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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证券报》报道，在某网购社区中，李宁一款限
量篮球鞋，最高售价达到29999元，相比发售价涨了近17
倍，最近购买记录近300条。更夸张的是，另一款鞋售价
高达48889元，比发售价翻了31倍。此外，实体商场内的
部分国产品牌旗舰店也出现了抢购、断货情况，以至于有
消费者感慨：“国货也买不着、买不起了。”

几乎是一夜之间，消停了好一阵的“炒鞋”话题又回
来了。这一次被炒的，是以李宁、安踏为代表的国产鞋。此
轮炒鞋潮有一个重要的关联背景：一些跨国企业恶意抵
制新疆棉花，广大消费者用脚投票，放弃购买相关品牌的
服装和鞋子，转而支持国产品牌。一些炒鞋客却将此视为

“商机”，通过囤货、提价等方式试图大赚一笔。当这样的
市场行为失控，或是有人恶意从中操纵，就可能造成多方
面的伤害。

对消费者来说，如果因此无辜成了炒鞋客的“接盘
侠”，无疑会面临金钱上的损失。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
叫“郁金香效应”——17世纪，郁金香被引入西欧，由于
稀缺而受人追捧，有人趁机大肆囤积导致郁金香售价一
路飙升。就在人们以为价格还会上涨时，突然的抛售让郁
金香市场崩溃，许多此前高价购入的人因此倾家荡产。

2019年，一些外国品牌的限量鞋曾引发一波疯狂的
炒鞋潮，此外，普洱茶、白酒、比特币等也被“炒”过，这些

不过是一朵又一朵的“郁金香”。随着商品价格与实际价
值偏差越来越大，球鞋、茶叶、白酒仿佛成了“期货”，分期
支付、先给钱后发货、集资团购等金融手段纷纷加入，但
由于没有正规的市场监管，炒客们背负的风险越来越大。

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曾专门发布金融简报，
提醒注意炒鞋可能存在的非法集资、金融诈骗、杠杆化等
违法问题或金融风险，一些炒鞋客“空手套白狼”的做法
也被曝光。尽管如此，彼时的炒鞋热潮退去后，依然有年
轻人因手上的鞋价格暴跌而负债，有人因受骗“鞋财两
空”，也有人面临法律的制裁。

“郁金香”的美不在于售价。近年来，不少国产运动品
牌在技术和设计创新上取得长足进步，凭实力成为国潮
品牌。如今，有更多人关注国货本是好事，但如果投机者
通过非正常手段把持货源，让国产鞋的价格高到畸形，无
疑会打击消费者的积极性，最终让向好发展的整个行业
遭受损失。如果炒国产鞋的风气刹不住，无论买不买鞋，
人们的爱国情怀恐怕都会受到伤害。

爱国应该表现在行动上，而不能一边喊着口号一边
算计自己的同胞。无论是炒鞋、炒酒还是炒茶，监管部门
都应及时出手泼水降温，品牌方、经销商更不能坐视不管
甚至推波助澜——来之不易的品牌形象和口碑需要共同
维护。

炒鞋，一边“支持国货”一边算计同胞

我国将从5方面发力防止返贫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6日发布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白皮书全面回顾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与

贫困作斗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指挥、亲自部署、亲自督战，汇聚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波澜壮阔伟大历程，全景式反映中国减贫
事业发展成就和世界贡献。

白皮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建立
新中国，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崭新历程。改
革开放极大促进了中国发展，中国减贫进程加快推进。中
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减贫进入脱贫攻坚历史新阶段。
中共十八大以来，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年底，中
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白皮书指出，脱贫攻坚战对中国农村的改变是历史性
的、全方位的，是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深刻改变
了贫困地区落后面貌，有力推动了中国农村整体发展，补
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短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历史上首次
整体消除绝对贫困，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百年夙
愿。

白皮书说，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
绝对贫困，提前 10年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减贫目标，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大事件，也是人类减贫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
件，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
献。

白皮书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包括五个部分，分别为
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为人类减贫探索新的路径、携手共建
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另讯 中央农办副主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王正谱6
日表示，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
防止返贫，将采取5个方面举措防止返贫。

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人类减贫的中国实
践》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王正谱在新闻发布会
上作出了上述表示。

他介绍，现在的脱贫户和一些边缘户有返贫的风险。
为防止返贫，一是建立了长效机制，即防止返贫的监测和
帮扶机制。主要监测收入状况、“三保障”状况、饮水安
全状况。在国家层面，将对各地工作进行定期调度，健全
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监测帮扶机制，分层分类做好救助工

作，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二是保持政策的连续和稳定。中央决定对脱贫县设立

五年的过渡期，在这五年中，主要帮扶政策保持稳定并不
断完善，要“扶上马、送一程”。对现有的帮扶政策，目
前正在进行梳理、调整、优化和完善，逐步由集中资源支
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共确定了30多
项配套政策，将陆续出台。

三是强化帮扶。继续做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有
针对性做好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加强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建设。抓好重点帮扶县工作，中央决定在西部地区设立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帮扶其顺利走上乡村全面振兴的道
路。各省也要选择一些重点县集中帮扶。

四是汇聚各方力量。脱贫攻坚工作非常重要的一条经
验，就是汇聚社会各方的力量集中攻坚。这些政策、措施
要继续执行，比如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央单位
定点扶贫等。

五是继续压实工作责任。在过渡期内，继续坚持五级
书记一起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
项工作。将适时组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后评估工
作，重点评估巩固质量和拓展成效，进一步压实各级党委
和政府的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挥别“欧元之父”蒙代尔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4月

4日清晨在位于意大利中部锡耶纳地区的家中悄然离世，享
年88岁。

蒙代尔在 20世纪 60年代为国际经济关系理论作出了
开创性贡献，是经济学中“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奠基人，被誉
为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宏观经济学家之一。德国《法兰
克福汇报》说，如今专家们争论欧洲货币联盟存在意义的时
候，因为蒙代尔是第一个提出相关货币理论的经济学家，往
往还会引用他的著作。

“欧元之父”

蒙代尔1932年出生于加拿大，195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等地从事学术研究或任教。此外，他还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顾问，为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出谋划
策。

蒙代尔对经济发展模式和货币政策有独到见解。在哥
伦比亚大学任经济学教授期间，他提出“灵活的市场，包括
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单一货币区取得成功的必要
条件”。这一理论使他获得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事实上，该理论可以追溯到 1961年，即蒙代尔职业生
涯开始阶段。他当时发表的《最优货币区域理论》一文，至今
仍有广泛影响力。这一研究为后来欧元的诞生奠定了理论
基础，蒙代尔也因此被尊称为“欧元之父”。

前欧洲央行董事会成员洛伦佐·比尼·斯马吉曾评价
说：“很难把如此复杂的工程（欧元）归因于一个人，但在理
论创造方面，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供给学派架构师

蒙代尔还被认为是供给学派的架构师，其贡献获得众
多经济学家肯定。芝加哥大学教授、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认为，蒙代尔在 20世纪 60年代主
导了国际贸易理论。美国经济学家阿瑟·B·拉弗也曾表
示，在他看来，蒙代尔是 20世纪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
经济学家。

20世纪 70年代，蒙代尔与拉弗及其他几位经济学家
一道建立了供给学派。他们提倡用低税率和宽松财政政策
来刺激经济增长，推行紧缩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货膨胀，这
成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在职业生涯后期，蒙代尔还提出一种“世界货币”的
设想，即包含美元、欧元和日元在内的一篮子货币，以此
作为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稳定金融市场的一种方式。

多次到访中国

蒙代尔生前对中国的经济、教育和商业发展进行过深
入研究，曾多次到中国访问、讲学，受聘担任过多所中国
知名大学的荣誉教授。2005年，北京市政府举行仪式，为
蒙代尔颁发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蒙代尔 2011年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曾说，当时
欧美的债务困局表明，发达国家集团已不可能像以前那样
全面掌控全球经济动向。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
家正在成为新兴力量。“两大集团的相互依赖性在增强，
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也有责任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参
与方。”

长期以来，蒙代尔一直主张，人民币应该同美元、欧
元、日元和英镑一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中占
有一席之地。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人民币在世
界经贸体系中的地位将不断上升。 据新华社

新华社成都4月6日电 近日，三星堆遗
址新发现的 6座古蜀“祭祀坑”中出土的重
要文物相继向世人亮相。其中，一件残缺的
黄金面具尤为惊艳，引起考古界和公众的极
大关注。

这件黄金面具出自三星堆遗址的 5 号
“祭祀坑”，重量大约 286克，是三星堆遗址
迄今发现最大的黄金面具。根据统一安排，
5、6、7号“祭祀坑”的发掘工作由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四川大学联合负责。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与发掘工作的
师生对黄金面具的出土过程记忆犹新。他们
告诉记者，黄金面具最早是 1月 5日在祭祀
坑内被发现的。一开始，由于只清理出金器
的局部，并没有引起大家很大的注意。随着
坑内填土的逐层清理，金器揭露出的范围越
来越大，大家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一件常见的
器物。

而当黄金面具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整
个发掘区里的考古队员们都沸腾了。

如何安全、科学地将黄金面具提取出来，成为一个
难点。根据发掘者介绍，若只是从填土中取出一件器物
倒也并不复杂，对于金器而言，当周围的填土清理了以
后，它在坑里的状态是比较稳定的。

然而每一个深埋千年的器物都不是孤立的，若将器
物贸然取走，则可能会打破器物与器物之间的关联性，

我们将失去探寻背后原因和故事的蛛丝马迹。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与文保人员经过反复酝酿和
讨论，于2月2日将这件黄金面具提取出来，送到实验
室进行小心地清理和修复，这件残缺却令人震惊的黄金
面具终于显露于天下。

三星堆黄金面具是如何出土的

三星堆黄金面具（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