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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观点： 
 本周焦点简评：1）美联储纪要与官员讲话继续偏鹰。美联储 3 月会议纪

要暗示，未来可能需要 1 次或者多次加息 50 个基点；每月缩减 950 亿美

元资产上限（600 亿国债+350 亿 MBS）可能是合适的。美联储“二把手”

布雷纳德表示，货币政策在今年稍晚或转向“更加中性的立场”，并称将

根据需要进一步收紧政策。我们认为，美联储每月 950 亿美元的缩表节奏

基本符合预期；预计 5 月和 6 月美联储可能选择单次加息 50bp，但下半

年如果“滞”的压力开始大于“胀”，美联储仍可能放缓加息节奏。2）欧

央行紧缩缺乏底气。欧央行 3 月货币会议纪要显示，央行内部目前对如何

应对通胀存在分歧，部分官员主张采取“观望”立场，担心俄乌冲突可能

导致“技术性衰退”。我们认为，欧央行货币政策在“滞胀”压力面前更

加陷入两难。欧央行有可能设计新的工具，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延

续”长达七年的购债计划，尽量做到循序渐进、避免经济“硬着陆”。3）

俄乌局势更加焦灼。乌克兰总统 4 月 5 日表示，如果北约提议乌加入，乌

克兰就准备加入。北约秘书长 7 日警告，乌克兰战争可能还会持续数周、

数月甚至数年。我们认为，近期俄乌谈判的进展不及我们的预期，市场或

需认识到俄乌冲突可能演变为“持久战”的风险。假如俄乌局势持续焦灼，

海外市场波动可能加剧：围绕俄罗斯的制裁有望持续，俄乌地区的能源和

粮食等产品供给或受更大影响，全球通胀压力影响各国货币政策选择。 

 海外经济跟踪：1）美国经济：美国 3 月 ISM非制造业 PMI、Markit 服务

业 PMI 均好于 2 月但不及预期。美国最新一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创 54 年新

低。美国 2 月耐用品订单环比下降 2.1%，五个月来首次出现萎缩。美国 2

月贸易逆差继续维持高位，出口增长快于进口。2）欧洲经济：欧元区 2

月 PPI 同比 31.4%，环比增速放缓，能源部门同比大涨 87.2%。德国 2

月工业产出环比升 0.2%，法国环比-0.9%，欧元区 3 月工业信心指数下滑。 

 全球资产表现：1）全球股市多数收跌，中美科技成长板块显著承压。美

股纳指和 A股创业板指整周分别跌 3.9%和 3.6%。2）10 年美债收益率升

破 2.7%。随着美联储继续“放鹰”，各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升，其中长

端美债收益率大幅跃升，10y与 2y美债利差回升至 19bp。当前市场仍在

消化美联储加息和缩表对流动性的冲击。3）国际农产品价格大涨，能源

价格继续降温。CBOT 小麦和大豆整周分别上涨 7.5%和 6.7%。WTI 和布

伦特油价分别收于 98.3 和 102.8 美元/桶，整周继续下降 1-1.5%。CRB

商品指数整周涨 3.3%，COMEX 黄金整周上涨 1.1%，LME 铜整周上涨

0.7%。4）美元指数盘中升破 100 点。美元指数整周收于 99.84，4 月 8

日盘中最高升至 100.19。美联储与欧央行政策方向分化加剧，欧元兑美元

整周大跌 1.54%。俄乌局势焦灼、美国“股债双杀”，也增加美元需求。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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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 

 

一、 每周焦点简评 

1）美联储纪要与官员讲话继续偏鹰。4月 6日，美联储公布 3月 FOMC会议纪要，暗示假如没有俄乌冲突，美联储很可能

3 月就加息 50个基点；许多官员表示，未来可能需要 1次或者多次加息 50个基点；官员们“普遍同意”，每月缩减 950亿

美元资产上限可能是合适的，即在三个月内每月逐步减少 600亿美元的国债和 350亿美元的 MBS上限。4月 5日，美联储

“二把手”布雷纳德表示，降低通胀水平是目前“至关重要”的任务，美联储将有条不紊地加息和缩表，使货币政策在今年

稍晚转向“更加中性的立场”，并称将根据需要进一步收紧政策。4 月 7 日，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表示，美联储需要大

幅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货膨胀，但可能并不像看起来那样“落后于曲线”；其基于泰勒规则，得出美联储需要将其基准短期借

款利率提高到 3.5%左右。截至 4月 8日，CME FedWatch显示，市场认为年底美联储加息至 2.5%及以上的概率，由一周

前的 71.0%进一步上升至 74.4%。 

我们认为，美联储每月减少 950 亿美元的缩表节奏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但仍需警惕未来缩表节奏加快的可能；对于今年

美联储加息节奏，我们仍然维持“前快后可能慢”的判断：预计 5月和 6月美联储可能选择单次加息 50bp，但下半年的加

息节奏仍待观察，具体将取决于：缩表对美债利率及经济的影响、美国通胀压力是否边际缓和、美国经济下行压力是否超

预期等。如果“滞”的压力开始大于“胀”，美联储仍可能放缓加息节奏。 

2）欧央行紧缩缺乏底气。4月 7 日，欧央行 3 月货币会议纪要显示，央行内部目前对如何应对通胀存在分歧：许多成员认

为，当前的高通胀水平及其持续存在要求立即采取进一步措施使货币政策正常化，部分决策者希望推动确定净债券购买的“确

切结束日期”，为第三季度加息奠定基础；但其他人则主张采取“观望”立场，因为俄乌冲突对欧元区的经济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冲突持续扩大可能“导致技术性衰退”，即 GDP 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据华尔街见闻，欧央行 4 月 8 日的内部

消息显示，欧央行可能对彻底结束净购债有点“后悔和后怕”。其正在设计一种危机工具，以期在未来得以有效防止欧元区

较弱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飙升，上述应急工具可能会涉及以某种形式购买债券以控制收益率。 

我们认为，欧央行货币政策在“滞胀”压力面前更加陷入两难。相比美联储，一方面，欧央行货币政策难以缓解因供给因

素导致的“能源通胀”；另一方面，欧央行更需要关注经济的不确定性与衰退风险。我们预计，欧央行有可能设计新的工具，

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延续”长达七年的购债计划，尽量做到循序渐进、避免经济“硬着陆”。继而，美欧央行货币政

策取向正在进一步走向分化（美联储趋紧、欧央行更松），这也是本周美元指数盘中破 100的重要背景。 

3）俄乌局势更加焦灼。据 CGTN，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4月 5日表示，俄乌谈判的条约中关于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的条款，

乌克兰不会谈；关于加入北约，如果北约提议乌加入，乌克兰就准备加入。据环球网，联合国大会 7日投票通过一项关于暂

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决议。据 BBC，北约秘书长 7 日警告，乌克兰战争可能还会持续数周、数月甚至

数年，世界必须为乌克兰“持久战”做好准备。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 8 日，欧盟正式通过第五轮对俄制裁措施。 

我们认为，近期俄乌谈判的进展不及我们的预期，市场或需认识到俄乌冲突可能演变为“持久战”的风险。假如俄乌局势

持续焦灼，海外市场波动可能加剧：一是，围绕俄罗斯的制裁有望持续，国际经贸秩序持续面临波动。二是，俄乌地区的

能源和粮食等产品供给或受更大影响，相关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三是，全球通胀压力更难缓和，进一步影响各国货币

政策选择。 

 

二、 海外经济跟踪 

2.1 美国经济 

美国 3月 ISM非制造业 PMI、Markit服务业 PMI均好于 2月但不及预期。美国 3月 ISM非制造业 PMI指数为 58.3，不及

预期的 58.6，好于 2月的 56.5，2月时该数据意外创下一年新低。美国 3月 Markit服务业 PMI终值 58，预期 58.9，前值

56.5。分项看：新订单指数有明显改善，新出口订单指数大幅改善，商业活动指标小幅上涨，就业情况在变好，价格分项指

数在原本已经很高的水平继续小幅攀升，供应商交货时间有所改善，进口分项指数、库存情绪指标跌入萎缩区间。Markit

评论称，美国 3月放宽了疫情限制措施，服务业活动得到提振，但通胀压力下，服务业收费价格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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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新一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创 54年新低。截至 4月 2日当周，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降至 16.6万人，好于预期的 20万人，

创近 54年的新低，前值修正为 17.1万人。截至 3月 26日当周，美国续请失业金人数增加至 152.3万人。新冠病例减少以

及消费者需求强劲，支撑了包括招聘在内的企业活动，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在今年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下降。 

图表1 美国 3月 ISM非制造业 PMI上升 
 

图表2 美国最新一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创 54年新低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美国 2月耐用品订单环比下降 2.1%，五个月来首次出现萎缩。美国 2 月耐用品订单录得 2.72 万亿美元，环比下降 2.1%，

打破此前连续 4个月的增长势头，下降幅度也超过市场预期的下降 1%。分项看，客机和汽车领域环比明显萎缩，剔除运输

和国防等行业的核心耐用品订单环比下降 0.3%，这是该分项数据 12个月来首次出现下滑。企业投资也出现一年来的首次下

降，表明制造商仍在供应短缺问题上苦苦挣扎。 

美国 2月贸易逆差继续维持高位，出口增长快于进口。美国 2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为 891.9亿美元，预期为 885亿美元，

为该数据历史上的第二大水平，今年 1月贸易逆差为纪录高位，为 897亿美元。2月服务贸易顺差下降，商品贸易逆差也有

所萎缩。2 月进口额增长 1.3%，达到创纪录的 3178 亿美元，出口增长 1.8%至 2286 亿美元。出口方面，美国 2 月份商品

出口增长了 28 亿美元，主要是出口工业用品和医药制剂。服务业出口增长了 13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旅游相关出口，这

是新冠疫情形势趋缓的结果。进口方面，2 月商品进口增加了 17 亿美元，主要贡献是原油和其他化学品的出货量增加，但

汽车和零部件的进口量有所下降。2 月服务进口增加 24 亿美元，包括运输、旅行和知识产权费用等。 

图表3 美国 2月耐用品订单超预期萎缩 
 

图表4 美国贸易逆差继续维持历史高位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2 欧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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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 2月 PPI 同比 31.4%，环比增速放缓，能源部门同比大涨 87.2%。欧元区 2 月 PPI同比飙升 31.4%，预期 31.6%。

2 月欧元区 PPI环比涨幅为 1.1%，前值为 5.1%。PPI分项中，能源部门同比大增 87.2%，中间产品同比上涨 20.8%，耐用

品上行 7.2%，非耐用品同比上涨 6.8%，资本品同比上涨 5.9%，不含能源的全行业商品价格同比上涨 12.2%。 

德国 2月工业产出（季调）环比上升 0.2%，法国环比-0.9%，欧元区 3月工业信心指数下滑。德国 2 月工业产出（季调）

环比上升 0.2%。数据显示，当月德国建筑业产出环比下降 0.7%，能源业产出环比上升 4.9%。去除能源和建筑业后，工业

产出环比上升 0.1%。此外，1 月工业产出环比升幅从初值 2.7%下调为 1.4%。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表示，经济发展

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预计地缘冲突将减缓工业复苏。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受国外新订单减少影响，今年 2月德国工业新订

单环比减少 2.2%。法国 2月工业产出（季调）环比-0.9%，前值 1.6%。此前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 3月工业

信心指数下滑，创 2021 年 4 月以来新低。 

图表5 欧元区 2月 PPI同比 31.4%，环比增速放缓 
 

图表6 欧元区 3月工业信心指数下滑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三、 全球资产表现 

3.1 全球股市 

全球股市多数收跌，中美科技成长板块显著承压。近一周（截至 4月 8日），全球股市多数收跌，中美科技成长板块显著承

压，美股纳指和 A股创业板指整周分别跌 3.9%和 3.6%。美联储继续鹰派表态，加上俄乌局势焦灼，阻碍了全球股市回暖。

美股方面，纳指、标普 500和道指整周涨幅分别为-3.9%、-1.3%和-0.3%，美股风格分化加剧。欧股方面，德国 DAX和法

国 CAC40 指数整周分别下跌 1.1%和 2.0%，基本回吐前一周的涨幅。俄罗斯 RTS指数整周涨 4.5%，较上周逾 20%的涨幅

放缓。4月 8日，俄罗斯央行宣布将关键利率由 20％下调至 17％，俄股当日下跌。俄央行表示，俄罗斯经济的外部条件还

很复杂，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俄罗斯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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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 近一周全球股市多数收跌，中美科技成长板块显著承压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3.2 全球债市 

10年美债收益率升破 2.7%。近一周（截至 4月 8日），随着美联储继续“放鹰”，各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升，其中长端美

债收益率大幅跃升，美债收益率曲线平坦化趋势得到一定缓解，10y 与 2y 美债利差回升至 19bp。10 年美债收益率整周大

幅上升 33bp至 2.72%，创 2019年 3月以来新高。拆分来看，实际利率升 26bp至-0.15%，隐含通胀预期升 8bp至 2.87%。

当前市场仍在消化美联储加息和缩表对流动性的冲击。正如 4 月 5 日，美联储“二把手”布雷纳德的加速缩表言论，导致

10 年期美债飙升16bp，创 2020 年 3 月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涨幅。 

图表8 长端美债收益率跃升 
 

图表9 10 年美债实际利率较快回升 

 

 

 

资料来源：iFinD,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FinD,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3.3 大宗商品 

国际农产品价格大涨，能源价格继续降温。近一周（截至 4月 8日），CRB商品指数整周涨 3.3%，主要由农产品价格上涨

带动。COMEX黄金整周上涨 1.1%，LME铜整周上涨 0.7%。农产品方面，CBOT小麦和大豆整周分别上涨 7.5%和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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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了大部分上周跌幅。俄乌地区粮食生产所受影响进一步受到市场关注。4 月 8 日 FAO 表示，3 月全球食品价格继 2 月

之后再创历史新高，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 159.3，创 1990年设立该指数以来的最高值，环比上涨 12.6%，同比上涨 33.6%。

FAO将 2022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测从上月的 7.9亿吨下调至 7.84亿吨。油价方面，WTI和布伦特油价分别收于 98.3和 102.8

美元/桶，整周继续下降 1-1.5%。4月 6日路透社报道，国际能源署（IEA）成员国仍在讨论将共同释放多少石油储备以冷却

市场。其中美国计划自己释放 1.8亿桶战略储备，其中有 6000万桶参与到 IEA的 1.2 亿桶抛储计划，另外美国盟国将再释

放 6000 万桶石油库存。消息放出之后油价开启下跌。 

图表10 近一周国际农产品价格大涨，能源价格继续降温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3.4 外汇市场 

美元指数盘中升破 100点。近一周（截至 4月 8 日），美元指数整周大涨 1.29%，收于 99.84。4 月 8日曾于盘中升破 100

点，最高升至 100.19，创 2020年 5月以来新高。美联储与欧央行政策方向分化加剧，欧元兑美元整周大跌 1.54%。此外，

俄乌局势持续焦灼，市场避险情绪升温，黄金价格与美元指数同步上涨。美联储鹰派表态后引发“股债双杀”，也增加了美

元现金需求。近期日本央行面对日元贬值“无动于衷”，死守“债券收益率底线”，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坚称日元疲软有助

于日本整体经济。但是，日本央行前执行理事 Hideo Hayakawa在 4月 7日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由于担心日元疲软以及公

众对通胀的不满，日本央行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调整其对收益率的控制。 

图表11 近一周日元、欧元等兑美元汇率走弱 
 

图表12 美元指数整周收盘接近100点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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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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地缘冲突发展超预期，全球通胀压力超预期，海外货币政策走向超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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