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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俄乌冲突影响，国际市场黄
金 价 格 从 今 年 2 月 初 的 每 盎 司
1800 美元左右持续上行，3 月 7 日
收盘价接近 2000美元，为 2020年 8
月以来最高价位。分析人士认为，
地缘政治冲突推动的金价上涨可
持续性有待观察，预计今年年底金
价将回归至之前的预测水平。

近期，国际金价一度突破每盎
司 2000 美元，有部分分析人士预
测，不排除特殊条件下金价将进一
步上涨。然而总体来看，地缘政治
危机对黄金市场影响是短期的，通
胀水平及美联储应对通胀措施对
黄金市场的影响将贯穿 2022 年全
年。可以预见，美联储收紧货币政
策等举措将令黄金市场遭遇逆风。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
场交投最活跃的 4月黄金期价 7日
比前一交易日上涨 29.3美元，收于
每盎司 1995.9美元，涨幅为 1.49%。

分析人士认为，俄乌冲突背景
下，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措施不断
升级，将导致能源产品价格大幅上
涨，全球金融、商品市场进入高度
震荡阶段，引发市场避险需求。

瑞银集团预测未来几个月金
价将先短暂上涨，之后投资者有可
能转向其他资产。瑞银集团分析
师乔尼·特韦斯此前对媒体表示，
在地缘政治风险持续的情况下，金
价或保持上升；一旦风险消退，黄
金市场将很快转回关注宏观经济、
美联储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前景
等因素。

俄亥俄州瓦尔马克金融集团
首席投资官迈克尔·麦克拉里日前
表示，当前全球股市震荡主要为恐
惧所导致。地缘政治冲突短期会
对股市产生不利影响，但长远来
看，投资者大概率可从股市受益。

新冠疫情暴发后，多家央行相
继下调利率，实施宽松货币政策，
意在支撑经济渡过难关。但是，货
币超发导致商品价格大涨。美国
劳工部 2月 1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
年 1 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
比上涨 7.5%，创 1982年 2月以来最
高水平。美国总统拜登 3月 1日发
表国情咨文时说，应对通胀将是

“当务之急”。
美联储临时主席鲍威尔 3月 2

日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表示，美联储
在 3 月份货币政策会议上提高联
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将是“合适
的”，他倾向于提议并支持加息 25
个基点。他还表示，如果通胀水平
持续高企，美联储将“准备采取更
激进的行动，在一次或多次会议上
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 25 个基点以
上”。

鲍威尔同时承认，俄乌冲突以
及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对美国经济
产 生 的 影 响 将 存 在 高 度 不 确 定
性。俄乌冲突已导致国际油价大
涨，推动通胀水平进一步走高。

外汇交易商爱汇公司高级分
析师里卡多·伊万杰利斯塔认为，
投资者正在权衡利弊，一方面考虑
俄乌冲突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另
一方面衡量美联储将以何种方式
收紧货币政策。

2021年底，澳新银行预测 2022
年黄金均价为每盎司 1725 美元；
荷兰银行预测 2022 年黄金均价为
1500 美元，2023 年将进一步下跌
至 1300 美元；世界银行预计 2022
年 黄 金 均 价 1750 美 元 ，2023 年
1730美元。

新华社记者 徐静
（新华社芝加哥 3 月 7 日电）

俄乌冲突驱动
金价涨势可否持续？

3 月 8 日，游人在
陕西壶口瀑布景区游
览 。

随着气温不断回
升，黄河壶口瀑布水
流量明显增大，在阳
光的照射下，飞瀑与
彩虹相映成趣，把一
幅动静结合的春天画
卷展现在游客眼前。

新华社传真

新华社联合国 3 月 7 日电 联
合国安理会 7 日就乌克兰人道问
题举行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张军出席会议，介绍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王毅就防止乌克兰出
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提出的六
点倡议，并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阐述
中方立场主张，呼吁确保人道走廊
安全通畅。

张军表示，中方呼吁保持最大
限度克制，切实加大外交努力，让
战火尽早停下来，有效保障平民生
命财产安全和基本需求，防止出现
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俄罗斯、乌
克兰通过谈判就建立人道走廊达
成共识，希望双方克服执行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确保人道走廊安全通
畅。

张军表示，在组织中国公民避
难和撤离过程中，乌克兰政府和社
会各界给予了友好协助，俄罗斯、
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波兰、匈牙
利、斯洛伐克、白俄罗斯等国也提
供宝贵支持，中方向各国政府和人
民表示衷心感谢。

张军指出，乌克兰局势发展到
今天，原因错综复杂。解决复杂问
题，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性，而不是
火上浇油、激化矛盾。化解乌克兰
危机，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原则，尊重和保障各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必须坚持安全不可分割原
则，照顾当事方的合理安全关切；
必须坚持通过对话谈判，以和平方
式解决争端；必须着眼地区长治久
安，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
安全机制。

张军表示，中方将继续为和平
发声、为和平尽力。凡是有助于缓
和局势和政治解决的努力，中方都
支持。凡是不利于推动外交解决
而是使局势升级的行动，中方都反
对。不断强化单边制裁措施不是
解决问题的根本有效途径，还会产
生严重人道主义后果，其外溢影响
也将给其他国家造成损失。向乌
克兰境内输送进攻性武器、甚至派
遣雇佣军，将使局势更加恶化，带
来更多更大风险。

中国代表呼吁
确保乌克兰人道走廊安全通畅

“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过程
中，我们积累了创新和完善宏观调
控的丰富经验，宏观政策有空间、有
手段，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不
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注重精
准有效可持续，在确保实现经济增
长目标的同时，能够有效避免大家
所担心的投资效益下降、产能过剩
和资产泡沫等负面效应。”国家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在 7 日国新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
明显增多，必须爬坡过坎。如何确
保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5%左
右的预期目标，备受外界关注。

“这是高基数上的中高速增长，
体现了主动作为，需要付出艰苦努
力才能实现。”政府工作报告强调。

连维良表示，实现今年经济增
长目标，要特别注重把握好三个方
面：更加注重重大决策落地见效，更
加注重宏观政策统筹协调，更加注
重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全力抓
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更加精准地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外界担心，近期地缘政治冲击，
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全球能源
供需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
响。

“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发展将
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我想特别强
调的是，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空间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
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仍然
具备好的基础和条件。”连维良回
应。

大宗商品价格怎么稳？国家发
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说，中国经
济韧性强、市场空间大，政策工具箱
丰富，特别是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生
猪产能充足，工农业产品和服务供
给充裕，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
心继续保持物价平稳运行。

能源保供形势怎么样？连维良
表示，将着力增加产能、着力加强储
备、着力保供稳价、坚决守好民生用
能底线。“将通过有更大裕度、更加

安全可靠的保供预案，实现在各种
情形下的能源安全保供，坚决做到
非极端情形不限电、不限气，极端情
形限电不拉闸、限气不关阀。通过
以上综合措施，确保我国能源安全
可靠供应，让人民群众和所有能源
用户放心。”

如何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
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
说，将聚焦国计民生、战略安全等关
键领域，紧盯“卡脖子”薄弱环节，打
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解决
汽车等制造业领域芯片短缺问题。
持续抓好大宗商品、原材料保供稳
价，加强“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加强
对期货和现货市场有效监管。实施
重点领域产业链供应链贯通工程，建
立协同研发、产品研制、试验验证等
生态联合体，依托龙头企业保链稳
链。支持跨境电商和海外仓发展，促
进外贸产业链供应链高效运转。

当前消费恢复迟缓，未来形势
怎么看？胡祖才介绍，随着居民收
入稳步增长，孕育着大量消费升级

需求，消费持续增长的势头没有改
变。强大国内市场为构建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将坚定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在精
准有效防控疫情的基础上，进一步
释放消费潜力，多措并举促进消费
持续恢复。

“一老一小”是备受关注的民生
大事。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化城
乡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服
务。将如何落实？

“我国将迎来养老托育的恢复
性快速增长。”连维良介绍，提高养
老托育有效供给是今年经济社会发
展一项重点任务，将大幅度增加养
老托育优质资源供给；将增量提质
重点放在普惠和就近上，帮助服务
机构降成本、向消费者降价格，全面
落实社区养老托育配建要求；进一
步完善标准规范，全面提高养老托
育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

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注重政策精准有效可持续
——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2022年经济发展热点关切

韩国第 20届总统选举将于 3月
9日举行。目前，执政党共同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李在明和最大在野党国
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形成两
强相争局面。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选举选情
胶着，李在明和尹锡悦目前均未获
得压倒性优势，中青年选民的最终
抉择或将成为影响本届总统选举的
重要因素。

“事前投票”率创新高

韩国于 4 日至 5 日举行第 20 届
总统选举的“事前投票”。中央选举
管理委员会 5 日公布的“事前投票”
投票率达 36.9%，创历史新高。“事
前投票”是指允许选举投票日当天
可能因故缺席投票的选民提前行使
投票权的制度，此举旨在提高选民
投票积极性，票数将计入选举最终
投票结果。2017 年，韩国首次在总
统选举中采用这一制度。

韩国舆论分析认为，“事前投

票”率创新高，一方面说明民众投票
踊跃，对总统选举参与热情高；另一
方面，这一结果也是在韩国严峻的
疫情形势下，民众倾向避免人员聚
集的客观原因所致。

本月 3 日，尹锡悦和国民之党
总统候选人安哲秀联合召开记者
会，“闪电”宣布合推单一候选人，并
表示将在大选结束后立即推进两党
合并。安哲秀随后向中央选举管理
委员会提交了退选函。此事为本就
扑朔迷离的选情增添了更多不确定
性。

目前，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
党均表示，高投票率对自己一方有
利。共同民主党表示，“事前投票”
开始前一天，在野两党候选人宣布
联手推出单一候选人，引发民众反
感，出现了部分选票向共同民主党
转移的效果；国民力量党认为，民众
积极参与投票反映了渴望实现政权
交替的民心和年轻一代的团结。

庆熙大学教授金允哲表示，随

着最终投票日临近，两党候选人竞
争已近白热化。不过，尚未投票的
选民并未明确表明支持谁，因此目
前还很难断定“事前投票”率高对哪
方更为有利。

选举结果难预料

近期多项民调显示，尹锡悦在60
岁以上的人群中拥有较高支持率，李
在明在40至59岁人群中拥有较高支
持率，而在中青年选民中，两人支持
率相近。作为摇摆选民，韩国中青年
选民普遍呼吁社会公平公正，重视与
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他们手中的选
票最终流向何方，将成为影响本届总
统选举至关重要的变量。

韩国社会舆论研究所所长李康
润认为，在此前的韩国总统选举中，
一般在最终投票日一周前胜负已有
定论，不确定的只是候选人以多大
优势获胜。但此次总统选举选情胶
着，结果难以预测。

舆论普遍认为，如果在野党推

出单一候选人能够获得更多来自要
求“政权交替”选民的支持，那么尹
锡悦将可能摆脱与李在明势均力敌
的局面，获得更多选票。但由于支
持安哲秀的选票相对分散，预计“单
一化”造成的协同效果比较有限。

目前朝野两党都对预测选举结
果持谨慎态度。共同民主党选举对
策委员会总括本部长禹相虎 2 日做
客电台节目时说，双方的激烈竞争
可能会持续到最终投票日，胜者或
以1%至2%的微弱优势获胜，阵营凝
聚力将成为决定性因素。国民力量
党选举对策本部长权宁世同日表
示 ，“ 守 住 最 后 100 米 才 能 赢 得 胜
利”，胜负或将取决于最后一周。

根据韩国选举法，3 月 3 日起，
新的民调结果将被禁止公布，各媒
体仅能引用之前的民调数据进行报
道，总统之位“花落谁家”，恐怕还要
等到最终开票结果公布方见分晓。

新华社记者 陆睿 杜白羽
（新华社首尔 3 月 8 日电）

韩国总统选举在即 两强相争胜负难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