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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观点： 
 海外经济政策：1）第一共和银行“暴雷”，美国金融体系压力回升。第

一共和银行一季度营收、每股收益和净利息收入均好于市场预期，但存

款剧减引发股价暴跌，5月 1日被摩根大通收购。第一共和银行更像“传

统银行”，其倒闭引发市场对地区性银行的重新检视。美联储银行定期融

资计划（BTFP）和贴现窗口贷款余额均连续两周上升，说明美国金融体

系压力边际上升。我们认为，在高风险银行彻底“出清”以及新一轮监

管改革完成之前，围绕美国中小银行的担忧可能持续存在。2）美国债务

上限风波延续，“X 日”或提前至 6 月 1日。今年年初，美国政府支出已

达到法定债务上限，当月已采取特别措施防止出现违约。由于税收不达

预期，4月中下旬债务上限问题再度引发关注，一度引发 1年期国债利率

暴跌、3 年期国债利率上涨。5 月 1 日，耶伦警告国会称，财政部可能在

6月 1日用完现金。拜登将于 5月 9日邀请两院领袖会谈。3）美国 ISM

制造业 PMI环比回升，就业和物价指数仍强。美国 4月 ISM制造业 PMI

为 47.1，高于预期 46.8和前值 46.3，但已连续 6个月放缓。值得注意的

是，就业指数、物价指数和客户库存指数环比上行至荣枯线以上。结合

美国一季度 GDP 数据，我们认为，在美国经济和通胀的双韧性下，需要

对美联储“放鹰”保持警惕，对于“衰退交易”需要更多耐心。4）欧元

区一季度 GDP 增速略低于预期，4 月 HICP 基本符合预期。欧元区一季

度 GDP同比增长 1.3%，低于预期 1.4%和前值 1.8%，德国一季度 GDP

环比零增长。欧元区 4 月 HICP 同比上涨 7%，持平预期、高于前值

6.9%；4月核心 HICP同比上涨 5.6%，低于预期和前值 5.7%。5）日本

央行最新会议未改总体政策立场，但取消利率前瞻指引。4 月 28 日，日

本央行公布议息会议结果，维持 YCC 政策不变，但取消利率前瞻指引。

最新经济预测认为，2023财年价格风险偏向上行，经济不确定性极高。 

 全球大类资产：1）全球股市：截至 4 月 28 日，美股整周微涨，欧洲股

市和亚洲股市以跌为主，美洲股市表现参差；本周（截至 5 月 2 日），美

股转跌、欧洲股市再度下跌、亚洲股市反弹，美洲股市整体偏跌。2）全

球债市：截至 4 月 28日，受债务上限到期日提前影响，1 月期美债收益

率上涨近 1个百分点，其余期限美债收益率以跌为主；本周（截至 5月 2

日），1月期美债收益率再度上涨 21BP。3）大宗商品：截至 4月 28日，

原油和铜铝价格下跌、金银价格微涨、农产品价格暴跌。截至 5月 2日，

市场担忧原油需求减少，两油价格暴跌超 5%，不过铜铝价格基本稳定。 

4）外汇市场：截至 4月 28日，美元指数微涨 0.05%；截至 5月 2日，

美元指数走强，逼近 102关口，主因日元连续贬值。 

 风险提示：美欧银行业危机持续时间超预期，美欧货币政策超预期，美

欧经济衰退风险超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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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外经济政策 

1.1第一共和银行“暴雷”，美国金融体系压力回升 

第一共和银行存款剧减引发股价暴跌，被摩根大通收购。4月 24日美股盘后，第一共和银行披露的一季报显示，营收、每

股收益和净利息收入均超市场预期：一季度营收同比下降 14%至 12亿美元，高于预期的 11.2亿美元；每股收益（EPS）

1.2美元，高于预期的 0.7美元；净利息收入同比下降 19%至 9.2亿美元，高于预期 8.9亿美元。不过，令市场恐慌的是，

截至一季度末，第一共和银行存款仅有 1045亿美元，较上季度末剧减约 720亿美元，降幅接近 41%。若剔除摩根大通等

存入的 300亿美元，一季度第一共和银行实际流失存款达到 1020亿美元。4月 25日，第一共和银行股价暴跌 49.4%，换

手率达到 114.7%，至 4月 28日股价跌至 3.5美元/股，较年初跌去 97.1%。5月 1日，第一共和银行被监管机构接管，摩

根大通同日宣布将向 FDIC支付 106亿美元以收购第一共和银行，偿还来自美国大型银行的 250亿美元存款，并豁免第

一共和银行应偿还的 50 亿美元存款。第一共和银行是美国近两个月以来倒闭的第三家银行，也是美国历史上倒闭的第二

大银行，总资产仅次于 2008年倒闭的华盛顿互惠银行。5月 2日，拜登表示，对第一共和银行采取的行动确保了美国银

行业系统继续保持安全，同时呼吁国会授权给予银行监管工具，认为银行业系统正稳步走向恢复稳定。同日，纽交所启

动第一共和银行退市程序。 

图表1 截至 4月底，第一共和银行股价较年初已跌去 97.1%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第一共和银行更像“传统银行”，其倒闭引发市场对地区性银行的重新检视。硅谷银行存款外逃的最关键原因在于负债端客

源单一，多为初创企业且超过 90%的存款高于存款保险限额。对比来看，据标普全球统计，第一共和银行超过存款保险额

度的存款占比约 67%，相对硅谷银行更加平衡，但也处于较高水平。第一共和银行破产，一方面是受硅谷银行事件影响，

市场主体进一步“用脚投票”，试图远离受资产价格下跌影响较大的金融机构。例如，第一共和银行的存款流失，也离不开

资产亏损问题，该行截至 2022年末的持有至到期证券账面亏损约为 48亿美元，房地产按揭贷款的公允价值比其账面价值

低约 190 亿美元。另一方面，在当前美联储加息环境中，低成本获得的存款倾向于转移到其他高收益金融产品中（包括货

币市场基金），加速了存款的流失。 

美联储银行定期融资计划（BTFP）和贴现窗口贷款余额均连续两周上升，说明美国金融体系压力边际上升；FDIC 提出存

款保险制度改革。截至 4月 26日，美联储 BTFP余额为 813.3亿美元，较 4月 19日增加 94.9亿美元；贴现窗口余额为

738.6亿美元，较 4月 19日增加 39.3亿美元，两者均连续两周上行且增幅扩大。为应对银行业危机，5月 1日美国联邦存

款保险公司（FDIC）发布《存款保险改革选择》报告，期望降低市场恐慌情绪、平抑市场波动，报告提出了三种方案：有

限的保障、无限的保障和有针对性的保障。FDIC 认为，有针对性的保障，即根据不同的账户类型提供不同的存款保险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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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付款账户比其他类账户可得到更多保障，最能满足存款保险的金融稳定、保护储户的目标。我们认为，在高风险银行

彻底“出清”以及新一轮监管改革完成之前，围绕美国中小银行的担忧可能持续存在。 

图表2 4月 19日起美联储 BTFP余额再度上行 
 
图表3 4月 19日起美联储贴现窗口贷款余额再度上行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1.2美国债务上限风波延续，“X日”或提前至 6月 1日 

今年年初，美国政府支出已达到法定债务上限，当月已采取特别措施防止出现违约。自 2013年 12月以来，美国政府的债

务法定上限已经提高了 9次，从 2013年的16.7万亿美元开始，到 2021年12月提升2.5万亿美元至31.4万亿美元止，翻

了近一番。2023年 1月 19日美国政府再度超过该限额，为防止美国违约，美国财政部开始采取特别措施，暂停对相关基

金的投资，主要包括公务员退休和残疾基金和邮政服务退休人员的健康福利基金等。 

美国众议院在共和党议长带领下通过《限制、节约、增长法案》，两党陷入博弈，财长耶伦发出警告。截至 4月 12日，美

国财政部一般账户（TGA）余额仅 865.5亿美元，是自 2021年 10月以来最低；截至 4月 28日 TGA余额回升至 2962亿

美元。截至 3 月，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累计同比下降 4.3%，财政支出累计增长 25.1%，造成财政赤字累计同比上涨

133.8%。高盛认为，4月美国政府税收不及预期或使债务上限危机从 7月提前至 6月，金融市场将加大对债务上限风险的

押注。4月 20日，由于对债务上限僵局的担忧日益加剧，交易员纷纷买入 1个月期美国国债，导致其收益率暴跌 55BP。4

月 26 日美国众议院在议长、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的带领下，勉强通过了《限制、节约、增长法案》议案，将债务上限上调

1.5万亿美元和未来合计削减 4.5万亿美元政府开支捆绑。随后，美国白宫针对众议院共和党的债务上限处置草案发布声明，

称共和党的债务上限草案没机会（让总统拜登签字生效并）成为法律，共和党议员们必须采取行动，以避免美国政府爆发

债务违约。5月 1日，美国财长耶伦警告国会称，如果国会无法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财政部最早可能于6月 1日很快用完

现金。5月2日，美国白宫就总统拜登与众位议长麦卡锡的通话发表声明，确认拜登将于 5月 9日邀请国会两院领袖就债务

上限问题进行当面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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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 2023年 1月美债总额已超过债务上限 
 
图表5 TGA账户正处于新一轮低位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1.3美国 ISM制造业 PMI环比回升，就业和物价指数仍强 

美国 4月 ISM制造业 PMI数据环比上行，不过已连续 6个月萎缩。5月 1日公布的美国 4月 ISM制造业 PMI为 47.1，高

于预期 46.8和前值 46.3，但已连续 6个月放缓。分项上，一方面，就业指数、物价指数和客户库存指数环比上行至荣枯线

以上，进入扩张状态。就业指数环比上行 3.3个点至 50.2，三个月来首次突破荣枯线；物价指数为 53.2，大幅高于预期49

和前值 49.2，创 2022年 7月以来新高；客户库存指数环比上行 2.4个点至 51.3。另一方面，美国经济需求面边际暂时改

善。新订单指数环比上行 1.4个点至 45.7；进口指数环比上行 2个点至 49.9。最后，全球经济需求面也有所好转。新出口

订单指数环比上行 2.2个点至 49.8。在内外皆具韧性的需求牵引下，产出指数环比上行 1.1个点至 48.9；库存指数环比下

降 1.2个点至 46.3，创 2020年 8月以来的最低；订单库存环比下降 0.8个点至 43.1。同日稍早公布的美国 4月 Markit制

造业 PMI终值 50.2，低于预期和初值 50.4，但走出了连续 5个月的萎缩区间。结合美国一季度 GDP数据，我们认为，在

美国经济和通胀的双韧性下，需要对美联储“放鹰”保持警惕，同时对于“衰退交易”需要更多耐心（参考报告《对美国

消费韧性的三点思考——兼评美国一季度GDP数据》）。 

图表6 美国 4月 ISM制造业 PMI环比改善超预期 
 
图表7 美国 4月 ISM制造业 PMI中就业和物价坚挺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1.4欧元区一季度 GDP增速略低于预期，4月 HICP基本符合预期 

欧元区一季度 GDP 同环比增速均略低于预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环比零增长。4月 28日，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

示，季调后，欧元区一季度 GDP同比增长 1.3%，低于预期 1.4%和前值 1.8%，环比增长 0.1%，低于预期 0.2%、高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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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0%。分国别看，作为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0.2%，低于预期 0.8%和前值 0.3%，环比增长

0%，低于预期 0.2%、高于前值-0.4%；法国一季度 GDP同比增长 0.8%，低于预期 0.9%和前值 0.5%，环比增长 0.2%，

持平预期、高于前值 0.1%；意大利一季度 GDP同比增长 1.8%，高于预期和前值 1.4%，环比增长 0.5%，高于预期 0.2%

和前值-0.1%。 

图表8 欧元区一季度GDP同比增速进一步回落 
 
图表9 德国 2023年一季度GDP环比零增长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欧元区 4月 HICP同比增速回升至 7%，环比增速小幅放缓，总体基本符合预期。欧元区 4月 HICP同比上涨 7%，持平预

期、高于前值 6.9%，环比上涨0.7%，低于预期 0.8%和前值0.9%；4月核心 HICP同比上涨5.6%，低于预期和前值5.7%。

分国别来看，意大利4月CPI同比上涨8.3%，高于前值7.7%，环比上涨0.5%，高于前值-0.3%，4月HICP同比上涨1%，

高于前值 0.8%；法国 4月 HICP同比上涨 5.9%，高于预期和前值 6.7%，环比上涨 0.7%，低于预期 0.8%和前值 1%；德

国 4月 HICP同比上涨 7.2%，低于预期 7.3%和前值 7.4%，环比上涨 0.4%，低于预期 0.6%和前值 0.8%。此外，欧元区4

月服务 HICP和能源 HICP同比分别上涨 5.2%和2.5%，较前值分别高 0.1和1.6个百分点。 

图表10 欧元区 4月 HICP基本符合预期 
 
图表11 欧元区 4月能源和服务 HICP同比增速上行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1.5日本央行最新会议未改总体政策立场，但取消利率前瞻指引 

日本 4月东京 CPI走强，3月零售销售和工业产出同环比增速均高于预期。日本4月东京 CPI同比上涨 3.5%，高于预期和

前值 3.3%，环比上涨 0.7%，高于前值 0.3%；4 月东京 CPI(除生鲜食品及能源)同比上涨 3.8%，高于预期 3.5%和前值

3.4%。需求端，日本3月零售销售同比上涨 7.2%。高于预期6.5%和前值6.6%，环比上涨0.6%，高于预期0.3%、低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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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1.4%。供给端，日本 3月工业产出同比上涨-0.7%，高于预期-1.2%、低于前值-0.5%，环比上涨 0.8%，高于预期 0.4%、

低于前值 4.6%。 

图表12 日本 4月东京 CPI同环比均走高 
 
图表13 日本 3月失业率上行 0.2个百分点至 2.8%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日本央行公布议息会议结果，维持 YCC政策不变，取消利率前瞻指引，宣布开启货币政策审查。4月 28日，日本央行公

布利率决议，将基准利率维持在历史低点-0.1%，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目标维持在0%附近，继续在每个工作日以固定利率

购买 10年期日本国债，符合市场预期。同时，日本央行取消了利率前瞻指引，删除了“短期和长期政策利率将维持在目前

或更低的水平”的表述。此外，日本央行宣布将对政策展开全面评估，计划的时间架构约为一年到一年半。经济和通胀预

测方面，2023 财年价格风险偏向上行，日本经济不确定性极高，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放缓。具体数值上，调高日本央行下

调 2023财年GDP增速预期 0.3个百分点至 1.4%，上调 2024财年GDP增速预期 0.1个百分点至 1.2%，2025财年GDP

增速预期为 1%；日本央行将 2023财年核心 CPI预期上调 0.2个百分点至 1.8%，上调 2024财年核心 CPI预期 0.2个百

分点至 2%，2025财年核心 CPI预期为 1.6%。决议公布后，市场感受偏向“鸽派”，日元兑美元当日下跌1.7%，日本十

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 6.3BP至 0.403%。 

图表14 4月日本央行将 2023财年经济增长预期调低、核心 CPI调高 

 

资料来源：日本央行(April 2023),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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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资产表现 

2.1全球股市：美股由涨转跌、欧股连续下探、亚洲股市反弹 

上周（截至 4月 28日），全球股市涨跌互现。美国股市整周微涨，道琼斯指数和标普 500指数整周均上涨0.9%，纳斯达克

指数涨幅稍高达 1.3%，分别创两个半月、三个月和七个月新高，均连涨两月。5月 1日，美股三大股指表现稳定，标普持

平、纳指和道指微跌 0.1%。5月 2日，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跌幅均略超 1%。标准普尔 500波动率指数见底后，于 5

月前两日连续回升，暂时并未因第一共和银行破产而大幅上升。值得一提的是，截至 5月 2日，标普 500指数已经脱离我

们的 50日“超买”区间。 

图表15 截至 5月 2日，标普 500脱离“超买”区间 
 
图表16 第一共和银行破产，VIX反应较为平淡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注：超买超卖指标=即期标普
500指数与过去 50日移动平均值偏离的标准差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上周（截至 4月 28日），欧洲股市以跌为主，英国金融时报 100指数、法国巴黎 CAC40指数和意大利 ITLMS指数整周分

别下跌 0.6%、1.2%和 2.3%，德国法兰克福 DAX指数逆势微涨 0.3%，俄罗斯 RTS指数涨幅稍高达 1.4%。亚洲股市同样

以跌为主，韩国综合指数、中国香港恒生指数、中国创业板指数、马来西亚吉隆坡指数、东盟富时 40指数和中国沪深 300

指数整周分别下跌 1.7%、0.9%、0.7%、0.4%、0.3%和 0.1%。日本日经 225指数在延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取得 1%的

涨幅。此外，印尼雅加达综合指数和印度孟买 Sensex30指数涨幅较高，分别上涨 1.4%和 2%。美洲股市方面，加拿大多

伦多 300指数整周微跌 0.3%、巴西 IBOVESPA指数整周微涨 0.1%、墨西哥MXX指数整周上涨 1.7%。 

本周（截至 5月 2日），欧洲股市再度迎来下跌，英国金融时报100指数、法国巴黎CAC40指数、德国法兰克福 DAX指数

和意大利 ITLMS指数较 4月 28日分别下得 1.2%、1.3%、1.2%和 1.6%，俄罗斯 RTS指数较 4月 28日下跌 1.3%。亚洲

股市迎来上涨，中国香港恒生指数、日本日经 225指数、韩国综合指数、东盟富时 40指数、印度孟买 Sensex30指数和马

来西亚吉隆坡指数较 4月 28日分别上涨 0.2%、1%、0.9%、0.3%、0.9%和 0.7%，印尼雅加达综合指数较 4月 28日下跌

0.8%。美洲股市以跌为主，加拿大多伦多 300指数和巴西 IBOVESPA指数较 4月 28日分别下跌 1.1%和 2.4%，而墨西哥

MXX指数较 4月 28日微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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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 4月 28日当周全球股市普遍收跌，欧洲股市整体偏涨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2全球债市：1月期美债收益率持续上涨 

上周（截至 4月 28日），1月期美债收益率大涨 99BP至 4.35%，收复前期跌幅，其余期限美债收益率以跌为主。除 1月

期外，2 月期和 1 年期美债收益率整周也分别上涨 16BP 和 2BP。2年期至 30年期美债收益率整周跌幅均维持在 10BP-

15BP内，3月期和 6月期美债收益率波动不大。本周（截至 5月 2日），对比 4月28日来看，美债收益率各期限呈现 U型

变动，短端上行、中端下行、长端微弱上行。1月期、2月期和 3月期美债收益率分别上涨 21BP、19BP和 14BP；6月期

美债收益率保持不变；1年期至 7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 5BP-7BP的跌幅；10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不变；20年期和 30年期

美债收益率分别微涨 2BP和 5BP。 

上周（截至 4月 28日），10年期美债隐含通胀预期整周下跌 10BP至 2.18%、实际利率整周下跌 3BP至 1.26%，10年期

和 2年期美债收益率倒挂继续维持在 0.6%。本周（截至 5月 2日），对比 4月 28日来看，10年期美债隐含通胀预期上涨

2BP至 2.2%、实际利率下跌2BP至 1.24%，10年期和 2年期美债收益率倒挂收窄 7BP至 0.53%。 

图表18 4月 28日当周 1月期美债收益率大涨近 1% 
 
图表19 美债隐含实际利率上行、通胀预期呈现分化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0.99 

-0.93 

-0.50

-0.30

-0.10

0.10

0.30

0.50

1m 2m 3m 6m 1y 2y 3y 5y 7y 10y 20y 30y

% 各年期美债收益率变化值

周变动（截4月28日）
前值（截至4月21日） 2.20 

1.24 

-1.2

-0.8

-0.4

0.0

0.4

0.8

1.2

1.6

2.0

2.2

2.4

2.6

2.8

3.0

22-02 22-05 22-08 22-11 23-02 23-05

%%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拆分

10年TIPS隐含通胀预期

实际利率(右)



 

 

 
 

宏观周报 

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公司研究报告，如经由未经许可的渠道获得研究报告，请慎重使用并注意阅读研究报告尾页的声明内容。  
9/ 12 

 

上周（截至 4月 28日），观测范围内，全球 10年期国债/公债收益率以下跌为主，其中印尼 10年期国债收益下跌 21BP。

10 年期国债/公债收益率跌幅在 10B-15BP 的有欧元区、美国、马来西亚、法国；跌幅在 5BP-10BP 的有德国、印度、日

本、越南。除南非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 6BP外，其余国家或地区 10年期国债/公债收益率涨跌幅有限。 

本周（截至 5月 2日），观测范围内，与 4月 28日相比，全球 10年期国债/公债收益率整体偏跌。其中，意大利 10年期国

债收益率跌幅较大为 19BP；越南、法国、印尼、俄罗斯、印度 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幅维持在 1BP-5BP；马来西亚、美国

台湾 10年期国债/公债收益率维持不变；德国、日本和南非 10年期国债收益率涨幅不高于 2BP；中国香港 10年期政府债

券收益率上涨 8BP。 

图表20 4月末全球主要地区公债收益率走弱 
 
图表21 4月末主要地区国债收益率以下跌为主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3大宗商品：需求担忧下，原油价格下探后暴跌 

上周（截至 4月 28日），除贵金属微涨外，商品价格普遍下跌，农产品价格跌幅较深。能源方面，截至4月 28日，WTI和

布伦特原油价格整周分别下跌 1.4%和 2.6%，至 76.8美元/桶和 79.5美元/桶。不过，受一季度美国经济走弱和银行业危机

引发需求收缩，市场担忧原油需求放缓。标普分析认为，今年一季度美国对包括柴油在内的馏分油的需求较去年同期下降

了约 6%。本周（截至 5月 2日），WTI和布伦特原油价格较 4月 28日再次分别下跌 6.7%和 5.3%，至 71.7美元/桶和 75.3

美元/桶。供给端方面，油价仍有一定支撑。OPEC+部分成员国已从 5 月开始执行石油减产计划，本轮减产将持续到 2023

年底，预计石油产量将减少 116万桶/天。截至 4月21日，EIA原油库存环比再度下降505.4万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环比

再度下降 102万桶。 

图表22 截至 4月 21日原油库存减少 505万桶 
 
图表23 4月中旬以来原油价格持续走弱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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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方面，截至 4月 28日，黄金和白银价格整周分别微涨 0.4%和 0.7%，至 1999.1元/盎司和 25.2美元/盎司；铜和铝价

格整周分别下跌 2.1%和 2%，分别至 8595.5美元/吨和 2355美元/吨。农产品方面，价格跌幅较大。截至 4月 28日，大豆

价格整周下跌 2.1%至 1419.3美分/蒲式耳，小麦价格整周下跌 5.8%至 633.8美分/蒲式耳，玉米价格整周下跌 4.9%至 585

美分/蒲式耳。 

图表24 4月 28日当周大宗商品价格表现较差、农产品价格跌幅较深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4外汇市场：美元指数微跌后转涨，日元连续下跌 

上周（截至 4月 28日），美元指数整周微跌 0.05%至 101.7，贬值货币主要有日元、澳元和人民币，兑美元整周分别下跌

1.61%、1.09%和 0.7%。另外，新台币和瑞郎也有一定的贬值幅度，兑美元整周分别下跌 0.37%和 0.27%。新加坡元、港

币和加元兑美元整周跌幅有限，均在 0.05%左右。兑美元升值的货币主要有英镑、新西兰元和欧元，整周分别上涨 0.98%、

0.87%和 0.25%。本周（截至 5月 2日），对比 4月 28日，美元指数上涨 0.28%，接近 102关口。升值货币主要有澳元、

新西兰元和瑞郎，兑美元分别上涨 0.64%、0.36%和 0.15%。贬值货币主要有英镑、加元、欧元和日元，兑美元分别下跌

0.73%、0.59%、0.18%和 0.17%。港币、新台币和新加坡元兑美元涨跌幅较小。 

图表25 4月 28日当周日元、澳元和人民币兑美元贬值 
 
图表26 4月 28日当周美元指数微跌 0.05%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美欧银行业危机持续时间超预期，美欧货币政策超预期，美欧经济衰退风险超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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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研究所投资评级： 

股票投资评级: 

强烈推荐（预计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 300指数 20%以上） 

推荐（预计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 300指数 10%至 2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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