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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伴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

持续回升，在我国官方储备资产中，黄金的持

有量也在逐月上涨。

数据显示，2022 年 11 月，我国央行增持

黄金 103 万盎司。而在此之前，我国的黄金

储备量自 2019 年 9 月开始，连续三年保持在

6264 万盎司水平。2022 年 12 月，央行继续增

持黄金 97 万盎司。今年 1 月末，我国黄金储

备达到 6512 万盎司，较去年 12 月末增加 48

万盎司，连续 3 个月增持黄金，增持规模达到

248 万盎司。受此影响，1 月末中国黄金储备

估 值 达 到 1252.83 亿 美 元 ，较 去 年 年 底 的

1172.35 亿美元环比增加 80.48 亿美元，引来

较多关注。

为何连续 3 个月增持黄金？在业内人士

看来，主要受到几大因素影响：一是鉴于未来

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大，中国相关部门通过

增持黄金，可以有效降低外汇储备规模的波

动幅度，确保外汇储备金额平稳波动；二是国

际形势变化令中国外汇储备加快资产多元化

配置步伐，作为传统避险类资产与超主权资

产，黄金可以带来更好的资产保护作用；三是

随着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回升，相关部门也需

增持黄金，令黄金占比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

的水准。

“中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主要目的

是优化外汇储备资产结构，促进外汇储备资

产多元化，增强外汇储备资产抵御全球金融

市场波动的能力和资产稳定性。就全球环境

而言，美联储加息接近尾声，美元前景偏弱，

全球政经局势不确定性仍高，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黄金储备的吸引力。”光大银行金融市

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

部总监庞溟认为，黄金具有金融和商品的多

重属性和避险、抗通胀、长期保值增值等优

点。在国际储备组合配置中加入和动态调整

黄金储备，可调节与优化国际储备整体风险

收益特性、多元化与再平衡国际储备资产，有

利于统筹与维护国际储备的安全性、流动性

和收益性。央行以逢低配置为主要操作手段

增持黄金储备，是以市场化手段优化调整储

备资产结构、对冲美元资产贬值风险的提前

准备和有效方法。

近年来，面对动荡不安的外部环境，“囤

黄金”已成为全球央行的普遍动作，黄金资

产的配置需求持续扩大。世界黄金协会近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央行购金需

求达到 1136 吨，创下 55 年以来的新高，且是

连续第 13 年净增持黄金储备。一直以来，

西方国家的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始终

超过 50%，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的黄金占比也

达到 8%至 10%。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

年 1 月底，中国黄金储备占外汇储备的比重

仅有 3.93%，低于众多新兴市场国家与西方

国家。

各国央行积极增持黄金主要出于规避信

用货币风险、储备资产多元化的考虑。事实

上，欧美国家外汇储备里的黄金储备占比较

高，对欧美货币的跨境流通起到促进作用。业

内人士认为，全球央行增购黄金，绝不是基于

金价短期上涨获利，而是从更长远的视角配

置黄金。具体而言，一是看中黄金在全球金融

资产价格波动加大趋势下的避险功能，有助

于降低外汇储备规模波动幅度，二是由于俄

乌冲突持续，长期通胀压力有所增加，黄金也

能起到较好的抗通胀与资产保值功能。

展望后市，业内人士预计，未来中国相关

部门仍将继续增持黄金储备。毕竟，面对欧

美经济衰退风险加大所衍生的金融市场剧烈

波动风险，增持黄金能更好地保障中国外汇

储备规模平稳波动。

“2023 年 1 月中国黄金储备增持速度相

比 2022 年 11 月和 12 月有所放缓，可能也和

金价回升有关。在美元指数走弱、美联储加

息步伐放缓等因素影响下，未来金价整体有

望维持偏强态势并继续震荡上行。”庞溟表

示，目前黄金储备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的占比

仍然很低，黄金储备总量与中国经济体量和

外汇储备总量仍不匹配，再考虑到金融安全、

储备资产多元化等方面的需求，未来还有继

续增持黄金的空间。

全 球 央 行 为 何 囤 黄 金

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全球黄金

需求趋势报告》显示，2022 年年度全球黄金

需求（不含场外交易）同比增长 18%至 4741

吨 ，升 至 近 11 年 来 新 高 ，其 中 第 四 季 度

1337 吨的黄金需求也创下新高。业内人士

普遍认为，各国央行的大力度购金和持续

走 强 的 个 人 黄 金 投 资 需 求 是 主 要 的 驱 动

因素。

在投资需求层面，报告显示，2022 年全

球黄金投资需求（不含场外交易）较上年增长

10%，其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黄

金 ETF 的流出明显放缓，二是金条与金币投

资需求保持强势。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

研究员周茂华表示，从数据上看，黄金需求强

劲增长主要源于各国央行和其他机构的需求

增加，以及去年黄金投资需求的改善，抵消了

金饰和科技制造业需求放缓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报告显示，2022 年，全球

央行年度购金需求达到 1136 吨，较上年的

450 吨翻了一番还多，创下 55 年来新高。仅

2022 年四季度全球央行就购金 417 吨，下半

年的购金总量也超过 800 吨。

对于去年各国央行对黄金需求的提升，

周茂华认为，央行主要是为了优化自身官方

储备资产结构，促进储备资产多元化，增强储

备资产抵御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能力和资产稳

定性。“现阶段从全球环境来看，美联储加息

接近尾声，美元前景偏弱，全球政经局势不确

定性仍较高，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提升黄金的

吸引力。”

从消费需求上看，报告显示，2022 年全

球金饰需求稍显疲软，下降 3%至 2086 吨。

这主要是因为疫情反复等因素限制了这一年

的消费，中国全年金饰需求也下降了 15%。

世 界 黄 金 协 会 中 国 区 CEO 王 立 新 表

示，以中国为例，2022 年第四季度中国金饰

需求总计 127 吨，同比减少 28%，创下 2009

年以来最低的四季度需求。其主要原因是

在 2022 年 12 月初，新冠感染人数的激增，令

经济活动在此期间受到显著影响，黄金消费

也因此承压。

新冠疫情的反复不仅令金饰消费受挫，

也严重影响了金条和金币的销售。报告显

示，2022 年四季度金条和金币需求总量为 61

吨，同比下降 20%。2022 年，中国金条和金币

需求共计 218 吨，相比 2021 年减少了 24%，比

10 年平均水平低 18%。

展望 2023 年，国内金饰需求和黄金实物

投资需求有望加速反弹。“首先，中国经济预

计将加快复苏，中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有可能随之提升；其次，商业银行在实物黄金

销售上的持续关注，也将为需求的提振提供

支撑，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政策优化之后；最

后，在储蓄意愿再创新高的当下，作为有效且

稳定的价值储存手段，黄金将很可能继续吸

引大量投资者。”王立新说。

菜百股份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李洋表

示，2023 年的黄金消费需求大概率将保持在

高位。一方面，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金

饰消费将加速复苏，从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

就可以看到，金饰消费较前年同期和去年同

期均有明显提升；另一方面，今年美联储有望

放缓加息幅度，无疑将为贵金属的上涨创造

条件，投资者在金价上涨的预期下，将进一步

加大对于黄金的购买需求。

“2023 年全球的黄金需求还要从地缘政

治、通胀和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发展变化来综

合判断。”周茂华指出，比如在中国经济的复

苏和国内金饰需求的改善、全球复杂政经局

势及海外通胀维持高位的情况下，仍会带动

对黄金的需求；但黄金价格一旦大幅上涨，全

球经济前景趋缓及欧美利率有望维持高点，

又可能拖累黄金实物与投资需求，央行整体

购金也会有所放缓。

实体黄金消费加速反弹
本报记者 马春阳

“国家气候中心对今年国家总体气候状况初

步研判认为，今年全国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仍然呈现出多发强发的态势。”在近日

举办的中国气象局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

副主任贾小龙表示，今年我国南方地区应重点防

范夏季持续性高温天气，确保迎峰度夏能源供应；

沿海地区需重点加强台风防御工作；北方地区要

重点防范暴雨、洪涝及其造成的城市内涝等次生

灾害；西部地区要提高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

害等风险。

据介绍，我国气候系统受气候变化影响，变得

更加不稳定。近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出

发生频率高、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的特点，防灾

减灾面临更多挑战。《2022 年中国气候公报》显

示，2022 年，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暖干气候特

征明显，旱涝灾害突出。具体来看，区域性和阶段

性干旱明显，南方夏秋连旱影响重；暴雨过程频

繁，华南、东北雨涝灾害重，珠江流域和松辽流域

出现汛情；登陆台风异常偏少，夏季我国中东部出

现 1961 年以来最强高温过程，南方“秋老虎”天气

明显；寒潮过程明显偏多，2 月南方出现持续低温

阴雨雪和寡照天气，11 月末至 12 月初强寒潮导致

多地剧烈降温；强对流天气过程偏少，但局地致

灾重。

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平均气温 10.51℃，较

常年偏高 0.62℃，除冬季气温略偏低外，春夏秋三

季气温均为历史同期最高；全国平均降水量 606.1

毫米，降水量为 2012 年以来最少。汛期雨季进程

总体较常年偏早，但雨量强弱差异大。六大区域

中，东北、华南、华北降水量偏多，长江中下游、西

南、西北降水量偏少；七大江河流域中，除长江流

域和淮河流域降水量偏少外，其他流域降水量均

偏多。

“根据气候变化预估，未来我国气候变化还将

持续存在。”贾小龙说，未来我国不同地区平均气

温仍将表现出增加趋势；极端高温天气气候事件

将会更加频繁、更加严重，且排放情景越高，增速

越快，强度越强，风险也越大。比如 2035 年前后，

在我国中东部地区类似于 2013 年夏季的极端高

温事件可能变为两年一度的事件，到本世纪末，发

生高温事件的风险将提升到目前的几十倍。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未来我国极端降水

增加幅度也将大于平均降水，且变率增强，降水

更趋于极端化。未来我国平均集中降雨呈现期

会从目前的 50 年一遇变为 20 年一遇；极端干旱

事件将从目前的 50 年一遇变为 32 年一遇。另

外，复合型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和风险还将持续

增加。总体来说，受气候变化影响，小概率高影

响事件将会更易出现，从而增加防范极端气候风

险的挑战。

面对全球变暖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

的严峻形势，公众该如何应对？有关专家表示，人

类活动特别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全

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且全球约 2/3 的排放都与家

庭排放有关，所以优化全社会的消费模式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要倡导个人在

衣食住行用等各方面转向绿色消费模式，尽可能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专家表示，从政府层面来说，我国政府一直在

加强防灾减灾、应急管理等多方面的能力建设以

应对气候变化。从公众角度来说，要提高自身的

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认知，主动学习相关知

识与防灾减灾技能。特别要注意提高对气象灾害

关注的全面性，加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灾害和

风险防范意识。

去年暖干特征明显，旱涝灾害突出——

今年我国气候状况怎样
本报记者 郭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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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A 股年报业绩预告披露

结束。某些此前一直业绩不错的上

市公司发布公告称，因为预计财务

计提大额减值，将会导致 2022 年业

绩大亏损。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公司把计

提大额减值归因于疫情等因素。比

如某上市公司把业绩巨亏的原因甩

锅给疫情和楼市不景气，称报告期

内受新冠疫情、房地产市场下行等

因素影响，公司开发的部分项目房

价和成交规模受到较大影响，且预

计短时间内恢复不易。另一家公司

在公告中称，受各地疫情管控、物流

中断及工程总包项目推进受阻等因

素综合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

降。其他公司的解释也大同小异。

客观地说，去年的疫情确实给

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是不是像这

些公司所说的那么大，要打个问号。一些公司去年前三季

度盈利都好好的，到第四季度就突然掉头向下且幅度不小，

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为何前三季度都没有被影响，一到第

四季度就“拉胯”？一些同行业企业影响都不是很大，为啥

对这些企业影响这么大？

这些突然爆出巨亏的公司不得不让人生疑，是否在借

疫情原因，大搞财务“洗澡”，一次性掩盖之前公司生产经营

中的某些问题，甩开包袱，以便“轻装上阵”。值得注意的

是，公司账上的固定资产、合同资产、存货、应收款项、商誉

等项目往往采用估算法测算。减多少、如何减往往是公司

自己说了算。由于这些资产减值判断的主观性较大，验证

减值计提合理性难度较大，因此，上市公司利用减值计提操

纵利润的情况经常出现。借疫情搞财务“洗澡”不仅可让以

前的一些烂账及不规范操作一笔勾销，涉事上市公司也可

以少缴税、不分红，甚至还可拉低股价，配合某些机构低

吸。等到来年，由于此前已经进行了大额计提，业绩基数

低，就可以通过关联交易等手段回拨利润，涉事公司完成业

绩目标也就轻而易举了。

对上市公司而言，业绩要靠实打实干出来而不能靠财

务之手“做”出来。虚增利润、粉饰业绩固然不可取；故意减

值、借疫情“洗澡”同样要不得。公司发布的财报是投资者

判断投资价值的重要依据，如果让财务“洗澡”行为大行其

道，会让投资者难以准确判断公司经营状况，并为一些违法

违规行为提供温床。目前，交易所已经关注到相关问题，并

发出了不少问询函。对此类问题，不仅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审计，对财务“洗澡”等人为操纵业绩的

行为严查重处。

虚增利润、粉饰业绩

固然不可取；故意减值、借

疫情“洗澡”同样要不得。

对此类问题，不仅要打破

砂锅问到底，而且有关部

门也要加强审计，对财务

“洗澡”等人为操纵业绩的

行为严查重处。

近日，山东阳谷安乐镇东大党支部领办的无公害蔬菜大棚内，菜农在采收。近年来，当地

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基地+电商”模式，积极发展有机、绿色、高效无公害蔬菜，成为推动农民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顾新宇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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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姚 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