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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统计机构 JA 全
农鸡蛋数据显示，日本鸡
蛋价格已经连续三个月上
涨。今年4月，日本M号
鸡蛋每公斤的批发价格涨
至 350日元（约合人民币
18元），比年初的价格翻
了三倍，这也是 1954 年
以来，日本鸡蛋价格的最
高水平。

由于日本鸡蛋价格暴
涨，一些商家对鸡蛋采取
了摇号、限购等措施。常
常依靠抽签来购买演唱会
门票的日本人，这回买鸡
蛋也不得不用上了抽签的
手法。不少日本餐厅也因
为鸡蛋进货量不足，而暂
停制作含有鸡蛋的菜肴，
这些都让每天离不开鸡蛋
的日本人苦不堪言。

有人说，在日本料理
中，生鸡蛋是不可缺少的
灵魂。无论是盖饭、拉
面、寿喜锅或其他食物都
必须加一颗生鸡蛋。不少
外国人有过疑惑：“生鸡
蛋能好吃吗？”“生鸡蛋卫
生吗？”事实上，几十年
前日本也曾频发由于吃生
鸡蛋而感染沙门氏菌等卫
生问题。而如今，日本政
府建立起可生食鸡蛋的行
业体系，以生食为前提，
鸡舍的环境卫生被严格监
管，鸡饲料是遵守相关法

规制作而成，产下的蛋经
过清洗、检查、筛选等品
质管理后进行包装。

据国际鸡蛋委员会统
计，2021 年日本人均鸡
蛋消费量为 337个，位列
世界第二。热爱吃鸡蛋的
日本人，能做出煮鸡蛋、
蛋包饭、鸡蛋炒饭、甜点
等以鸡蛋为主角或辅料的
多种多样的美食。

日本有不少与鸡蛋有
关的谚语，如“用蛋壳过
海”，表示“不可能实现的
事 ”; “ 用 鸡 蛋 击 打 石
头”，表示白费努力，看不
到希望；“用鸡蛋搭建
塔”，表示“非常危险的事
情”……日本还有与鸡蛋
有关的节日。比如6月2日
是以鸡蛋为主要食材的

“蛋包饭日”，旨在通过营
养均衡的蛋包饭包裹住爱
情，增加家庭关爱，守护
家人健康；每月5日被称
为“鸡蛋日”，各地超市都
会加大对鸡蛋的宣传，并
推出与鸡蛋相配套的食材。

面对近期的鸡蛋短
缺，日本商家推出了鸡蛋
的替代品，把一种粉末混
入豆浆中热炒，就可以做
成类似半熟炒鸡蛋的混合
物，据说，吃起来和炒鸡
蛋味道相似。

摘自《环球时报》

日本人对鸡蛋
爱到骨子里

等了 70 年，查尔斯
总算正式从王子熬成国王
了。

英国当地时间 5月 6
日上午，在伦敦的威斯敏
斯特大教堂，坎特伯雷大
主教将王冠戴在了查尔斯
三世的头顶，宣告加冕。
根据英国王室的网站，加
冕仪式是“一个盛会和庆
祝的机会”，但它也是一
个庄严的宗教仪式，在一
千年里基本上保持不变。
在这个古老的宗教传统
中，每位君主都必须在国
民面前宣誓，以国王的身
份为他们服务。

在教堂外的街道上，
数万英国人民在淅淅沥沥
的小雨里，庆贺新王加
冕。只是，在一片欢乐的
海洋里，英国民间组织

“共和国 Republic”的男
女，统自美“共和国Re⁃
public”的男女，统一身
着黄衫，口中时不时发出
嘘声，举着大大小小的标
牌和旗帜，高声大喊（查
尔斯）“不是我的国王
（Not My King） ”。尽
管这些“唱反调”的示威
活动，先前已在警方处报
备并获准进行。然而，在
典礼开始前夕，该组织中
有 52 人 被 英 国 警 察 带
走，其中包括该组织负责
人——《废除君主制》的
作者格雷厄姆·史密斯。

在史密斯缺席的加冕
“正片”里，他的同志们
也成功抢镜：有人举起一
面印着黛安娜王妃头像的
横幅，上书“1961-1997”
（黛安娜的生卒日期）；还
有人在标语牌上写“唯一
的好国王是汉堡王”。

从 1983 年 起 ， Re⁃
public就开始组织民间抗
议活动，致力于推动英国
从君主立宪制向共和制转
型。他们在官网上这样介
绍自己的目标：“废除君
主制，通过民主程序选举
出一位民众认可的国家领
袖，起到代表国家和监督
政府的职责。”

Republic的活动人士
表示，决定谁是王室成员
的仅仅是基因，这与民主
原则背道而驰，“君主制
代表着排他主义、精英主
义、世袭权利和践踏在每
个普通人权益上的特权，
完全站在现代民主的反
面”。

在 4月进行的“英国
是否应该继续保留君主
制”的民意调查中，虽然
仍有超半数（58%）的英
国人支持王室继续存在，
但在年龄段为18-24岁的
人群中，仅有32%支持王
室，38%的受调查者支持
民选国家元首，而剩余的
30%则表示“不知道”。

尽管查尔斯三世的加
冕礼规模较伊丽莎白二世
的那次已经精简了很多，
但在社交媒体上，这场兴
师动众的庆典仍然引发了
很多质疑：“怪异”“不合
时宜”“劳民伤财”“有这
钱还不如拿去给教师和铁
路工人付工资”……就连
明星也不想蹭查尔斯的

“流量”。英国国民级巨
星埃尔顿·约翰、阿黛
尔和辣妹组合，纷纷以
档期原因婉拒了庆典演
唱会的邀请。
（综合 《凤凰周刊》《新

周刊》）

查尔斯加冕之际
再引君主制存废争议

初夏的兰州大学，鸟鸣啁
啾，树影婆娑。理工楼自习室外
的过道尽头，身穿格子衬衫、佩
戴黑框眼镜的谢炎廷背着一本砖
头般厚重的专业书，独自一人摇
晃着走来。他的身体向左倾斜
着，双臂无法正常摆动，双手僵
硬地握成拳头，每走一步，右脚
脚尖都要从后往前画个大圈，细
看，鞋头处早已磨出很深的凹
陷。

这是脑瘫患者特有的步伐，
虽然吃力，但谢炎廷走得坚定。
就这样一步一步，从住处走到校
园，从“本科”走到“研究
生”，走过在兰州大学旁听的 12
个年头。如今，这位手握 5 篇
SCI 论 文 的 旁 听 生 即 将 “ 毕
业”。站在岁月轮回的起点，他
信念如初：在科研路上继续走，
摇晃，但向前。

用爱浇灌出的262分

1992 年，谢炎廷出生在甘
肃省兰州市一户普通人家。早产
近 50天的他略显瘦小。11个月
大时，意外发烧住院的谢炎廷被
诊断为脑瘫。为了治病，母亲刘
小凤辗转多地，几乎跑遍了能治
脑瘫的医院，但儿子的病情始终
不见好转。

为了专心照顾这名特殊的孩
子，一家人打消了生二胎的念
头，不厌其烦地教他说话、走
路、吃饭。配合定期的针灸、按
摩，谢炎廷渐渐长大，学会了

“爸爸”“妈妈”以外更多的词
汇。6岁时，他终于可以不用辅
助工具踉跄着走路。

在家人的精心呵护下，谢炎
廷带来更多惊喜。“他四五岁的
时候，就把图文并茂的《西游
记》画册看得滚瓜烂熟，一共
36回内容，随便问哪一回，他
都能说出来。”刘小凤说，家里
人都说这孩子聪明、反应快，但
由于身体原因，到了上学的年
纪，始终没有学校愿意接收。

为了不让谢炎廷荒废时间，
在他8岁的时候，母亲、父亲和
爷爷在家里办起“课堂”。他们
买来教科书，按照学校的作息时
间轮流授课。到了四年级，刘小
凤还买来电脑，为儿子报名网
校，利用周末时间突破重点、难
点知识。

双手萎缩的谢炎廷无法正常
写字，但在刘小凤的记忆里，他
总是认真对待每一份作业。“哪
怕是寒暑假作业，也被他写满密
密麻麻、看不懂的文字。”凭着
这份毅力，谢炎廷在家“读”完
小学、初中。到了高中阶段，他
靠自学完成所有内容。

日常生活中，家里人从不回
避谢炎廷的身体问题，这让他逐
渐接纳了自己，更加豁达地成
长。“所有人都很疼爱他，家庭
氛围也是轻松、愉快的。”刘小
凤说，有一次拍合照，大家调侃
谢炎廷说：“你快站直了，都拧
成麻花啦！”结果他头一歪：“不
拧就不是我啦！”

2011 年，谢炎廷“高中毕
业”，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参加当
年理科高考。写不了字的他“苦
练”答题卡涂卡技能，在总分
280 分的选择题部分取得 262
分，数学选择题满分。回想当

时，谢炎廷仍然兴奋：“每一分
都是用爱浇灌出来的，这么多年
的坚持，看到了希望。”

赋予人生意义的12年

虽然成绩无法达到进入大学
的门槛，谢炎廷却不想放弃：

“除了想感受校园生活，还想寻
求自己更多的可能性。”在刘小
凤的多方打听和争取下，兰州大
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同意谢炎廷以
旁听生的身份入学，梦想的种子
就此发芽。

为了不耽误上课，谢炎廷搬
进兰州大学榆中校区家属院的出
租房，由退休的大姨陪伴照料。
每天，他都要花费比常人多几倍
的时间走到教室，在不喝一口
水、不去一次厕所的情况下坐到
下课。一到课余，他就提着小
包，花费近半个小时跨越图书馆
门口的几十级台阶，在书海里一
待就是大半天。

入学第二天的解析几何课
上，谢炎廷遇到了人生的“伯
乐”——兰州大学数学与统计学
院教授徐守军。“这孩子很特
别，上课全凭耳朵听、大脑算，
除了外在表现，和正常人没什么
不同。”自从知道谢炎廷的情
况，徐守军对他就格外关注，总
是抽时间和他交流。

在徐守军的引导下，谢炎廷
对数学的分支学科——图论产生
兴趣。“我从小就喜欢数学，但
我运算不行，相对来说，注重推
理的图论更适合我。”谢炎廷
说，在图论的世界里，他的心情
总是快乐又安静的，也在不断解

谜中收获自信。
梦之舰一旦启航，目标便是

星辰大海。
本科“毕业”后，谢炎廷成

为徐守军的“弟子”，一路从
“硕士生”读到“博士生”。这些
年，他积极参与各类学术研讨活
动，风雨无阻地上课、自习，将
全部精力用于思考钻研，已完成
5篇 SCI论文在内的 10项科研成
果。

学习之外，谢炎廷在集体的
关怀下逐渐打开自己，朋友圈里
贴满了和老师、同学的合照。

“他们经常帮我倒热水、扶我下
楼、送我回家。除了讨论问题、
分享趣事，逢年过节我们还会聚
会、爬山，我从一个社交容易紧
张的人，变成了爱凑热闹的
人。”谢炎廷说。

“世界上的大学有千所万
所，最好的是接纳我的大学。”
这是 2019年，谢炎廷被授予兰
州大学“荣誉研究生”称号时写
在朋友圈的话。他觉得，在兰州
大学的 12年是他生命中最美好
的时光。在这里，他摸索到人生
的意义，在师友的帮助下，一步
步走上挚爱的科研路。

下一步 寻找人生的巧解

前不久，谢炎廷交出了篇幅
达 100 页的“博士毕业论文”。
这篇将他“博士阶段”完成的 4
篇论文整合在一起的“巨作”，
前后共花费将近一年的时间。撰
写时，他用左手两根手指“戳”
键盘打字，一天只能写一页，有
时候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

“致谢”里，谢炎廷提到了所
有帮助过自己的人，有家人、老
师、同学，还有祖国和时代。他在
开头写道：“十二年，一个轮回，
我是上一个兔年来到了兰州大学，
今年又是一个兔年，我完成了我的
博士学位论文。”时光在“重逢”
中前进，曾经懵懂的少年，用一个
轮回交出答卷。

如今，谢炎廷的答辩工作已经
准备就绪，但“毕业”并不意味着
能“松口气”。“我的前方还是一团

‘雾’，所以还要在科研道路上继续
走，直到看清未来的‘轮廓’。”
谢炎廷说，他现在的生活还在写
论文、投期刊、改论文中“循
环”，争取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更多
论文。

抛开学术，对于“想成为什么
样的人”，谢炎廷也许早就有了答
案。他是哈利·波特的超级粉丝：

“罗琳也曾经历挫折与失败，但她
依然相信美好、相信爱。”他很喜
欢《1950他们正年轻》这部纪录
片：“祖国能有今天很不容易，希
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谢炎廷始终关注着脑瘫患者，
关心这一群体在时代洪流中的生活
和命运。他希望通过努力，让社会
接纳和正视脑瘫群体，给予他们更
多的发展机会。

提到自己的人生法则，谢炎
廷看向窗外。“这就像图论一样，
始终在寻求一个巧妙的解。只要
坚持，就一定会在某天灵光乍
现 ， 解 开 困 扰 自 己 许 久 的

‘结’。”说罢，他将自己的身体挪
正：“希望我们都能找到人生的巧
解。”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31岁脑瘫“博士”的求学路

站 在 数 米 高 的 “ 海 牛 Ⅱ
号”面前，这个身量精瘦、满
头白发的“小老头”有点不起
眼。带着“海牛家族”，他用了
30多年时间，实现了我国海底
钻机装备与配套地质钻探技术
的突破、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
的跨越。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海
洋实验室主任万步炎。30余年
来，他带领科研团队刻苦攻
关、不懈钻研，解决了一些关
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
将海底钻机装备制造与应用技
术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
里，不断推动我国深海资源与
地质勘探技术实现高水平自立
自强。

向海图强：
大洋深处钻下“中国孔”

2021年 4月 7日，“海牛家
族”又一次沸腾了。

中国首台“海牛Ⅱ号”海底
大孔深保压取芯钻机系统在海底
成功下钻 231 米，刷新世界纪
录。

关键技术完全自主研发、
150余项国家专利、16项国际发
明专利，“海牛Ⅱ号”的成功意
味着，我国海底矿产资源探采装
备技术已基本满足了海洋资源的
勘探需求。

科考船拉着一个由钢结构框
和铁链组成的拖网，跑出去几十

公里，能不能捞出一些表层矿
石，全凭运气，也无法判定该矿
石在海底的精确位置，这就是当
初中国的深海勘探。

后来，一些发达国家的海
底钻机开始使用通讯电缆，而
我国租用的海底钻机只能用拖
网吊着深潜入海，海底信息无
法上传。

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
协会（下称“中国大洋协会”）
决定面向全国招标，自主研发海
底钻机。因为过去的研究经历

“沾点边”，万步炎团队中标了！
唯一的“资料”是租来的、

钻机只有参数和基本原理，所有
关键技术都要从零开始。

缺乏基础。万步炎开始自学
海洋地质与环境、机械设计、通
讯、供电、自动控制……

没有图纸。万步炎自己画
图、试验，画了几千张，试了无
数次……

为了攻破数千米水下供电难
题，他和团队商定，用体积小、
储能高的锂电池替代笨重的蓄电
池。然而，陆地上用的锂电池怎
么放入强压、强腐蚀的深海？

“锂电池遇水极易短路爆
炸，当时就像抱着炸药包做研
究。”一位团队成员回忆，实验
室里数次发生水下爆炸损毁设备
的险情。

无数次试验后，万步炎探索
出将锂电池包裹起来的合理方
式，并采用独特技术方案实现锂

电池筒的快速散热与降温。
万步炎的妻子刘淑英记得，

在研发第一台海底钻机的日子
里，至少有两到三个月时间，丈
夫每天都在实验室工作到凌晨两
三点……

“国家都把任务交给我们
了，总不能再拿着拖网去拖
吧？”问题不解决，万步炎就不
回家。

一夜一夜，一点一点，啃下
“硬骨头”。2001年，中国人终
于研发出自己的海底钻机！

可是，难题又来了——

从国外买来的科考船，号称
能承重 5吨，其实只能承重 2.5
吨。4.5 吨重的样机装载上去，
船不行了。

钻机减重近 50%，谈何容
易？

这 是 一 次 最 痛 苦 的 “ 减
肥”，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万
步炎带领团队耐着性子，“一斤
一斤往下减”直至达标。

2003 年夏天，中国首台深
海浅地层岩芯取样钻机海试成
功，在海底下钻 0.7米，并取回
矿石样本。

那一天，属于中国的海底钻
机在海底钻到第一个孔！

那一天，从不喝酒的万步炎
醉得“扬眉吐气”。

0.7米、2米、5米、20米、
60米……“海牛家族”没有停

下深海开垦的脚步。
一点点向前掘进！一个个关

口攻破！海底下钻越来越深！

勇攀高峰：
最不怕的就是困难
59 岁的万步炎一头白发，

他笑言“这是大海的馈赠”。
他难忘第一次登船出海，出

港后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因为晕
船而几乎动弹不得，连黄疸水都
吐了出来。

“要干活，不能一直躺着！”
万步炎勉力支撑自己爬起来，站
一会儿、再坐一会儿，在甲板上
摇摇晃晃、缓缓踱步，逼自己吃
下东西，一会儿又吐出来……终
于他不再晕船。

海上的工作环境极其特殊，
几乎“与世隔绝”，一些在陆地
上轻而易举的事，都会成为出海
期间的严峻考验。

“卡住了，钻机上不来了！”
2021年，“海牛Ⅱ号”的一次深
海试验卡壳了。

钻机完成海底作业、正从海
底回收，从丹麦进口的配套收放
绞车忽然发出巨大异响，一检
查，收放绞车排缆系统的传动机
构严重损坏。

放，放不下去；收，收不回
来。价值数千万元、凝聚无数心
血的钻机，就这样悬吊在水下。

此刻，距离强台风经过这片
海域只剩两天了！如果不能解决

问题，就只能砍断脐带缆，把钻机
丢弃在海底。

紧急联系丹麦厂家无果、求助
国内代理商“无能为力”，几乎所
有人都灰心了。

“海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我
们最不怕的就是困难！”万步炎一
边给团队打气，一边争分夺秒想办
法。

修复原有的排缆系统的传动机
构不可能，必须打造临时的液压系
统代替损坏部件。万步炎迅速画出
设计图，缺零件就从现有系统上
拆……40多个小时后，一套临时
系统完成了。

“动了动了！有反应了！”在台
风到来前的两小时，钻机完好无损
地回收了，成为业界“不可思议的
奇迹”。

“每次出海，头发都要再白
5%。”万步炎的一句轻描淡写，浓
缩了所有的惊心动魄。

“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一定能
做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我们中
国人也有可能先他们一步做出
来！”2023 年全国两会“代表通
道”上，全国人大代表万步炎自信
宣告。

一次次穿越海上风浪，一次次
跨越科研鸿沟。深海梦，被自主创
新技术刻在海底；中国心，在科学
家的胸中澎湃不息。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万
步炎说，未来还要到更深更广阔的
海域去打一钻！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钻下“中国孔”：向海图强！

在华中农业大学万绿生态悬
铃木科研繁育基地内，一排排悬
铃木树干笔挺，郁郁葱葱。微风
吹过，树叶飒飒作响，却不见果
球叮当、飞毛迷眼。树下，华中
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教授包满
珠摩挲着斑驳的树干，喜笑颜
开。

“这棵标号为13的悬铃木是
我们培育出的新品种，被命名为

‘华农青龙’，目前胸径 21cm。
你看它枝条粗壮、小枝少、长势
快，去年仅结球 80个，大大减
少了飞毛量。”包满珠自豪地介
绍着他的研究成果。

悬 铃 木 ， 俗 称 “ 法 国 梧
桐”，与鹅掌楸、椴树、七叶
树、银杏并称为“世界五大行道
树”，因用量最大、分布区域最
广，被誉为世界“行道树之
王”。它冠大荫浓，耐修剪、抗
污染、不择壤，在我国很多城市
广泛种植，在一些城市已经成为
一道靓丽风景线甚至独特的城市
标识：“有梧桐的地方才是上

海”“一句梧桐美，种满南京
城”……

“暮春飞毛随风起，行人匆
匆尤避之。”近乎“完美”的悬
铃木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每
年的4-6月份会飞毛，导致满城
飘絮，引发很多人过敏、上呼吸
道感染等疾病，不少鼻炎患者不
胜其扰。

如何让世界“行道树之王”
减少飞毛，包满珠及其科研团队
一研究就是30年。

1984 年，刚刚从北京林业
大学（时为北京林学院）毕业的
包满珠到华中农业大学（时为华
中农学院）工作。8月下旬酷暑
难耐，下了公交车的包满珠走进
校园，一股凉意顿时让他神清气
爽，抬头一看，原来烈日被道路
两旁的悬铃木密密遮挡住了。这
是悬铃木带给包满珠的最初好
感，也让这位此前就了解悬铃木
飞毛缺点的年轻人，萌生了把悬
铃木作为今后研究课题的打算。
1993年起，他开始着手悬铃木

飞毛问题的研究。
“悬铃木的飞毛主要来自果

球炸裂以及叶片背毛。”一天晚
饭后，包满珠从家里走向办公
室，在路上随手扯了两个悬铃木
果球，“当时我就突发奇想，脑
袋里蹦出一个念头：一个果球里
到底有多少根毛。”这一数不得
了，包满珠一宿没睡，发现其中
一个竟然足足有 1400 多粒种
子，每粒种子上长满了冠毛，约
300根。

“根据我们的计算，一棵普
通成年悬铃木每年结球近千个，
仅果球炸裂就可能要掉 3到 4亿
根毛，这还不算叶片背毛。”包
满珠表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
培育出少球少毛甚至无毛的悬铃
木。”

包满珠曾赴英国进行博士后
研究，又赴荷兰、美国等国访
学。无论到哪里，他都要走一走
当地梧桐大道，了解其他国家治
理法桐飞絮的经验。“欧洲国家
大多通过修剪控毛，但修剪后的

法桐不仅破坏了树形，失去了观
赏性和遮阴效果，并且成本
高。”包满珠说。

起初，为了筛选少果少毛的
法桐，包满珠带着学生们仰着
头，一棵棵看，看到哪棵法桐结
果少，就掏出记号笔给这棵珍贵
的优良株系做上编号，来年继续
观察。

如今，包满珠科研团队通过
将收集的500余份特异种质法桐
资源引种、扦插、嫁接、实生选
育、倍性育种等方式，培育出的

“华农青龙”“华农丽风”等7个
悬铃木新品种获得国家植物新品
种权。与传统法桐相比，这些新
品种能减少80%-90%的毛絮。

“例如，与传统法桐相比，
新品种‘华农青龙’飞毛量减少
90%，长势旺盛，适合在居民小
区种植；和传统法桐毛糙的叶面
相比，新品种‘华农丽风’叶形
整齐，形似枫叶，叶面平滑油
光，飞毛量比传统法桐少 80%，
适合做行道树……”包满珠如数

家珍。
目前，通过种植和嫁接，全国

已经有上海、南京、武汉、新乡等
十几个城市正在试验和推广少球少
毛的悬铃木新品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30年
间，包满珠带着团队走遍大江南
北、国内国外，沉下心、扑下身、
扎下根，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由于
乔木生长周期较长，一批看好的

“种子选手”观察几年后突然又
“下线”，只能放弃另寻新株。“做
农业科研需要有吃苦的精神，要自
己真正喜爱，才能将其当作一辈子
的追求，这也是我对研究生的要
求。”包满珠云淡风轻地说。

眼前的包满珠年已花甲，皮肤
黝黑，衣着简单，走在田间地头像
一位农民。“我的梦想就是让悬铃
木成为一棵‘完美’的行道树，让
广大城市居民既享受其荫蔽，又免
受飞毛之苦。”包满珠对此满怀信
心，“这个梦我已经做了30年，还
要继续做下去。”

（据新华社）

包满珠：30年研究让每棵法桐少掉3亿根毛
据德媒报道，根据总

部位于法国的凯捷咨询公
司公布的世界财富报告，
德国去年百万富翁的数量
有所下降，从 2021 年到
2022年减少了近 2万人，
至 161万人。他们的总资
产也下降了 2.2%，略高
于 6.1万亿美元。尽管数
字有所下降，但德国仍
可以在百万富翁最多的
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位列
第三。

报告称，美国依旧位
居百万富翁数量的榜首，
其 2022 年的百万富翁数
量是 692万人，上一年则
为 746万。排名第二的日
本去年为 355万人，上一

年是365万人。
总体来说，去年一

年内，全球百万富翁的
数量下降了 3.3%。该报
告 统 计 的 财 富 包 括 股
票、现金和房地产等。
凯捷称，这是十多年来
最大跌幅，“原因是地缘
政治和宏观经济的不确
定性”。

不过，一些地区的百
万富翁数量及其财富有所
增加。去年，中东、非洲
和南美洲就出现了更多的
百万富翁。分析认为，这
些地区的国家受益于石油
和天然气行业的强劲增
长。

摘自《环球时报》

德国百万富翁
一年少了2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