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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车企认证造假事件近期持续发酵，
国土交通省先后对丰田、雅马哈发动机、铃
木、本田和马自达总部开展现场检查。6款
问题车型何时恢复出货，以及国交省会否出
台行政处分成为关注焦点。

记者调查发现，日本车企管理的制度性
漏洞与认证制度滞后成为滋生欺诈操作的
温床。专家认为，制度痼疾引发的欺诈丑闻
恐进一步冲击日本制造形象。

车企管理的制度性失误

首先，日本车企对认证业务的统筹管理
出现漏洞。丰田汽车公司会长（董事长）丰
田章男 6月 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整个
公司没有一个人掌握认证业务全貌，如果在
最终的认证实验阶段发现问题，需要在短时
间内推倒重来，将为企业带来巨大负担。

日经 xTECH网站编委木村岳史发表评
论文章指出，丰田的情况表明企业管理懈
怠，给造假行为开了绿灯。企业应该强化管
控、把握认证业务全局。

此外，日本汽车业在解决问题时倚重现
场实践和经验，认证测试也往往过度依赖一
线员工。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 6月 10日报道称，
这为逃避计算机监控的欺诈活动提供了空

间。应该尽快构建运用人工智能与物联网
技术以高效监测与消除欺诈操作的系统，这
是丰田过去改革中“被遗忘的项目”。

日本瑞穗银行商务解决方案部主任研
究员汤进认为，企业内部认证管理缺少透明
度、企业长期对一线员工过度信任、缺乏机
制化管理是造成认证造假持续不断的原因。

最后，日本车企内部监督制度出了问
题。日本经济新闻社高级评论员小平龙四
郎认为，丰田公司内部两个监察机构的负
责人由同一位丰田公司高管担任，这不禁
让人联想到同样由公司内部人员担任监察
委员会委员长的东芝公司。在这样的内部
监督机制下，东芝最终因曝出财务造假而
惨淡退市。

型式指定制度引争议

虽然日本车企认证欺诈是板上钉钉的
事实，但车企纷纷表示“认证实验是在比国
家要求更严的条件下完成的”，而国交省则
强调只要没有按照规定来就属于违规。双
方扯皮中，型式指定制度之弊引起广泛关
注。认证制度滞后、难以有效满足新时期商
业需求，以及认证结果过度依赖企业解释权
引发质疑。

首先，日本现行适用于汽车量产认证的
型式指定制度于 1951年起实施，虽宣称与

“联合国标准”基本一致，但有专家认为，这
一制度已无法满足汽车技术发展与现实需

求变化。一些车企在测试过程中没有严格
遵守制度标准，导致欺诈行为频繁发生。

山口县山阳小野田市立山口东京理科
大学名誉教授贵岛孝雄表示，伴随汽车研发
与技术飞速发展，型式指定制度已不能充分
满足车企在安全方面的新需求。

多家日本车企辩称，向国交省递交的测
试数据是“在比日本型式认证要求更严格的
测试条件下进行实验所得的数据”，车辆安
全性没有问题。

至于是否存在安全性问题，并不能仅靠
企业一面之词。中西汽车产业调研公司首
席分析师中西孝树表示：“没能遵守规则的
企业没有资格说制度的问题。但在车企不
得不急速应对高速发展的电动化与自动驾
驶等新技术的背景下，探讨认证制度是否应
该完善是合理的。”

但制度调整并非短期内可以完成，也将
对汽车产业产生较大影响。国交省担心，如
果改变现行认证制度，将给日本车企与其他
国家标准互认带来困难，阻碍日本车企在海
外开展业务。

其次，在流程上，认证实验大多由车企
自行开展，关于实验方法与数值允许波动范
围，车企有很大解释权。

丰田章男在发言中称型式指定制度
“非常模糊，在很多情况下依赖于员工个人
的技能”。

日本无限合同会社首席经济学家田代

秀敏认为，近年日企违规操作增加与工匠
精神缺失演变成恶性循环。日本车企“大
家一起闯红灯就不害怕”的不良心理在制
造业蔓延。

“日本制造”信誉短期恐难恢复

作为日本支柱产业，汽车业约占日本制
造业总出货量的20%、研发支出的30%，对日
本经济可谓举足轻重。此次5家大型日本车
企被曝出集体造假，对日本制造业信誉和前
景的打击难以估量。

《读卖新闻》6月 11日报道，丰田公司的
6起违规操作不仅违反了日本标准，也触犯
了包括欧洲在内62个国家与地区采用的“联
合国标准”，很可能在欧洲等地区同样被认
定为违规操作，暂停量产。

广岛县知事汤崎英彦 6月 11日在记者
招待会上说，此次认证欺诈事件“恐削弱外
界对日本汽车工业的信心”。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名誉教授八田进二
说，此前东芝财务造假事件招致海外投资者
对日本企业界的普遍质疑。此次日本多家
知名车企曝出认证造假，负面影响将不局限
于汽车业。

汤进认为，近年来随着电动化、智能化
技术发展，日本车在燃油车时代的“皮实、省
油、耐操控”等优势正在消失，最近曝出的造
假丑闻将不可避免地对日本制造业整体信
心造成打击。 □据新华社

6月12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民众来到牲
畜集市为宰牲节准备物资。 □新华社发

探究日本车企认证欺诈的制度根源

6月13日，在距七国集团峰会会场60公里的
意大利布林迪西市，抗议者制作“特洛伊木马”讽
刺并抗议七国集团峰会。七国集团峰会当日在意
大利南部普利亚大区法萨诺市开幕。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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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经济参考报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
间 6月 12日，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称，随
着需求增长放缓和供应激增，全球石油
市场预计到本十年末面临严重过剩。

国际能源署当天发布石油市场年
度中期报告说，基于当今的政策和市场
趋势，亚洲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以及航空
和石化行业的强劲需求将在未来几年
推动石油用量的增长。但是，电动汽车
销量增长、传统汽车燃油效率提高、中
东地区发电用油减少以及经济结构转
变等因素将越来越多地抵消这些增
长。包括生物燃料在内的全球石油需
求在 2023年为平均每天约 1.02亿桶。报
告预测，全球石油需求到本十年末趋于
平稳，为每天约 1.06亿桶。

与此同时，以美国和其他美洲产油
国为首的全球石油产能激增，将导致石
油供应过剩。预计到 2030年，全球石油
供应能力将升至每天近 1.14 亿桶，比预
计的全球石油需求高出 800 万桶/天。
这将可能对石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包
括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其他产
油国以及美国页岩油行业的影响。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
示，随着疫情反弹势头减弱、清洁能源
转型推进以及中国经济结构转变，全球
石油需求增长正在放缓，并将在 2030年
达到峰值。基于最新数据做出的预测
显示，全球石油供应将在本十年出现严
重过剩。

国际能源署在报告中建议，鉴于
需求增长放缓和对清洁能源转型的日
益重视，大型石油公司可能需要重新
调整其战略。在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
技术进步的推动下，预计到 2030 年，
化石燃料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份额将
从 80%降至 73%。目前，英国石油和壳牌等大型石
油公司已经调整了从碳氢化合物转向可再生能源
的多元化计划，而埃克森美孚等其他公司仍坚定地
专注于石油和天然气。

欧佩克本月发表声明说，8个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
油国决定今年第三季度继续自愿减产，减产总额为日均
385万桶，以维护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与平衡。根据声
明，8国决定把 2023年 11月宣布的日均 220万桶的自愿
减产措施延长至今年 9月底，之后将视市场情况逐步回
撤这部分减产力度。此外，8国将把去年 4月宣布的日
均 165万桶的自愿减产措施延长至 2025年底。

欧佩克此前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维持 4 月份
对 2024年和 2025年全球石油需求的预测，认为今年全
球日均石油需求量较 2023 年将增加 220 万桶，达到
1.04亿桶。报告预测，2025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量较
2024年将增加 180万桶，达到 1.06亿桶。

韩国的“金水果”

过去，说起韩国水果价格，西瓜可以算
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以单果为基准，
市场中最常见到的 7千克至 8千克的西瓜，
应季价格一般为 100元人民币左右，而到了
冬季价格会再翻番。如此高昂的价格使韩
国人很自然地在西瓜二字前加了一个“金”
字，赋予了它超然的地位。因此直到今天，
韩国人在走亲访友时经常会只带一个西瓜
上门，宾主双方都会觉得挺有面子。

不过最近，成色最足的“金水果”似乎有
变成苹果的趋势。

苹果最初受欢迎，并得名“金苹果”的主
要原因在于其营养价值，和价格的关系不
大。不过随着其价格持续走高，“金苹果”
的“金”开始变味了。

据韩国统计厅数据，今年 3月末，韩国
本土苹果的价格达到 6.82美元/公斤，排名
世界首位。而在最新的《5月消费者物价指
数动向》统计中，苹果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
竟上涨了 80.4%。韩国政府预计，到秋季批
量上市之前，苹果价格上涨趋势仍将延续。
这几日，在韩国最受欢迎的新鲜果蔬配送
APP上，一箱 5果至 6果装、重量 1.5千克左
右的苹果，价格要超过 150元人民币。

不仅是苹果，整体来看，韩国新鲜水果
5月份价格较去年同期平均大涨了 39.5%，
其中梨的涨幅达到 126.3%，创下了年涨幅
历史最高纪录。超市中一箱 3果或 4果、重
量 2千克左右的韩国本土梨，价格高达 150
元人民币。而橘子、桃子等其他水果涨幅也

靠前，分别达到 67.4%、63.5%。
在本轮新鲜果蔬涨价“飓风”的全方

位冲击之下，“金西瓜”的“风头”明显大不
如前。有当地网友吐槽，以前不太舍得吃
的西瓜突然有了“性价比”：“原来西瓜是
这么便宜的呀。”话虽不假，但听起来似乎
总有种腮帮子发酸的感觉，这后槽牙怕是
咬得不轻。

不过，如此“性价比”显然不是韩国人期
待的。民众真正憧憬的是水果价格降下来，
变成普通人的餐桌美食。

这个小愿望能实现吗？

短期来看，有点难。
韩国 SBS电视台最近在全罗北道益山

市做了一期实地采访。今年西瓜生长过程
中遭遇了 20多年来罕见的授粉异常现象，
加之日照时间严重不足，导致坐果不佳，果
实偏小，瓜棚中随处可以找到只有 1千克左
右、根本无法上市销售的西瓜。农业专家表
示，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气候异常。目
前来看，韩国今年西瓜产量预计同比下降
26%，供应情况难言乐观。去年韩国由于梅
雨季节长、降水量大，西瓜本就出现了减
产，所以总体来看，今年韩国的西瓜产量只
会“一减再减”，价格则会“再攀高峰”，韩国
人要想毫无心理负担地当上“吃瓜群众”，

还得等上一段日子。
不仅是韩国，全球气候异常正在影响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价格，也直接拉
升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以至于有人专门针
对这一现象提出了“气候通货膨胀（Cli⁃
mateflation）”这个新造词。网上查询结果
显示，最初使用这个词的是英国 BBC时事
节目《新闻之夜》，去年该栏目策划了气候
变化对全球物价影响的专题。最近，气候
通货膨胀被越来越多的媒体使用，大有形
成新固定搭配的趋势。

气候通货膨胀的代表性事件是 2022年

夏天欧洲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物价暴
涨。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当时表示，
由于酷暑，欧洲的食品物价在短期内上升了
0.43个至 0.95个百分点。

韩国苹果之所以会从有营养的“金苹
果”变成超级贵的“金苹果”，最重要的原因
正在于此。受从去年开始的日照减少、低温
持续、冬季高温潮湿等影响，苹果、梨、香瓜
等水果价格普遍暴涨。

以庆尚北道青松郡为例。作为韩国知
名苹果产地，由于遭受低温灾害，当地 2023
年苹果产量比 2022年减少了近 30%，成果品
质也明显下降。尽管如此，苹果售价依旧大
幅攀升。过去，一箱 20千克的苹果在集贸

市场的批发价为 4.9万韩元（约合 265元人
民币）上下，目前已经涨到了 9.6万韩元（约
合 520元人民币），几乎翻番。而今年春季，
受气温影响，苹果花开得晚，错过了最佳授
粉期，多地苹果树出现了不能坐果的情况。
这意味着苹果价格大概率会继续上涨。

遇到类似问题的还有香瓜。统计显示，
占韩国香瓜产量 80%以上的星州郡同样因
气候变化导致收成大幅下降，截至今年 4月
出货量同比下降 20%左右。想来，不久之后
韩国市场上又该出现“金香瓜”了。

当然，韩国水果组团变身“金水果”，也
不能全怪天气，人为因素也很突出。为保护
本土农业的发展，韩国实行农业保护政策，
对进口水果实行严苛的进口检疫和高关税，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韩国水果平均价
格普遍偏高的情况。尤其是对于苹果等韩
国人特别看重的水果，“进口”一词几乎算
得上禁忌了。今年 2月，韩国政府曾考虑通
过进口来平抑苹果价格，马上招致韩国苹果
协会和韩国果园合作社协会的强烈反对，认
为这可能会伤害国内苹果产业和全国 7万
多家苹果生产商的利益。

此外，韩国水果要进入市场，附加成本
也比较高。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消费者，韩国
人的原产地意识非常强，大多数水果在上市
之前都要额外增加一道原产地认定程序。
同时，由于当地人素来有将水果作为礼品送
人的习惯，对外包装也有较高要求。

总体来看，韩国水果价格高企是多重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金”字招牌，市场
各主体都无法长期承受，作为“场外指导”的
韩国政府或许该主动做点什么。 □杨明

6月14日，在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球迷广
场，一位德国队球迷和一位苏格兰队球迷握

手。当日，2024欧洲足球锦标赛揭幕战在德国
慕尼黑举行。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 摄

据新华社电 2024欧洲足球锦标赛
6月 14日在德国拉开战幕，柏林、慕尼
黑、科隆等多地公共球迷区人满为患，各
地安保压力激增。

本届欧锦赛的10个举办地都在城市
核心区设置了球迷聚集看球的公共区
域。德国队在当天的揭幕战中5:1大胜苏
格兰队，许多城市球迷区人满为患，当地
警察采取各种措施疏导球迷，管控风险。

揭幕战举办城市慕尼黑的市政厅所
在地玛丽恩广场当天下午进行人流管
制，地铁在这一站一度不停。球迷只好

转向市政府专门设置的公共看球区。
慕尼黑市政府此前发布公告称，市政厅
广场并没有直播揭幕战的计划，请球迷
到其他地方观赛。

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的公共看球
区设计可容纳 3万人。慕尼黑警方在揭
幕战开赛前 3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上说：

“公共看球区已经满员，请大家此刻不
要来奥林匹克公园了。”

揭幕战当晚，柏林出动约 2000名警
察维持球迷区治安。柏林地标勃兰登
堡门的球迷区设计容纳人数为 3万人，

开赛前 1小时，柏林警方在社交媒体上
说：“勃兰登堡门的球迷区已经满员，这
里将不允许进入更多人。”

揭幕战开赛前几个小时，柏林警方
因发现一件可疑行李，临时将国会大厦
前的共和广场公共看球区部分区域清
场，拉起警戒线。该球迷区的三个入口
暂时关闭。柏林警方随后在社交媒体
上确认，这一区域暂时不允许球迷进
入。晚上 6点半，球迷区重新开放。柏
林警方新闻发言人当晚表示，没有在可
疑行李中发现危险物品。

德国多地球迷区“人满为患” 安保压力激增

据人民日报 近日，加拿大
统计局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加
拿大贫困率连续两年出现增长，
从2021年的7.4%上升到2022年
的 9.9%，这意味着约 380万人生
活在贫困线以下。

数据显示，2022年加拿大约
有 870万人生活在某种程度的
粮食不安全环境中，占总人口
的 22.9%，较前一年的 18.4%再
次增加。处于中度和严重粮食
不安全状况的人口比例分别为
10.9%和 6%，比例均有所上升。
而单亲家庭和独居非老年人群
体处于粮食不安全状况的比例
分别为 43.4%和 30.5%，风险尤
其高。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食
品价格通胀时期。”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家庭粮食不安全研究项
目首席研究员瓦莱丽·塔拉苏
克表示，当前加拿大处于粮食
不安全状况的人数不断增加，
处于经济最底层民众的生活并
不好过。

美国欧亚集团旗下网站刊
文认为，食品、汽油价格等居

高不下，生活成本上升，许多家庭的经济前景仍
然没有改善。生活成本危机导致人们对食物银
行的需求激增，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 3 月前往
食物银行的加拿大民众数量同比增长了 32%。

多伦多“约克堡食物银行”执行主任朱莉·勒
热纳说，现在每周有超过5000人来到他们的食物银
行寻求救济。她对关于贫困率的最新数据并不感
到惊讶，“来食物银行寻求救济的人数，每个星期、
每个月都在增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加拿大有
超过 100万儿童处于贫困状态，占该国儿童总数的
近 18%。加拿大贫困研究所的一项研究称，考虑到
发展程度与资源，该国的贫困人口是不合理的。此
外，加拿大的贫困问题还表现在新移民贫困率更
高，少数族裔、原住民的贫困现象更为严峻。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助理研究员吉莉恩·珀
蒂认为，加拿大 1/3以上的非洲裔家庭和原住民家
庭缺乏粮食保障。近年来，通胀的飙升让情况变得
更加糟糕，前往食物银行的人数持续上升。“这些都
是令人不安的趋势。”珀蒂表示，缺乏粮食保障不仅
仅因为食品价格上涨，住房、燃料和交通成本的急
剧上涨也在挤压民众的家庭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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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 6月 13日发布的
《2024年全球趋势报告》，截至2024年5月，全球被迫流离
失所总人数增至1.2亿，再创历史新高。

报告说，全球流离失所人数已连续 12年增长，导致
最新统计数字创历史新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苏丹的持续
冲突。自2023年4月以来，苏丹新增境内流离失所者710
多万人，另有190万人在境外。截至2023年底，共有1080
万苏丹人背井离乡。

报告强调，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
处估计，截至2023年底，加沙地带多达170万人因新一轮
巴以冲突而流离失所，约占当地人口的75%。此外，叙利
亚危机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流离失所危机，该国共有 1380
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报告显示，全球难民和其他需要国际保护的人数已
攀升至 4340万人。绝大多数难民被邻国接收，其中 75%
居住在中低收入国家。

“在这些触目惊心且不断上升的数字背后，隐藏着无
数的人类悲剧。必须敦促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针对
被迫流离失所的根本原因找出解决方案。”联合国难民事
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说。

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
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