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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周三沪指高开，盘中震荡走

高，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如预期，技术性回拉在周三

出现，市场集体收涨，涨幅均超1%，
盘面上，白酒、锂电、芯片均有表现，
北上资金净买入96亿元。截至收盘，
两市涨停82只，跌停1只。从技术上
看，沪深股指均收于5日、10日均线之
上，两市合计成交11015亿元，环比
萎缩；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收于5
小时均线之上，60分钟MACD指标均出
现金叉；从形态来看，沪深股指均收
出反包阳线，并刷新了近期反弹新
高，深成指更是创出3个多月收盘新
高，由于各指数技术形态全面修复，
后市仍将继续强势表现。期指市场，
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
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有所缩减。
综合来看，中阳恰如其分的出现，极
大地鼓舞了市场做多信心，年末轮涨
行情仍将延续。

资产：周三按计划持股。目前持
有泽达易盛（688555）8万股，华创阳
安（600155）58 万 股 ，康 芝 药 业
（300086）52万股，浪潮信息（000977）
17万股，国新能源（600617）45万股，
华菱钢铁（000932）52万股，传智教育
（003032）8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2682004.08元，总净值25471404.08
元，盈利12635.7%。

周四操作计划：传智教育、浪潮
信息、华菱钢铁、国新能源、华创阳
安、康芝药业、泽达易盛拟持股待
涨。 胡佳杰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7
日举行视频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
兰局势，还就此前二人日内瓦会谈成果
的执行情况、伊朗核问题、网络信息安全
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俄美在乌克兰
问题上展开多轮博弈。此次会晤，双方
态度强硬，各说各话，乌克兰局势如何发
展难以预料。而且俄美之间存在根本
性、战略性矛盾，此次会晤难以改善两国
之间的紧张关系。

互不相让

此次俄美领导人会晤正值俄乌边境
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和乌克兰方面称，
俄罗斯在边境地区集结大量部队，有侵
犯乌克兰之势。俄政府说，以美国为首
的北约不断威胁俄边境安全，俄方有权
在境内调动部队以保卫领土安全，但无
意与他国发生冲突。在这一背景下，乌
克兰问题成为此次俄美领导人视频会晤
的中心议题。

普京表示，不应将乌克兰东部局势升
级的责任归咎于俄罗斯，因为北约正试图
征服乌克兰领土，并不断将军事力量扩展
至俄边界附近。俄罗斯希望获得可靠的
法律保证，以防止北约进一步东扩和在俄
罗斯邻国部署进攻性武器系统。

拜登则表示，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对
俄罗斯在俄乌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部署

“深感担忧”。俄方若采取军事升级行
动，将面临来自美国及其盟友“强有力
的”经济制裁和其他回应措施。

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记者会上，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
示，如果俄对乌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将增
加对乌克兰的国防援助，以加强其防御
能力，并“积极回应”北约盟友可能提出

的增兵请求。
分析人士指出，在乌克兰问题上，俄

美分歧巨大，难以协调。在此次会晤中，
双方更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乌克兰局
势会如何演绎依然不明。

矛盾难解

普京在会晤中还表示，目前俄美双
边合作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两国外
交使团在工作中困难重重，而这一切都
是美方一手造成的。俄总统新闻秘书佩
斯科夫指出，俄美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是
根本性和战略性的，不可能通过几小时
会谈就化解。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
研究所研究员谢尔盖·基斯利岑认为，拜
登上台后试图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并
降低欧盟改善对俄关系的兴趣，这加剧
了北约与俄对峙的局面。此外，美国试
图利用乌克兰问题，提高在前苏联地区
的影响力，直接触犯俄方的地缘政治利

益，这是俄罗斯绝对不允许的。
俄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首席

研究员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认为，考
虑到美国内反俄情绪，以及双方在俄反
对派人士纳瓦利内、白俄罗斯、人权等问
题上的严重分歧，俄美战略冲突的结构
性矛盾难解，互动并不能为俄美紧张关
系带来突破，双方在各领域的博弈仍将
持续。

基斯利岑还指出，俄方提出的禁止
北约东扩协议，不仅取决于美国，还取决
于北约及其他相关国家的态度。但这些
国家出于俄对乌克兰的现实威胁，几乎
不可能在法律层面做出保证，不会同意
北约行动受到俄罗斯的约束。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
伊万·萨弗兰丘克指出，俄美关系不会触
底反弹。俄应更多从战略稳定角度与美
展开实质接触并借此牵制对方，避免出
现战略性误判或更严重的双边关系“脱
轨”。 据新华社

普京见拜登 警告对威胁

奥拉夫·朔尔茨8日在德国联邦议
院（议会下院）全体会议投票中当选新一
任德国总理，并于当天宣誓就职。新一
届德国政府诞生，意味着长达16年的默
克尔时代正式落幕。分析人士指出，如
何带领德国解决面临的诸多挑战，考验
新政府内部各方的政治智慧。

对内多头并进

舆论认为，德国新政府在内政方面
的计划雄心勃勃。

首先，由于绿党的重视，环保相关政
策将是新政府优先事项。据报道，新政
府计划在“理想情况下”将淘汰煤电的期
限从2038年提前至2030年，到2030年
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从当前设定的
65%提高到 80%。新政府还将引入“气
候检查”机制，即政府各部门在审查法律
草案时都会把对气候的影响和是否符合
气候目标纳入考量。同时，政府为了激
励企业投资绿色领域，未来企业对环保
科技的投资可获政府减免赋税。

其次，新政府将在改善社会福利方
面投入更多精力，包括：提高法定最低工
资至每小时12欧元，计划每年建造40万
套住房，继续限制房租上涨，改善卫生福
利等。此外，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网
络速度、为长期失业者提供更多继续教
育培训的机会等也是新政府计划的工作
重点。

财政方面，新政府表示，将从 2023

年起继续坚持以往的“减少债务”政策，
不过因当前德国新冠疫情严重，2022年
可以暂不坚持减债原则。

在颇受德国民众关注的养老退休政
策方面，从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的组阁
协议来看，改革力度不大，引发外界批
评。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
斯·菲斯特说，这是组阁协议里最弱的地
方之一，就当下德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
峻的趋势来看，当前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对外延续为主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在先前组
阁谈判中要求调整外交政策路线的声音
并不小。但有分析人士认为，新政府基
本会延续默克尔的外交政策。

根据组阁协议，新政府将继续支持
加强联合国在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作用，
支持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也将利用2022
年德国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机会
推进多边主义。新政府还将推动世贸组
织发展，推动改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欧洲事务方面，新政府将继续重视
德法盟友关系，同时重视通过欧盟平台
发挥影响力，推进欧洲战略自主，包括加
大对欧洲议会的支持，加强欧盟在包括
能源供应、卫生、原材料进口和数字科技
等国际事务关键领域中的战略自主性
等。另外，新政府还表示会更重视欧盟
东部和南部事务，加强与盟友的协调与
合作。舆论认为，新政府可能将促进欧
盟成员在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上行动
一致，从而在国际上更有作为。

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直要求德国
将国防支出增至国内生产总值 2%这件
事上，新政府组阁协议采取了模糊表达，
表示会长期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3%投入
到国际行动中，以加强德国外交和发展
政策，同时履行其在北约的职责。德国
媒体称这一表述为“一种灵活的包装
术”。

对俄罗斯关系方面，组阁协议把德
俄关系定性为“深层和多样化”，新政府
寻求全面和稳定的对俄关系，愿意采取
建设性对话，同时与俄罗斯在包括氢能
源、卫生、气候和环保领域等议题上加强
合作。 据新华社

普京“以攻为守”？
俄美元首日内瓦会晤以来，俄美

高层互动增加，两国代表还在双边战
略稳定对话机制下举行了会议。然
而与此同时，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
黑海地区局势、白俄罗斯与欧盟边境
难民问题、太空试验等激烈交锋，俄
美外交签证及财产等问题依然悬而
未决。正如俄外长拉夫罗夫所言，俄
美元首日内瓦会晤未给两国关系带
来任何突破和根本性变化。

有观点认为，假如说日内瓦会晤
侧重于为俄美关系定调，此次视频会
晤则更针对具体问题，反映了双方管
控分歧、降低直接冲突、建立“稳定、
可预测的”俄美关系的战略需要。

俄罗斯科学院欧洲问题研究所
研究员帕维尔·沙里科夫表示，事实
上，俄方一直以来希望重建与美各层
级对话，推进俄美关系正常化，进而
改善自身国际处境。面对西方持续
战略打压，俄采取“以攻为守”的外交
策略，积极利用自身地缘优势参与地
区热点问题，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

近期，从白俄罗斯与欧盟国家边
境的移民危机到乌克兰东部局势升
级，引发欧洲国家的普遍担忧，美国
也难以置身事外。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
所首席研究员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
夫认为，此次俄美元首视频会晤有利
于在日内瓦会晤的基础上，为俄进一
步实现外交目标创造新机会，特别是
在乌克兰问题、“北溪-2”天然气管道
项目、防止北约东扩等重大关切领域
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条件。 据新华社

12月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索契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视频会晤。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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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拉夫·朔尔茨当选德国总理
默克尔时代落幕

12月8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国会
大厦，朔尔茨（左）宣誓就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