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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登之死震荡全球金融市场

日股自大地震以来首次突破万点大关，美元指数一度反弹后又掉头向下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美国总统奥巴马

１

日宣布，

“基地” 组织领导人本·拉登已被

击毙。 受此影响， 亚洲股市普遍

走高， 亚洲交易时段黄金原油价

格下挫， 美元全线反弹。 不过，

在美国交易时段美元指数掉头向

下， 金价油价上扬 。 市场人士认

为， 拉登被击毙的消息难以对市

场产生持久影响， 美元的下行警

报仍未解除。

日股收复万点关口

受拉登被击毙消息提振市场

信心影响， 昨日亚太地区股市多

数上涨 ，

MSCI

亚太 指 数 上 涨

0.7%

。 其中， 受公司第一季度财

报表现出色等利好消息提振， 日

本股市日经

225

指数早盘大幅高

开， 并一度逼近万点大关， 随后

日经股指继续走高至万点以上。

到收盘时， 日经

225

指数自

３

月

１１

日大地震以来首次冲破万点大

关， 报收

１０００４．２

点。

韩 国 股 市 综 合 指 数 上 涨

１．６７%

， 报收

２２２８．９６

点。 澳大利

亚股市也掉头向上。 欧洲股市昨日

小幅高开， 德国法国两大主要股指

盘中涨幅均在

0.3%

以上。

有分析人士表示， 美国国家

安全风险整体降低， 避险风潮

会有所扭转， 短期内股市有望从

中受益。 不过， 拉登之死带来的

乐观情绪不会持久。 有美国媒体

的分析也指出， 拉登之死对于

华尔街来说只会引起短期的心

理刺激。

与股市的反应不同， 在昨日

的亚洲交易时段， 国际油价大幅

下挫， 一度跌破每桶

112

美元水

平， 随后出现反弹。 现货白银价

格更在短短

11

分钟内暴跌

12%

，

国际金价也小幅回落。 不过， 市

场人士预计， 油价下跌空间可能

有限， 拉登之死可能加剧中亚地

区的紧张局势， 而且石油供应问

题依然存在。

美元前景依然堪忧

拉登被击毙的消息公布之后，

美元汇率快速上扬， 美元指数自

昨日亚洲交易时段创出的三年低

位

72.81

回升至

73.20

上方 ， 但

进入欧洲交易时段， 美元未能进

一步上涨， 美元指数再度失守

73

关口。

在刚刚过去的

4

月份， 美元

指数累计跌幅接近

4%

。 有分析人

士指出， 拉登之死令市场预期美

国可能削减战争赤字， 这在目前

美国预算以及债务赤字危机愈演

愈烈的情况下， 对于美元信心的

提振作用不言而喻。 不过， 美联

储的政策立场会继续拖累美元走

势， 从中长期来看， 美元的下行

警报仍未解除， 美元指数跌向

70

的走势不太可能改变。 花旗银行

也指出， 拉登之死并不能影响未

来美元的走势。

本周， 美国将公布非农就业数

据。 自上周美联储决议和主席伯南

克讲话后， 市场就将焦点转移到美

国就业市场之上。 市场人士预计，

如果非农就业数据向好， 美元可能

出现一波报复性反弹， 但非农就业

数据难以成为美元大幅反弹的 “救

命稻草”。

韩国消费者物价

连续

４

个月同比上涨逾

４％

韩国统计厅

２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韩国消费

者物价

４

月份同比上涨

４.２％

。 今年以来， 韩国

消费者物价已经连续

４

个月同比涨幅超过

４％

。

数据显示， 韩国消费者物价同比涨幅在今

年

１

月份突破

４％

， 达到

４．１％

，

２

月份上升至

４．５％

，

３

月份继续攀升至

４.７％

，

４

月份则小幅

回落至

４．２％

。

韩国

４

月份食品等生活物价同比涨幅为

４．１％

。 其中， 农畜水产品物价同比大幅上涨

９.２％

， 工业制品价格同比上涨

５．７％

， 服务业

价格同比上涨

２．５％

。

具体来看， 在农畜水产品中， 蔬菜、 海

鲜、 水果等新鲜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７．７％

。 其

中， 大蒜价格飙升

７７％

， 猪肉价格上涨

２７.３％

。 在工业制品中， 石油类产品价格涨幅

较大， 同比上涨

１４．１％

。

韩国企划财政部分析说， 韩国

４

月份消费

者物价同比涨幅与

３

月份相比有所回落， 主要

是因为随着韩国国内口蹄疫疫情得到控制， 农

产品价格上涨势头也得到一定控制。 韩国消费

者物价有望在

５

月份和

６

月份逐步趋于稳定，

并开始回落。 不过， 预计韩国今年上半年的平

均消费者物价同比涨幅将突破

４％

， 超过韩国

政府此前预测的 “

３％

以上、

４％

以下” 的水平。

（据新华社电）

香港上年度

财政盈余

751

亿港元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日前公

布， 香港

2010

年度至

2011

年度录得

751

亿港

元的财政盈余。 另外， 今年

3

月份特区政府录

得约

91

亿港元的财政赤字， 截至

3

月底的财

政储备为

5954

亿港元。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表示，

2010

年度

至

2011

年度的整体支出为

3014

亿港元， 收入

为

3765

亿港元， 对比修订预算， 特区政府的

财政状况有

38

亿港元的改善。

（唐盛）

香港人民币存款

超过

４５００

亿元

香港金融管理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3

月份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增长了

10.7%

， 达到

4514

亿元； 另外， 跨境贸易结算人民币汇款

总额由

2

月份的

874

亿元增至

3

月份的

1154

亿元。

金管局同时宣布， 香港今年

3

月份的存款

总额上升

2.1%

， 其中港元存款增加了

1.1%

，

外币存款则上升

3.2%

； 调整季节因素后， 今

年

3

月份的港元货币供应量

M1

减少

2.7%

，

按年则增长

4.7%

； 未经调整的港元货币供应

量

M3

上升

1%

， 按年增长

7.2%

。

（唐盛）

巴菲特力挺美国经济 看淡美元黄金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股神” 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

尔·哈撒韦公司日前召开年度股东

大会。 到场股东、 投资业内人士

乃至普通股民都期待在股东大会

上获取投资灵感。 会上， 巴菲特

力挺美国经济， 对美元前景却并

不感到乐观。

不看好黄金前景

巴菲特表示， 随着通胀率的上

升， 美元的购买力未来将进一步下

降， 美元进一步贬值在所难免。 除

非回报率非常高， 否则投资货币都

是不合理的。

与美元走低不同， 近期国际金

价屡创新高， 但巴菲特依然不看好

黄金的投资前景。 巴菲特表示， 黄

金本身并不创造价值， 黄金的用途

只有 “欣赏”， 买黄金还不如买伯

克希尔的股票。

公用行业将受通胀影响

当谈及美国是否将提高其债务

上限以及出现债务违约时， 巴菲特

表示， 美国经济恢复是一个长期过

程， 但标准普尔此前的决定过于草

率， 美国不会出现债务违约， 唯一

值得担心的是通胀。 巴菲特认为，

通胀将给公用事业行业带来巨大的

冲击。

针对美国银行业的前景， 巴菲

特表示， 未来美国银行业的盈利

能力将大大降低， 但银行业再度

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极低。 巴菲特强

调， 其将继续持有高盛

50

亿美元的

认股权证， 并认为高盛股价会继续

上涨。

开始关注科技业

当有股东问到巴菲特在美国

以外投资的思路时， 巴菲特表示，

其投资的基本原则从未改变 ， 包

括对企业进行估值 、 好的管理者

以及获得好的收购价格。 除此之

外 ， 巴菲特表示将关注一些可以

长久发展的产业 ， 并暗示会开始

关注科技业。

看好亚洲投资前景

日前， 巴菲特完成了亚洲之旅。

巴菲特表示，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乐于在日本、 印度等亚洲国家进行投

资。 与此同时， 巴菲特还认为， 在中

国投资的感觉要比在俄罗斯好很多。

而巴菲特的黄金搭档芒格对比亚迪仍

充满信心， 表示该公司股价仍高于伯

克希尔所支付的价格。

此外， 巴菲特表示， “索科尔事

件” 不会影响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的声誉， 并坦陈自己不是完美的标

准， 将在未来尽量减少犯错。 有报告

显示， 伯克希尔董事会可能会考虑对

索科尔提起诉讼， 以收回交易收益和

补偿公司可能遭受的损失。

关于

2011

年记账式附息 （十期） 国债

上市交易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 《财政部关于

2011

年记账式附息 （十期） 国

债发行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财库

[2011] 61

号） 和

本所有关规定，

2011

年记账式附息 （十期） 国债 （以下

简称 “本期国债”） 将于

2011

年

5

月

5

日在本所集中竞

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 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 本期国债为固定利率债券， 期限为

20

年， 票

面利率为

4.15%

， 利息每半年支付一次； 本期国债起息

日为

2011

年

4

月

28

日， 每年

4

月

28

日、

10

月

28

日

（节假日顺延， 下同）支付利息，

2031

年

4

月

28

日偿还

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

二、 本期国债于

2011

年

5

月

5

日起在本所集中竞

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 交易方式为

现券和回购。

三、 本期国债上市交易的现券证券名称为 “

11

国债

10

”， 证券代码为 “

019110

”， 出入库代码为 “

091010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关于

2010

年记账式贴现 （十期） 国债

终止上市及兑付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 《财政部关于

2010

年记账式贴现 （十期） 国

债发行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财库

[2010] 80

号） 和本

所有关规定，

2010

年记账式贴现 （十期） 国债 （以下简

称 “本期国债”） 将于

2011

年

5

月

9

日到期， 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 本期国债挂牌名称 “

10

贴债

10

”， 交易代码

“

020036

”， 为

273

天期国债，

2011

年

5

月

9

日到期按面

值偿还。

二、 本期国债最后交易日为

2011

年

5

月

4

日， 于

2011

年

5

月

5

日起终止上市， 同时停止质押式回购对应

的质押券的申报， 质押券申报和转回代码为 “

107036

”，

简称为 “

10

贴质

10

”。

三、 本期国债到期兑付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并公告。

四、 为保证本期国债兑付工作顺利进行， 提高国债

兑付效率， 各会员单位务必做好本期国债兑付的各项准

备工作。

上

海证券交易所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中药在欧盟遭遇“身份”危机

据新华社电

经过

７

年过渡期， 欧盟 《传统

植物药指令》从

５

月

１

日起全面实

施。 根据这一指令， 未经注册的中

药将不得在欧盟市场上作为药品销

售和使用。 据悉， 在过渡期内没有

一例中药成功通过注册， 在欧盟取

得合法 “身份”。 中药在欧盟市场

何去何从引发各界高度关注。

中药入欧遭遇“拦路虎”

经过

１０

多年立法准备， 《传

统植物药指令》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正式生效。 这是欧盟针对植物药制

定的首部专门立法， 旨在修订

２００１

年欧盟 《人用药品指令》 中

有关传统植物药的规定， 其核心内

容是要求植物药必须向成员国主管

部门申请注册后才能在欧盟市场上

销售和使用。

考虑到植物药的特殊性， 特别

是其悠久的应用历史， 新指令规定

了一套简易注册程序， 即无需像化

学药品那样被要求做繁复的临床试

验以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而是

要提供文献或专家证据， 证明待批

植物药在申请日之前已有至少

３０

年的药用史， 其中包括在欧盟至少

１５

年， 也就是所谓的传统使用注

册程序。

为方便企业完成注册， 新指令

给出了

７

年过渡期。 在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

７

年过渡期里， 包

括中药在内的各类传统植物药仍可

以继续销售和使用， 但必须尽快完

成注册， 否则从

５

月

１

日起未经注

册的植物药将不得不退出欧盟药品

市场。

注册“身份”面临两大障碍

如今过渡期届满， 虽然个别中

国制药企业做了尝试， 但根据记者

了解的情况， 尚无一例中药按照欧

盟植物药指令的要求成功通过注册。

欧盟委员会负责卫生医疗事务的发

言人文森特向记者证实， 据不完全统

计， 过渡期内顺利通过注册的植物药

在

３５０

种左右， 没有一个是中药。

旅居荷兰的资深中医药专家、 欧

洲中华医药研究发展中心主任林斌认

为， 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欧盟植物

药指令所设定的 “门槛” 过高， 其中

１５

年欧盟药用史证明和高昂注册成

本是两大障碍。 当然， 中医药界也应

对自身努力不够有所反思。

这当中最蹊跷的莫过于

１５

年欧

盟药用史证明， 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

药竟然卡在了

１５

年的证明上， 让人

匪夷所思。 林斌解释说， 中药成规模

地进入欧洲始于上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

期， 也就是说， 直到过渡期结束的

２０１１

年前后才有部分中药刚刚满足

在欧盟使用

１５

年的要求。 即便达到

年限要求， 不少中国药企又为拿出适

当的证明犯愁， 有的是因为当年疏于

保留海关进出口记录等凭证， 更普遍

的问题出在报关名目上， 中药至今大

多是以食品、 保健品、 膳食添加剂等

名义进入欧盟， 而在

２０００

年之前，

中国海关仅要求按中成药或中药饮片

的统一编码进行申报， 所以企业也拿

不到单个品种的出口记录。 就这样，

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药很难拿出

１５

年欧盟药用史证明。

当然，

１５

年欧盟药用史证明并

非不可逾越的障碍。 据统计， 目前能

提供这一证明的中药大约有

１００

种，

但还有一道屏障就是高昂的注册费

用， 这让不少药企， 尤其是中小企业

望而却步。

目前， 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

药市场之一， 年销售额估计达上百

亿欧元， 而中药所占份额十分有限。

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统计，

２００８

年， 中药对欧出口总值仅为

１．９３

亿美元。 林斌说， 由于不少企

业只看到眼前利益， 觉得花费巨资

注册得不偿失， 因此缺乏注册动力。

全面退市言过其实

连日来， 有关中药将被迫全面退

出欧盟市场的说法甚嚣尘上。 对此，

文森特说， 指令绝非是要全面禁止中

药， 也不会造成这种局面， 欧盟已注

意到中方关切。

文森特表示， 指令针对的是植物

药， 即首先得是植物药才需要遵守注

册要求。

也就是说， 即便是在

５

月

１

日之

后， 部分中药仍可以像过去一样作为

食品或保健品销售和使用， 只要不表

明是治疗或预防某种疾病的药物， 就

无需注册， 但具体划分是药还是食品

将取决于成员国。

但这一所谓的 “空间” 存在很

大不确定性， 欧盟成员国已表现出

不同态度。 林斌介绍说， 英国政策

就收得比较紧， 除药用植物， 但凡

加工后的成品药都不得入关， 甚至

连红花油和减肥茶都不能再作为保

健品销售。

荷兰政策则比较宽松， 短期来看

对中药进口限制不大， 暂且可作为中

药进入欧盟的 “跳板”。

澳元兑美元汇率创

２８

年来新高

据新华社电

受投资者风险偏好增强等因素影

响， 澳元对美元汇率连日走高，

２

日早

间悉尼汇市盘中澳元对美元汇率一度突

破

１

比

１．１

的心理关口， 创

１９８３

年澳

大利亚实行澳元汇率浮动制以来新高。

当天早间， 澳元对美元汇率一度

攀升至

１

比

１．１０１１

， 随后又回落至

１

比

１．０９９３

一线， 但仍高于

４

月

３０

日

收盘时的

１

比

１．０９１

的水平。 一些经

济学家指出， 澳元汇率飙升从根本上

体现了矿业繁荣的深刻影响， 可能进

一步加剧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失衡问题。

小步回调， 大步跃进， 是近期澳

元汇率走势的突出特点。

３

月中旬前

后， 受中东局势动荡、 日本地震等因

素影响， 澳元兑美元汇率一度从

１

比

１．０１

的水平跌至

１

比

０．９８

左右。 然

而， 进入

３

月下旬， 澳元汇率不断走

高， 并连续刷新澳元汇率浮动制实行

以来的新高。

早在

２００８

年第四季度， 澳元就

进入了快速升值通道。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以来， 澳元兑美元汇率升值幅度高

达

７２％

。 仅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今， 澳元

兑美元汇率就升值超过

２５％

。

日本

４

月份新车销量

再创新低

日本汽车销售协会联合会

２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

４

月

份日本国内新车 （不含微型车）

销量

１０．８８２４

万辆 ， 为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有统计以来月度新低 ； 同

比则下降

５１％

， 降幅也创历史

新高。

据统计， 按车型区分，

４

月份

乘用车销量同比下降

５１．５％

， 为

９．７１２８

万辆。

当天， 日本微型车协会联合工

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４

月份日本国

内微型车新车销量为

７．６８４９

万辆，

同比减少

４１．１％

， 降幅也创下历史

新高。

这是继

３

月份以来， 日本国

内新车销售连续两个月出现大幅

下降。

受东日本大地震影响， 日本

汽车厂商普遍受到零部件供应不

足影响， 开工率只能达到震前的一

半左右。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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