欧元的

资助。该项目的资金主要用于研
究针对发电和供热的固定式燃料
电池系统，即氢气在电池中的应
用。博世公司表示将加大力度发
展氢燃料电池，并有望在2025年成
为世界上第一个量产该能源系统
的公司。

此外，荣鼎咨询和墨卡托中国
研究所近期发布的《2022年中国对
欧投资情况报告》显示，2022年中
国对欧洲电动汽车电池产业的投
资不断上升，电池投资现在已成为
中国在欧洲投资的主流。

报告显示，德国是中国在欧洲
电池投资的主要集中地之一。据
悉，位于德国图林根州的宁德时代
首家海外工厂刚刚于今年1月宣布
正式进入量产阶段，该公司总计将
为其德国工厂投资 18亿欧元。此
外，2022年9月，蜂巢能源宣布其将
在德国勃兰登堡州建设面向欧洲
市场的第 2家海外工厂，主要从事
电芯生产。

美国经济衰退预期抬头 美联储或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中芯国际董事长再换人
高永岗因工作调整辞任调查显示：台湾民生消费产业缺工创新高

继特斯拉后 比亚迪也被传在印度投资建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