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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价格异动不可掉以轻心
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商品已实行经营者定价，只要相关定价遵循价值

规律和供求法则，政府通常不会加以干预。要避免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

异动对经济的影响，关键在于加强对供需和价格走势的研判，提高对价格

异动的快速响应能力。

王 鹏作（新华社发）

“疯狂的石头”再次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自去年 11 月份以来，国内铁矿石市场

走出了一波上涨行情，期货合约价格从不

到 600 元/吨飙升至 900 元/吨以上，短短

4 个月涨幅超 50%。3 月 13 日，铁矿石期货

收盘价格更是高达 929 元/吨，创下了年内

新高。

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商品已实行经营

者定价，只要相关定价遵循价值规律和供

求法则，政府通常不会加以干预。但铁矿

石是一种基本生产资料，与经济社会发展

紧密相连，其价格的异常波动，不仅会对基

础物价运行产生扰动，也会对我国经济企

稳回升造成不利影响。

正因为此，价格监管部门今年以来连

续四次发声，提醒告诫铁矿石贸易企业依

法合规经营，不跟风炒作，不囤积居奇。相

关部门还明确表示，必要时将采取需求调

节、供给保障、市场监管等措施，遏制铁矿

石价格不合理上涨，促进铁矿石市场平稳

运行。

有业内分析认为，此轮铁矿石价格上

涨的前期，确实存在一定的基本面支撑，但

后期价格出现了明显偏离实际需求的走

势，非理性上涨的特征愈发明显。特别是

今年以来，随着受环保、安全等检查影响的

矿山陆续恢复生产，国内采矿产能利用率

和铁矿石相关产品供给将有所扩大，综合

考虑目前整个钢铁行业仍徘徊在盈利和亏

损边缘的实际，以及钢厂铁矿石库存维持

平稳的现状，短期内铁矿石供需面仍将保

持宽松。

也就是说，在供需面没有发生较大改

变的情况下，铁矿石价格波动理应保持在

相对平稳的区间。如今，铁矿石价格背离

基本面持续飙升，其背后显然充斥着资本

炒 作 的 影 子 。 虽 然 在 监 管 部 门 频 频“ 喊

话”下，本周铁矿石价格在高位震荡中出

现小幅回调，但随着稳增长政策效应的逐

步显现，国内钢材市场将呈现制造用钢需

求领先、建筑用钢需求渐暖的局面，这意

味着铁矿石市场未来仍将存在高位运行

的可能。对此，须积极做好应对准备，决不

能让价格的非理性增长吞噬经济恢复发展

的成效。

要避免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异动对

经济的影响，关键在于加强对供需和价格

走势的研判，提高对价格异动的快速响应

能力。一方面要加强价格监测系统建设，

特别要强化对国内重点大宗商品和重要民

生商品价格变化的预警，为采取针对性调

控措施提供时间窗口；另一方面从供给端

要进一步强化大宗商品的保供稳价，加大

国内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推动增储上

产，增强供给保障能力，引导大宗商品价格

运行在合理区间。

提升我国在大宗商品价格上的话语

权 ，是 解 决 价 格“ 非 理 性 ”上 涨 的 根 本 路

径。我国是铁矿石等诸多大宗商品的最大

买家，理应拥有相关商品的定价权，但旺盛

的“中国需求”却成了不少投机商挟制中国

的筹码。如果这种不对称不能打破，合理

的价格形成机制就不能发挥作用，大宗商

品价格异动的风险就不会消除。对此，要

加强大宗商品定价中心的能力建设，既要

用好国际期货市场，也要加快完善壮大国

内 期 货 市 场 ，

培育更多具有

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掌控能力

的 中 国 企 业 ，

让 更 多“ 中 国

因 素 ”融 入 大

宗商品全球定

价 体 系 之 中 ，

并牢牢把握主

动权。

当下，好看的春装在各大商场售卖，

令人目不暇接，服装业稳步复苏迹象明

显。随着我国经济整体好转，今年国内

服装消费市场将持续恢复，消费规模将

稳步持续提升。

服装是满足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

基础性消费品，体现着人民对美好时尚

生活的向往，在提高生活质量、提振消费

市场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作为世界第一大服装生产国和出

口国，一直以来，我国服装企业持续推进

技术、产品与模式创新，加速向高端化、

品牌化方向发展，涌现了一批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服装品牌，服装产业正在以供

给创新持续引领居民衣着消费升级。

从中长期看，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以及直播电商、网

络购物高速发展等因素带动下，服装消

费对内需的拉动作用持续凸显。目前，

我国居民年人均衣着消费支出为 1200

元至 1450 元，美国居民年人均衣着消费

支出为 700 美元至 800 美元，日韩工薪家

庭 衣 着 消 费 支 出 折 合 人 民 币 为 每 年

2500 元至 4000 元。可见，我国服装消费

市场仍有巨大增长空间。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服装产业已形

成规模庞大、结构完备、配套齐全的产业

体系，充分满足了不同年龄阶段、收入水

平、行业领域等各层面消费者需求。衣

着消费兼具基本必需品、普通消费品、高

端奢侈品等多重特征，基于强大生产能

力和激烈市场竞争，物美价廉的服装产品极大满足了我国普通消

费人群的基本穿着需要。一批中高端服装产品和品牌不断涌现，

高级定制、私人定制等快速兴起，更好迎合了居民高端、个性、时尚

的服装消费“新增量”。

同时，近年来我国服装产业国潮品牌蓬勃发展，成为消费领域

的一大亮点。我国消费结构已进入发展型、享受型消费为主导的

新阶段，“Z 世代”等年轻一代逐步成为当下消费主力，衣着消费从

穿暖转变为穿美、穿出时尚。我国服装产业从以“量”占市场转向

以“质”求发展，凭借质量过硬的产品、朴实亲民的价格和优质品牌

形象赢得消费者青睐。一批服装企业通过文化传承、设计赋能、科

技支撑，创造性开发新产品新款式，带动服装界流行风潮，增强了

我国消费群体的民族文化自信和国产品牌消费黏性。

未来，要继续提升高端制造水平，支持行业技术创新，引导服

装企业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进一步加强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

与服装产业融合，推进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制造装备广泛应

用。推动产业由传统制造技术向数字制造、智能制造技术转变，提

升高端服装产品开发制造能力。

与此同时，还要增强创意设计，支持设计人才创办服装设计工

作室、企业设立服装设计中心，推广先进设计方法和工具，打造人

工智能时尚设计平台，提升时尚设计和创意水平。打造优势品牌，

加强品牌建设管理，强化中华文化元素应用，提升品牌文化内涵，

大力推广国潮品牌，打造一批创新能力高、消费引领能力强、国际

竞争优势明显的优质品牌。要促进消费扩容，围绕消费升级趋势，

灵活运用各种数字化营销模式，从穿着场景、时尚美学、生态健康

等方面提高产品和品牌的消费体验，推行绿色衣着消费。

为帮助更多养殖户规避生猪价格
下跌风险，支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表示，今年将扩大
生 猪“ 保 险 + 期 货 ”试 点 范 围 ，从
2022 年的3个设区市9个县（市、区）增
加到7个设区市22个县（市、区），财政
支持资金也较上年增加 1倍，给予中
小生猪养殖户 80%的保费补贴。自
2022年开展试点以来，截至今年 3月
上旬，江苏已为335户次养殖户养殖的
29.41万头生猪提供 6.85亿元价格风
险保障。江苏是东部沿海地区畜牧业
大省，也是消费大省，生猪产业在全省
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此举有效降
低了中小养殖户因生猪价格波动导致
的损失，保障了广大养殖户的生产积
极性，也是优化政策性农业保险机制
支持乡村振兴的典型示范。

（时 锋）

2023 年 3 月 29 日，中再集团召开

2022 年度业绩发布会，和春雷董事长

带领管理层团队详细介绍公司 2022 年

经营业绩、战略落地成果和未来发展

方向。本次发布会以“电话会议+视

频直播”形式召开，通过与分析师、

投资者及境内外媒体充分交流互动，

进一步增进资本市场对中再集团的关

注和了解。

2022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内外部

形势，中再集团保持战略定力，积极

服务国家战略，深入推动经营转型，

全面强化风险防控，高质量发展取得

新成效。

保费收入稳健增长

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2022 年，中再集团保费收入稳

健 增 长 ， 集 团 合 并 总 保 费 收 入

1697.65 亿元 （人民币，下同），同

比增长 4.3%，境内再保险市场份额

稳 居 前 列 。 公 司 业 务 结 构 持 续 优

化，财产再保险境内非车险业务分

保 费 收 入 336.4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4.9%；财产再保险境外业务总保费

收入 196.21 亿元，同比增长 16.6%；

人身再保险境内保障型业务分保费

收入 290.65 亿元，同比增长 11.6%；财

产险直保非车险业务原保费收入 222.56

亿元，同比增长 7.4%。

承保效益显著改善

风险管理保持稳健

2022 年，中再集团不断优化盈利结

构，承保效益显著改善。在遭受俄乌冲

突、伊恩飓风、澳洲洪水等重大损失情

况下，中再集团整体仍实现承保盈利，

同比大幅改善。其中，财产再保险业务

综合成本率 98.11%，同比下降 1.17 个百

分点；人身再保险短期保障型业务综合

成本率 97.67%，同比下降 0.18 个百分

点 ； 财 产 险 直 保 业 务 综 合 成 本 率

103.06%，同比下降 3.50 个百分点。公

司风险管理保持稳健，继续保持标普全

球 评 级 “A”、 贝 氏 评 级 “A （ 优

秀） ”，评级展望稳定，保险板块各经

营主体综合偿付能力充足。

担当作为服务国家全局

头雁作用愈加凸显

中再集团将公司经营发展有效融入

国家发展全局，持续挖掘新的业务场景

和增长点，以创新驱动业务发展。2022

年，公司服务国家重点领域风险保额

4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3%；助力健

康 中 国 覆 盖 1.2 亿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18.9%；服务中小微企业 148.3 万家，同

比增长超过 200%。中再产险加大对国

家政策性农业再保险的支持力度，承接

比例从 30%提升到 36%；为境内所有运

行核电机组近万亿涉核资产提供全方位

保险保障，助力国家能源安全。中再寿

险积极服务健康中国战略，支持“惠民

保 ” 扩 容 提 质 ， 覆 盖 群 众 新 增 6700

万。大地保险定制“暖心保”等系列

场景化产品，帮助 8.9 万家中小微企

业应对疫情冲击。中再资产深度参与

公募 REITs 改革创新，为实体经济发

展提供多元化资金支持。

研发巨灾模型谱系

科技基础不断夯实

2022 年 ， 中 再 集 团 旗 下 中 再 巨

灾 管 理 公 司 作 为 一 家 专 注 巨 灾 风 险

管 理 的 保 险 科 技 公 司 ， 开 发 上 线 具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中 国 洪 涝 巨 灾 模

型 ， 迭 代 开 发 中 国 台 风 、 地 震 巨 灾

模 型 ， 实 现 国 产 化 自 主 可 控 ， 已 形

成 中 再 品 牌 的 中 国 地 震 、 台 风 、 洪

涝 三 大 巨 灾 模 型 谱 系 。 目 前 ， 中 国

地震和台风巨灾模型已在 30 多家保

险 和 政 府 机 构 应 用 。 同 时 ， 公 司 不

断 夯 实 科 技 基 础 ， 成 立 数 字 化 转 型

委员会，推动数字中再 2.0 战略加速

落 地 ； 自 主 研 发 国 际 巨 灾 组 合 风 险

管 理 平 台 ， 精 准 量 化 巨 灾 风 险 ； 如

期 上 线 保 险 合 同 新 准 则 系 统 群 ， 覆

盖 境 内 外 所 有 经 营 机 构 ， 全 球 化 管

控 能 力 持 续 提 升 ； 核 心 业 务 板 块 承

保线上化率超过 90%，数据质量、管

理精度明显提升。

开启高质量发展

“三步走”新征程

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中再集团全

力 开 启 高 质 量 发 展 “ 三 步 走 ” 新 征

程 ， 推 动 公 司 到 2035 年 建 设 成 为 中

国特色鲜明、战略作用突出、专业优

势明显、市场地位凸显的世界一流综

合性再保险集团。“三步走”战略安

排是，通过蓄势发力、发展突破、跃

升 赶 超 三 阶 段 ， 至 2035 年 ， 中 再 集

团 国 际 再 保 险 行 业 排 名 进 入 全 球 前

列，全球化业务布局、精细化经营管

理、科技化支撑能力、专业化人才队

伍和世界性品牌影响达到行业领先水

平 ， 成 为 世 界 一 流 综 合 性 再 保 险

集团。

立足当下，2023 年是中再集团高

质量发展“三步走”新征程的起始之

年。公司将继续坚持“稳中求进、价

值提升”工作总基调，走好“蓄势发

力 期 ” 第 一 步 ， 全 面 推 进 高 质 量 发

展、全面提升服务国家战略水平、全

面推动数字化转型，全面拓展发展布

局，显著提升管理水平，持续增强核

心竞争力，努力为股东持续创造稳定

的投资回报。

（数据来源：中再集团）

保费收入稳健增长 承保效益显著改善

中再集团举行 2022 年度业绩发布会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