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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危机

“百年老店”缘何溃败收场

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20周年之际，
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 20日举行线上记者
会。多名专家在会上谴责美国入侵、占领伊
拉克的野蛮罪行，指出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
来巨大伤痛，造成当地人权状况在各个层面
恶化。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人权法专家马
丁·布朗表示，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是以虚
假理由假装进行“人道行动”的野蛮行径，
显示了美国对国际法的公然藐视，暴露出美
国政坛是“一个似乎谁都不需要负责、虚假
正义的纸牌屋”。

布朗指出，伊拉克战争造成的动荡和混
乱给当地民众带来巨大痛苦和灾难。然而，
战争的发起者却几乎没有为其罪行承担任
何后果。

非政府组织日内瓦国际正义中心执行
主任纳吉·哈拉杰认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是
极大的恶行。战争开始后，美国表面上宣传
伊拉克人将自主决定自己的前途，但实际发
生的事正好相反。20年过去了，战争造成
的破坏依然存在，伊拉克的人权状况在各个
层面继续恶化。

“我们想明确指出一些国家的虚伪，尤
其是当他们假装忘记自己曾经入侵过伊拉
克的时候。”哈拉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语气
坚定地说。他指出，多年来，日内瓦国际正
义中心一直推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设立
一个委员会，调查美国发动伊战以来当地发
生的侵犯人权事件。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
把持下，这一问题一直未被纳入人权理事会

的讨论。
伊拉克巴格达大学工程学院前院长苏瓦

德·阿扎维披露，美军在战争中使用了贫铀弹
等各种非常规武器，给伊拉克人民的健康和
环境造成巨大伤害。她引述已发表的研究数
据说，由于这些武器的放射性影响，伊拉克民
众癌症、先天畸形等病症发病率显著增长。

阿扎维有些激动地表示，作为在美国大
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她多年来一直在向
美国和国际杂志投递关于伊拉克的文章。当
编辑们看到文章使用“入侵”字样时，没有人
愿意发表她的文章，伊拉克被入侵的真相就
这样因为美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被掩盖了。

专家们表示，美国悍然发动战争，给伊
拉克带来持续动荡、混乱，造成无数无辜平
民死亡。20年过去了，这场灾难的制造者
却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还继续道貌岸然地扮
演着“人权卫士”的角色。

在当天的记者会后，日内瓦国际正义中
心发布其最新完成的报告《追责与正义：侵
略伊拉克 20周年》。报告认为，在策划入侵
伊拉克的过程中，美国成功利用妖魔化萨达
姆政权并美化战争目的，来掩盖其侵略的真
实意图。

“在伊拉克被入侵和非法占领 20周年
之际，我们依然没有等到美国的正式道歉，
更没有任何赔偿，也没有国际法庭的审
判。”报告强调，伊拉克遭受侵略和占领的
代价是巨大的，发动战争者必须被追究责
任，受害者必须得到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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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大多
针对病毒而不是细菌。以色列特拉维
夫大学日前发表声明说，该校人员参
与的研究团队成功研发出一款针对鼠
疫耶尔森菌的mRNA疫苗，该技术或
将有助解决耐抗生素细菌的问题。

声明说，研究在动物模型中进行，
所有接种这种mRNA疫苗的动物都
完全实现了免受鼠疫耶尔森菌的侵
害。这一新技术可快速开发出有效针
对细菌的疫苗，以对抗由耐抗生素细
菌引发的流行性疾病。相关论文已发
表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

声明说，目前的mRNA疫苗——
包括部分新冠疫苗，能有效预防病毒
感染，但对细菌无效。病毒依赖宿主细

胞繁殖，将自己的mRNA分子插入人
体细胞，并以人体细胞为工厂，基于自
己的遗传物质生产病毒蛋白，实现自
我复制。mRNA疫苗就模拟了这一过
程，科学家在实验室合成出同样的
mRNA分子，将其包裹在脂质纳米颗
粒中。接种疫苗后，脂质会黏附于人体
细胞，细胞开始生产病毒蛋白质，免疫
系统提前熟悉了这些蛋白质后，未来接
触到真的病毒就可以发挥保护作用。

声明说，由于过去几十年人类过
度使用抗生素，许多细菌已产生对抗
生素的耐药性。耐抗生素细菌已对
人类健康构成一定威胁，开发出一种
新型疫苗或将为这一全球性问题提
供答案。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发表声明

研发出针对致命细菌的mRNA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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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联盟委员会 20日发布报告
说，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北部地区
现阶段已经受到干旱影响，引发人们
对农业、能源生产和生活方面的供水
担忧。

依据这份报告，由于刚刚过去的
冬季“异常干燥温暖”，欧洲南部和西
部大部分地区土壤湿度和河流流量
均处于异乎寻常的低位。阿尔卑斯
山脉雪水当量“远低于历史同期平均
水平”，将导致今年春季和初夏汇入

周边地区河流的融雪大幅减少。
雪水当量是评估积雪的重要参

数之一，指积雪完全融化后得到的水
形成的水层垂直深度。

报告说，欧洲今春气温有望高于
往年同期平均水平，而“水资源存在
严重紧张的高风险”。季节预报显
示，欧洲今春未来一段时间降水预计
空间分布不均且存在不确定性。专
家建议有关部门密切监测水位，准备
好节水计划。 据新华社电

美国亚马逊公司 20 日宣布，出
于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亚马逊打
算在今年 1月宣布裁员 1.8万人的基
础上，再裁员 9000人。

按照美联社说法，最新宣布的这
轮裁员规模为亚马逊“历史上第二大”，
仅次于1月那轮。据路透社报道，两轮
裁员共涉及2.7万人，约占亚马逊办公
室员工总数的9%。新一轮裁员主要涉
及云计算、广告、人力资源等部门。

据路透社分析，美国联邦储备委

员会为遏制通货膨胀率飙升而持续
激进加息，迫使企业和消费者削减开
支，影响包括技术企业在内的大批企
业前景，触发裁员潮。

去年以来，元公司、推特、亚马逊
等技术企业纷纷裁员，以应对经济形
势不佳、成本上升等问题。今年，裁员
潮愈演愈烈，除了亚马逊，字母表宣布
裁员 1.2万人，微软宣布裁员 1万人。
本月 14日，元公司启动第二轮裁员计
划，再裁1万人。 据新华社电

担忧经济前景

亚马逊拟再裁员9000人

欧盟报告

欧洲南部和西部已现旱情

这是3月20日在瑞士日内瓦拍摄的瑞士信贷银行（左）和瑞银集团。 新华社 发

瑞士联邦政府日前宣布，瑞士第二大
银行集团瑞士信贷银行将被瑞银集团以
30 亿瑞士法郎（约合 32.3 亿美元）的对价
收购。这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
起事关两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收购
案。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成立于 1856年的
瑞信是全球银行业监管机构认定的全球系
统重要性银行之一。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
机时期光环加身，到如今成为新一轮西方银
行业危机中首先倒下的系统重要性银行，瑞
信的溃败缘于多年来激进推动高风险投资
业务，而硅谷银行关闭引发的美国银行业风
险外溢只是压倒瑞信的“最后稻草”。

丑闻不断动摇根基

在不少业内人士眼中，瑞信的失败根
植于辉煌时期形成的“自满心态”。当时，不
少主要竞争对手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风雨飘
摇，瑞信却安然渡过危机，此后市值一度超
过美国高盛集团。当众多银行在危机过后
强化自身风险管控，瑞信则加码高风险的投
资银行业务，为如今的危机埋下祸因。

“他们（瑞信）自我感觉：‘我们是金融
危机的赢家，而其他所有人都受伤了’，”
瑞士冯托贝尔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业分析师
安德烈亚斯·文迪蒂告诉美国《华尔街日
报》，“因此，他们加倍拓展这类（高风险投
资）业务，投资银行风险敞口也随之扩
大。”

随后的 15年中，不少银行的业务更加
谨慎，而瑞信遭受了一系列丑闻冲击，股

价持续下跌，投资者和客户信任度显著下
滑，“百年老店”的行业声誉和经营根基由
此动摇。

其中，2021 年，美国对冲基金阿奇戈
斯资本管理公司的高风险投机产品发生爆
仓，瑞信损失 50多亿美元。一项独立调查
证实，瑞信风险管理和相应监督机制彻底
失灵。2022 年，德国媒体披露一起涉及数
万名瑞信客户的重大数据泄露事件，引起
公愤。去年以来，瑞信客户资金持续出逃，
仅四季度客户流出额已超过 1100亿瑞士
法郎。

英士国际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安东尼
奥·法塔斯表示：“股价下跌不会让银行破
产，但储户都离开会让银行破产。”

市场波动终被收购

瑞信状况急转直下并最终以被收购收
场，与近期市场波动有直接联系。

3月 10日，美国硅谷银行因资不抵债
遭监管部门接管并关闭。这是 2008年国
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关闭事
件，市场对西方银行业的担忧开始蔓延。

14日，瑞信发布报告称，该行对财务报
告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此后，瑞信
股票价格连续下挫。15日，盘中一度跌至
1.55瑞士法郎，收盘价为 1.70瑞士法郎，创
下历史新低。瑞信大股东沙特国家银行当
天以监管要求等为由，宣布将不会增持瑞信

股票。这一消息进一步挫伤市场信心。
美国银行业危机外溢、欧洲银行股普

跌、瑞信内控“爆雷”、大股东拒绝增持……
一系列负面消息，令瑞信雪上加霜。

为稳定预期，瑞信 16日宣布将向央行
瑞士国家银行借到高达 500亿瑞士法郎的
贷款。然而，瑞信股价此后继续下跌，证明
投资者依然缺乏信心。

“大而不倒”有隐患

面对外界质疑政府用纳税人钱救助
“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瑞士政府表示，
鉴于当前形势，瑞银收购瑞信是“恢复金融
市场信心的最佳解决方案，同时也是国家及
其民众应对风险的最佳解决方案”。

瑞士国家银行在19日发表的一份公报
中表示，此次收购是在瑞士联邦政府、瑞士
金融市场监管局和瑞士国家银行的支持下
实现的。瑞士国家银行将提供大量流动性
援助，以支持瑞银对瑞信的收购。两家银行
都可以通过瑞士国家银行获得流动性支持。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瑞银集团收购瑞
信有助于控制风险外溢，但瑞士体量最大
的两家银行合并，可能引发垄断担忧，影
响瑞士金融体系稳定，给未来埋下隐患。

一位金融业人士如此评价瑞信被收
购：“当一家以铁路实业起家的银行忘记
初心只追求高额回报，当一家银行的董事
会和管理层无视信托责任只关心自身报
酬，当一家银行丑闻不断丢掉最珍贵的信
誉最终失去客户信任，结局早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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