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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倍

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增加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国际农业生物技术

应用服务组织(ISAAA)日前发布报告称，全球转基
因作物商业化种植 18 年来，种植面积增加了 100 倍
以上，2013 年达到 1.75 亿公顷。

目前，美国仍是全球转基因作物的领先生产
者，种植面积达到 7010 万公顷，占全球种植面积的
40%。在全球 27 个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中，19 个为
发展中国家，8 个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种植
面积已连续两年超越发达国家。

本报东京电 记者闫海防报道：日本国会日前通
过了 2014年度国家财政预算案，这项预算的金额高达
95.8 万亿日元，是迄今为止日本政府编订的最高额度
的国家预算。

据悉，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约为 50 万亿日元，因此，
将有近 45 万亿日元的财政支出只能依靠发行国债来
弥补。

95.8万亿日元

日本财政预算举债创新高

美国商务部日前宣布，美国去年四季度GDP

环比年化增长率为 2.4%，这是经过修正后的最终

确认数据，大大低于此前公布的 3.2%。在此之前

公布的美国个人消费、房地产、制造业等一系列

数据均低于预期。

对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新任主席珍妮特·
耶伦 2 月底在美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时表

示，最近一些经济数据不及预期，可能是受到极端

天气对经济的影响。耶伦的这番表态，显然是将美

国经济突然减速归咎于近来美国遭受的暴风雪。这

一判断也得到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支持，认为美国经

济在这个冬天“撞上了巨大的雪堆”。言外之意，若

没有这场暴风雪，美国经济将会一帆风顺。

上述观点和判断未免过于简单，表现出对

极端气候的起因缺乏认识——不仅忽略了近年

来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各种意想不到的天气变

化，更没有看到因恶劣天气导致食品、汽油等

日常消费缺失和众多服务行业停止运行带来的

巨大经济损失这一事实，而且这些领域的损失

是无法弥补回来的。

有权威机构统计显示，自1980年以来，气候

灾难及其风险平均每年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1.3 个

百分点。伦敦劳合社的研究报告显示，从1980年

至2011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累计达8700

亿美元，其中2011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规

模居历史第二位。

由此可见，将极端天气视作影响经济的暂时

负面因素，未免有失偏颇。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

是，无论是美国近期遭遇的这场暴风雪、新加坡

年初以来的干旱，还是不久前英国的洪水及亚洲

的“海燕”台风，都给相关国家乃至世界经济造

成了巨大损失，这给复苏脚步尚不坚实的世界经

济带来了重大挑战，尤其是在全球为治理气候变

暖而举行的谈判久拖不决之际，气候灾难对世界

经济的影响可能不再是偶然因素，这也需要引起

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警惕极端天气

带来重大挑战
梁图强

9.6%

美国 1 月份新房销量上升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商务部日

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1 月新房销售量按年率计算
为 46.8 万套，环比上升 9.6％，同比上升 2.2%，创下自
2008 年 7 月以来的新高，远超市场预期，部分缓解了
市场对近期美国楼市复苏动能不足的忧虑。

新房销售虽在整个美国房地产市场上所占比重不
大，但对拉动经济增长仍有重要作用。分析人士认为，随
着就业、工业生产等情况的好转，楼市需求还将走强。

1.4%

新加坡 1 月份通胀 4 年最低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陶杰报道：新加坡金融管理

局和贸工部发布的联合公告显示，今年1月新加坡整体
通货膨胀率只有1.4%，达到近4年来的最低水平。

最新数据表明，新加坡私人陆路交通费在 1 月同
比下跌了 3.5%，住宿费用的同比上涨幅度也由 2.9%下
降至 2.4%。当地分析师认为，通胀率的回落可能只是
暂时现象，今年全年通胀水平仍将高于 2013年。新加
坡政府预期其核心通胀率将在未来几个季度内上扬，
全年平均值介于 2%至 3%之间。

乌克兰危机引发全球市场波动

正在发酵的乌克兰危机已成为全球性重大事件，受
其影响，全球股市下跌，原油、贵金属、美国国债和
部分农产品上涨。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形势进展，不
断权衡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博弈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在俄议会上院 1 日授权总统普京在乌克兰动用军事
力量之后，美国威胁对俄罗斯采取一系列经济与外交
惩罚性措施。美俄近几个月来的商业与贸易谈判也遭
搁浅，美方已经暂停商谈与俄罗斯政府之间或将达成
的贸易与投资协议。不过，俄罗斯与美国的贸易规模
较小，仅从美俄双边经济关系看，此事件影响有限。

但是此间分析人士称，乌克兰危机可能对全球企业
巨头造成冲击，其中汽车制造商、能源生产商、酿酒
商、乳制品公司首当其冲。目前僵局可能导致的制裁措
施，将对在俄罗斯市场开展业务的美国与欧洲公司的经
营蒙上阴云。目前，许多拥有俄罗斯业务的西方公司股
票已经出现大幅下挫。本周一，美国三大股指均创下一
个月来最大单日跌幅。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
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跌 153.68点，收于 16168.03点，跌
幅为 0.94%。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指数跌 13.72 点，收于
1845.73 点，跌幅为 0.7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 30.82

点，收于 4277.30 点，跌幅为 0.72%。
与此相对应的是能源期货的上涨，投资者纷纷涌向

避险资产。西得克萨斯中质油触及去年 9 月 19 日以来
最高收盘水平，布伦特原油则触及去年 12 月 30 日以来
最高价位。黄金期货本周一升至 4 个月新高，纽约商品
交易所 Comex 分部交投最为活跃的 4 月黄金期货结算
价涨 28.70 美元，至每盎司 1350.30 美元，涨幅 2.2%，
结算价创去年 10 月 28 日以来最高水平。

乌克兰危机也导致小麦、玉米等农产品价格自上周
以来持续走高。由于俄罗斯、乌克兰是世界主要粮食
出口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出口占全球贸易量的
17%；乌克兰还是全球第三大玉米出口国，预计今年乌
克兰的玉米出口量大约占全球出口量的 16%。本周一，
玉米市场交投最活跃的 5 月合约收于每蒲式耳 4.705 美
元，比前一交易日上涨 7 美分，涨幅为 1.51%。小麦 5
月合约收于每蒲式耳 6.315 美元，比前一交易日上涨
29.25 美分，已经涨至 20 多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分析人士指出，投资者正密切关注乌克兰事态，并
将根据局势发展调整投资组合。不过，市场主流观点
也认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为全面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大。

□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3 月 3 日，一名交易员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紧张查看股市涨跌。当天，受乌克兰紧张局势影响，纽约股市三大股指

下跌报收。对乌克兰局势的担忧导致全球股市 3日普遍收跌，投资者抛售股票而买入黄金避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