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金” 独自闪亮

2022年油价难续多头故事

2022年以来，美债、美股、贵金属、有色

金属等资产普跌，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

温。 国际油价却独自走强，布伦特原油期货

和美国WTI原油期货价格累计涨幅均接近

5%。 分析人士表示，近期油市供给端扰动事

件频发，掩盖了原油金融属性方面的不利因

素。 因此，油价在大类资产普跌的情况下表

现强势。 不过，2022年油价难续2021年以来

的多头故事。

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快推进重大项目

1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

快推进“十四五” 规划《纲要》确定的102项

重大工程项目和专项规划重点项目实施。围

绕粮食能源安全、 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

业、交通物流和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城市

保障性住房等重点领域建设， 建立协调机

制，做好融资、用地、用能等要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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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通电话

●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10日下午同白俄罗斯

总统卢卡申科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 很高兴在新年伊始同你通电

话。 刚刚过去的一年对中白两国都具有重要意

义。我愿通过多种形式同你保持密切沟通，推动

中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白建交30周年。30年

来，中白关系发展取得丰硕成果。双方已经成为

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稳步推进，双边贸易额在30年

间增长50倍，中白工业园、中欧班列等一批大项

目落地开花，科技、教育、文化、旅游、医疗等领

域交流更加深入，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互利

合作的典范。中方愿同白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

交3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双方政治互信，深化两

国互利合作， 推动中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

取得新成果。双方要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创

新、绿色、数字发展等领域合作，确保中欧班列

稳定运营和可持续发展。 双方要继续加强疫苗

合作。

习近平强调， 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演

变，中白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有效协作，坚定支

持对方维护本国核心利益， 体现了中白合作的

战略价值。 新形势下，双方要继续密切配合，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维护国

际公平正义。 中方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白俄罗斯

内政， 一如既往支持白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

展道路。 双方应该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引导

国际社会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和人权观，推动落

实全球发展倡议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

卢卡申科再次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民素怀

真挚友好感情， 感谢中方始终予以白方坚定的

政治和道义支持。 在当前国际地区形势深刻复

杂演变形势下， 白方希望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

协调。 白方愿以今年白中建交30周年为契机，

将白中关系提升到新水平， 希望同中方一道努

力，发展好白中工业园，深化抗疫、中医药合作

以及贸易投资、 教育等领域合作。 白俄罗斯将

始终是中国的坚定合作伙伴。祝愿中国人民春节

快乐！

习近平同马耳他总统维拉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10日下午同马耳他总

统维拉通电话。 两国元首互致新年问候。

习近平指出， 中马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

朋友、好朋友。 半个世纪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

高瞻远瞩，共同缔造了中马友好关系。 50年来，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 中马关系始终健康稳

定发展，两国友好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

硕。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等挑战，

双方始终守望相助，彼此支持。中马关系成为不

同大小、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国家关系

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 中马即将迎来建交50周年。

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努力，推动中马关系得到更

大发展。 双方要坚持互尊互信，继续相互尊重

和支持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就彼此关切的问

题保持沟通协调。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 ，拓展经贸投资、医疗卫生、清洁能源、

交通物流等重点领域合作。 密切文化交流和中

医药合作，拓展教育、青年、旅游等领域交流合

作，培养更多中马友好生力军。 马耳他一直是

推进中欧关系的积极力量。 中方愿同马方共同

维护中欧合作大方向，促进中欧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

习近平强调，下个月，中国将举办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中

国将在国际社会支持下，举办一届简约、安全、

精彩的冬奥会，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激励各国携

手同心，一起向未来。中方愿同包括马耳他在内

的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

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维拉表示， 很高兴在马中两国庆祝建交

50周年之际同主席先生通电话。 我完全赞同

你对马中关系的积极评价以及对双方关系发

展的意见。马中建交以来，两国合作富有成果，

双方友谊经受住新冠肺炎疫情等各种挑战考

验，双边关系日臻成熟，取得了非凡成就，堪

称国与国关系的楷模。 马方坚定致力于进一步

发展马中友好关系，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马方珍惜共建“一带一

路” 带来的宝贵机遇，愿同中方继续推进相关

合作。 希望马中关系在未来50年发展得更好，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马方坚定奉行一

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多边主义。 马方愿为推

动欧中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马方高度赞

赏中方为国际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疫

苗援助，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

期待同中方加强合作。 预祝北京冬奥会顺利

成功！

中国民航2022年力争实现行业整体扭亏增盈

●本报记者 金一丹

中国民航2022年力争完成运输总周

转量1040亿吨公里、 旅客运输量5.7亿人

次、货邮运输量780万吨，总体恢复至疫情

前85%水平，力争实现行业整体扭亏增盈。

这是中国证券报记者1月10日从2022年全

国民航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深挖航空市场潜力是2022年民航业

重点工作之一。 2022年，民航局将鼓励企

业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市场策略，深耕细分

市场，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同时，坚持高

水平航权开放政策，扩大航权资源储备，完

善国际客运航权配置规则等。此外，统筹行

业内外资源，加大纾困力度，加快民航业恢

复发展。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保障民航业稳定

高效发展的基础。 民航局2022年将加大基

础设施补短板力度， 围绕打造现代化国家

综合机场体系， 抓紧民用运输机场建设规

划落实，力争2022年底颁证运输机场达256

个。 同时，聚焦智慧民航主线，推动民航科

技创新体系再升级。 如加强民航领域应用

基础研究， 大力促进北斗导航、5G航空应

用等科技成果转化； 做好C919、MA700、

长江-1000A、直15等重点项目审定工作。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韩景丰

持仓4万亿元创纪录 外资增持债券抢抓中国机遇

●本报记者 张勤峰 见习记者 连润

全年加仓约7500亿元、 年末持仓达4万亿

元、月度成交最高超1万亿元、入市投资者数量

超过1000家……1月10日，2021年境外机构投

资中国债券的“年度账单”揭晓。

一连串数字显示， 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

具备持续性、稳定性，包括债券在内的人民币资

产对全球投资者展现出强大吸引力。

专家表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和金融

开放程度不断提升，为吸引外资流入提供坚实

基础，未来外资参与水平有很大提升空间，外

资增持中国债券的大趋势不会变， 步伐将更

稳健。

参与程度加深

1月10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的

2021年12月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简

报显示，截至2021年末，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

场债券4万亿元，约占银行间债券市场总托管量

的3.5%，两项数据均创出新高。 与2020年末相

比，境外机构债券持仓量增加约7500亿元，持仓

占比上升约0.3个百分点。

据测算，2021年12月， 境外机构增持银行

间市场债券约700亿元，为连续第9个月增持。另

据中央结算公司公布的数据，2021年12月，境

外机构托管在该机构的债券规模增加787亿元，

自2018年12月以来已连增37个月。

国际投资者日益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上一股

活跃的力量。 2021年12月，境外机构现券交易

量约9345亿元，7月更超过1.1万亿元。

简报还显示， 更多国际投资者正进入中

国债券市场。 按法人主体算，截至2021年末，

共有1016家境外机构入市， 当年新增111家。

结算代理模式和“债券通” 模式为国际投资

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入市选择。

投资规模更大、更多机构入场、交易更加活

跃……多维度数据表明， 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

债市的程度不断加深。

“忠实买家”更多

在各类债券中， 境外机构投资者对国债青

睐有加。 前述简报披露，截至2021年末，境外机

构的主要托管券种是国债， 托管量为2.45万亿

元，较2020年末增加约5700亿元，国债持仓占

比从57.7%升至61.3%。 另外，截至2021年末，境

外机构持有政策性金融债1.09万亿元， 较2020

年末增加约1652亿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王春英曾介绍，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中国的国债和政策性金

融债等高信用等级的债券资产逐渐受到全球投

资者青睐。

更多境外央行类机构的参与， 一定程度上

解释了国债等利率产品缘何受到国际投资者追

捧。 截至2021年11月末，共有76家境外央行类

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与2020年12月末相

比，增加5家。

业内人士称，目前债券市场境外投资者中，

境外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类机构占比较大，这

些机构倾向于长期投资。 在投资标的方面，主

要选择政府部门发行的债券， 反映出境外投资

者多元化配置资产和寻求稳定收益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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