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21年12月31日 星期五 责编王萌 版式梁燕 天下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白 杰 品 股

关押期间，疾病缠身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获特赦
被正式释放

新年前夕，美国、英国、法国等国
新冠疫情数据再度刷新各自纪录。一
些卫生官员和专家甚至以“战争状态”

“急转直下”等词汇形容当地疫情形势
之严峻。回顾本地疫情反反复复的
2021年，这些国家对于今后的疫情防
控和合作应该多一些反思——

新冠确诊病例一天激增 51 万例
——这个听起来很惊悚的数据却是美
国的现实。

临近2021年年末，一系列数据都
给美国疫情防控再次敲响警钟：美国
12月28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51
万，为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美国
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5302 万例，累计
死亡病例超过 81.97 万例，这两项数
据依然是全球最高。此外，单周新增
儿童新冠确诊病例数已连续 20 周超
过10万例。最新报告显示，新冠成为
继心脏病和癌症之后美国民众的第三
大死因。

截至圣诞节当天的一周内，美国
新增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占当周新
增新冠总病例数的58.6%。奥密克戎

已取代德尔塔毒株成为在美主要流行
毒株。不过，疫情如此严重，美国疾控
中心反而修改了指导意见，包括缩短
对无症状感染者的建议隔离期等，以
缓解航空等服务业人力短缺的难题。
不少医疗专家对此提出质疑。

放眼欧洲，不少国家也不得不在
严峻的疫情形势下辞旧迎新。奥密克
戎毒株迅速蔓延，英国、法国、意大利
等多国刷新疫情数据纪录。

在刚刚过去的圣诞假期内，多数
欧洲国家没有采取很严格的防疫措
施。最新数据显示，奥密克戎毒株快
速传播，已成为欧洲部分地区的主要
流行毒株。

英国 12 月 28 日单日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再破本国纪录，逼近 13 万例。
英国国民保健制度国家医疗事务主任
史蒂文·波伊斯曾警告说，随着奥密克
戎毒株席卷全英，其卫生服务已处于

“战争状态”。
法国 12 月 29 日公布的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数超过20万例，再度刷新本
国疫情暴发以来纪录。法国卫生部长

韦朗说，法国现有活跃病例超过 100
万例。从疫情数据来看，法国的疫情
形势在“急转直下”。

新年将至，美欧发达国家在坐上
“疫情过山车”的同时，也应对全球疫
情的蔓延多一些反思。奥密克戎毒株
已再次给世界敲响警钟：疫苗分配不
平等现象持续时间越长，病毒出现更
多变异的可能性就越大，全球必须合
力应对“免疫鸿沟”。 据新华社

世卫组织：
奥密克戎和德尔塔毒株可能导致
全球新冠病例“海啸”般激增

世界卫生组织29日警告，传播性
更强的奥密克戎毒株和目前仍广泛传
播的德尔塔毒株若无法遏制，可能会
导致全球新冠病例如“海啸”般激增，
给各国卫生系统带来巨大压力。

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谭德塞再次
对所谓“奥密克戎毒株造成的症状较
为温和”的说法表示担心，称这种观念
可能是危险的。 据新华社

收官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冲高震荡，收

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四集体反弹，创业板指收涨

1.25%表现最好。盘面上，元宇宙题材卷土
重来，中药板块继续活跃，北上资金净买入
81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88只，跌停3
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均收复5日均线，
两市合计成交10178亿元环比增加；60分钟
图显示，各股指均收于5小时均线之上，60
分钟MACD指标均保持金叉状态；从形态来
看，尽管市场成交还未有效放大，但沪深股
指近来收复长阴所用的时间越来越短，这说
明市场资金因看好来年行情，年末承接力度
越来越强。由于各技术形态再次被修复，沪
指60分钟MACD指标甚至出现第三次金叉，
后市有望延续回升态势。期指市场，各期指
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各合约负溢价
水平整体略有增加。综合来看，周五是
2021年的最后收官之日，市场有望出现中
阳走势。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10.03元均价买入
华创阳安38万股，之后以10.16元均价卖
出30万股；以31.2元均价买入泽达易盛5
万股，之后以32.6元均价卖出5万股。目前
持有泽达易盛（688555）8万股，华创阳安
（600155）80万股，徐工机械（000425）30万
股，鲁银投资（600784）40万股。资金余额
13789926.88元，总净值28752526.88元，盈
利14276.26%。

周五操作计划：拟择机买入技术形态
不错、且股东人数连续10个季度减少的滞
涨医药股复旦复华（600624）不超10%仓位，
华创阳安拟先买后卖做差价，泽达易盛拟
不低于39元适当高抛，徐工机械、鲁银投资
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当地时间 12
月31日0时（北京时间30日23时）获
得特赦，被正式释放。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向因病
正在三星首尔医院接受住院治疗的朴
槿惠颁发赦免证书，同时撤离常驻病
房的法警，赦免程序结束。

本月 24 日，韩国政府宣布，朴槿
惠将于本月 31 日获得特赦。韩国政
府表示，从国民团结和朴槿惠本人健
康状况等因素考虑，做出特赦决定。
朴槿惠因患病于11月22日起接受住
院治疗。

朴槿惠2013年至2017年任韩国
总统。2017年3月10日，韩国宪法法
院通过了针对时任总统朴槿惠的弹劾
案，朴槿惠被弹劾罢免，失去司法豁免
权。今年 1 月，朴槿惠因“亲信干政”
案和收受国家情报院“特殊活动费”案
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加上此前在干
涉国会选举案中获刑 2 年，累计获刑
22年，刑期从2019年4月17日算起。

韩国目前疫情严峻，而总统选举
只剩不到3个月时间。韩国现任总统
文在寅为何在大选临近的微妙节点特
赦朴槿惠？朴槿惠出狱对于选情胶着
的韩国大选将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李旻撰文称，在
圣诞、新年或其他重要的时间点进行
特赦，是金泳三政府以来历届韩国政
府的“常规操作”。金泳三时代的特赦
多达 9 次，金大中和卢武铉时代分别
有8次，李明博时代有7次，朴槿惠时
代有 3 次，而本次特赦则是文在寅上
台以来的第5次。

尽管特赦几乎年年都有，但此次
特赦的涉及对象无疑是重量级的，至
少包含了 3 位在韩国家喻户晓的人
物。首先是朴槿惠。朴槿惠2017年3
月因卷入“亲信干政”案被拘，迄今已
被监禁 4 年多，是韩国坐牢时间最长

的前总统。关押期间，朴槿惠疾病缠
身，常年往返于医院和牢房，今年以来
已第三次监外就医。

另外一位重量级人物是韩明淑。
韩明淑历任韩女性部部长、环境部部长
等要职，并于2006年4月至2007年3
月担任总理，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
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女性总理。她因涉
嫌收取非法资金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在
此次特赦中其相关权利得到恢复。

前统合进步党议员李石基被假释
也是此次特赦的关注点之一。李石基
被认为是坚定的反美主义者。2015
年，韩国大法院认定李石基“煽动内
乱”罪成立，判其服刑9年。虽然李石
基此番被列入特赦名单，但假释不等
于赦免，且其政治权利并未得到恢复，
重返政坛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此次特赦，可以说比较均衡地照
顾到了韩国政坛的各路人马。韩国政
府表示，此次赦免旨在摆脱不幸历史，
实现全民大团结，进而抗击疫情并朝

向未来迈出新的一步。
然而现在来看，韩国政府的“好

意”似乎并未得到广泛认可。赦免朴
槿惠的声音早已有之，但主要集中在
保守势力。围绕朴槿惠该不该放的争
吵还在继续，韩国国民内部的矛盾并
未缓和。

更大的问题可能在于宣布特赦的
时机。此次特赦发生在韩国大选前
夕，难免让人怀疑其中意图。代表保
守势力的国民力量党认为，此次特赦
就是一场“政治谋略”，意在帮助执政
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胜选。

同为阶下囚的前总统李明博此次
并未得到特赦，更是加深了这种怀疑。
国民力量党公开指责文在寅区别对待
两位前总统，称其目的是制造保守阵
营内“亲朴”派和“亲李”派的内斗。当
然，韩国政府对这种说法进行了驳斥，
称两名前总统的“情况不同”，政府在决
定赦免对象时，需考虑“国民情绪”。

对谁有利，尚难定论。 据新华社

2017年3月30日，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中）前往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美国一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51万例

美欧新年前又坐上“疫情过山车”

拜登与普京
将再度通话讨论乌克兰局势

美国白宫 29 日宣布，总统约瑟夫·拜
登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定于30
日再度通话。乌克兰局势预计将成为两国
领导人此次通话重要议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埃米莉·
霍恩29日发表声明说，在30日的通话中，
拜登与普京将讨论一系列话题，包括即将
举行的美俄双边安全事务对话以及欧洲紧
张局势。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
夫也确认俄美领导人通话定于 30 日晚上
进行，但未透露更多细节。

拜登与普京本月7日曾举行视频会晤，
讨论包括乌克兰局势在内多项议题。

那次视频会晤中，拜登警告，如果俄罗
斯“入侵”乌克兰，俄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后
果。普京则强调，北约东扩并在俄罗斯邻
国部署进攻性武器触犯俄方“红线”。

据路透社报道，就乌克兰局势，拜登连
日来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话，美国政府官
员也与北约、欧盟、欧安组织等相关方接
洽，协调立场。

美国和北约欧洲成员国指认俄罗斯近
期在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地带集结大量军
队，伺机“入侵”乌克兰。美国及其欧洲盟
友威胁，一旦俄方对乌采取军事行动，它们
将协同对俄施加严厉制裁。

俄罗斯指认北约东扩危及俄国家安全，
要求美国和北约提供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
保证”，包括停止东扩、不在乌克兰等原苏联
加盟共和国部署威胁俄安全的武器等。

明年1月10日和12日，俄罗斯将同美
国、北约方面代表分别在瑞士日内瓦和比
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对话，讨论乌克兰局势
和其他安全事务议题。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