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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摘要 

7 月全球主要经济体做出了下半年首次利率决策：日本虽继续宽松但变化正在酝酿，美

联储“75BP”的加息首次释放政策的二阶拐点，欧洲央行和韩国央行都是首次启动“50BP”

加息的央行，需要特别留意这两个地区后期金融市场的压力变化。宏观政策保持定力

的中国，货币政策仍延续着稳健偏宽松的状态，“稳”强于“松”继续成为主旋律。 

核心观点 

■ 市场分析 

宏观周期：全球周期延续内外错配，国内缺乏向上的弹性，国外等待向下的触发。截

止 7月国内宏观指标仍处在底部波动状态等待着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而海外仍等待着流

动性不断收紧状态下宏观需求的反馈。在这一等待过程中，8 月或为市场提供了暴风雨

前的一段宁静状态。 

海外宏观：等待向下的触发。美欧两大央行7月继续加息，加息的确定性和市场预期的

缓和一方面施压短期的宏观现实，另一方面改善长期的预期曲线。3 月以来全球金融环

境的一致性收紧未来仍需要一个释放窗口，相比较预期明年美国经济衰退后的降息，

三季度欧洲金融压力的逐渐抬升、以及8月份韩国等亚洲经济体的风险状况，甚至安倍

事件后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的走向可能是美国衰退前更先需要关注的“向下”事件，8 月份

在美国 CHIP4 施压和中国大基金调查的共振下，需要密切留意韩国金融市场风险。 

中国宏观：等待向上的弹性。早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转向不再更紧的宏观政策，并未

驱动市场预期的进一步改善，相反在等待房地产风险处置的过程中，市场抑制的风险

偏好降低了人民币资产的创造。融资冲量虽然回升但金融条件并未明显改善，周期的

“向上”仍需更多的“向下”事件来创造风险收益比，以为备战模式下的财政提供更大“以人

为本”的支持空间。因而相比较 2010年之前大开大合的宏观周期，我们预期本轮周期的

底部延续会更长，海外需求的收缩和内部需求的创造之间，需要一个“便宜”的入场点。 

■ 策略 

宏观层面仍在等待人民币资产创造的时机，即表现为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随着以

欧央行为代表的非美央行货币政策转向，8 月开始关注全球金融压力的释放，在此之前

美元阶段性调整过程中的宏观策略仍以左侧的反弹来应对 

■ 风险 

通胀超预期风险，风险处置的次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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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关注 8 月开始的风险释放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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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周期：下行已是必然，短期存预期调整 

货币周期碰上供给冲击，需求下行已是必然 

货币学派认为“一切价格都是货币现象”，为了应对这一现象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全球货

币当局开启了货币流动性的收紧过程。我们选取 35 家全球央行
1
作为货币政策行动的代

表，简单汇总其基准利率的变动情况（净加息次数），视为全球货币政策松紧的初步衡

量。本轮全球央行货币政策的边际收紧（净降息次数的减少）始于 2020 年 6 月，而货

币政策的净收紧（从净降息转向净加息）始于 2021 年 1 月；如果以美元指数作为全球

流动性变化的代理变量，在边际收紧的不再更宽松阶段美元指数延续回落（从 100 跌

至 89）；在净收紧的逐渐趋紧阶段美元指数开始转向回升（从 89 涨至 108），符合流动

性变化的常识。而本轮全球流动性的收紧过程相比较 2013-2018 年体现出时间更短、

强度更大的特点（见图 1 中红线），因而我们不认为全球经济能够实现比上一轮更漂亮

的着陆（美国货币市场冲击、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冲击），2021 年以来的流动性紧缩过程

中，实体经济的景气指数开始回落，而 2022 年 3 月美联储开始的强加息也终于进一步

带动了金融条件的实质性收紧（见图 2）。 

 

图 1: 美元指数和央行加息丨单位：点  图 2: 2021 年以来主要经济体需求变化丨单位：点 

 

 

 

数据来源：Bloomberg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Bloomberg  华泰期货研究院 

 

而从供给的角度来看，随着疫情的长期化影响，对于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还未消除。我

们在此前的报告中指出，从影响货币当局政策收紧的角度出发，可观察的供给因素主

 

1 35 家央行分别为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瑞士、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阿根廷、秘鲁、墨

西哥、智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韩国、台湾、泰国、土耳其、瑞

典、挪威、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波兰、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色列、乌克兰、哥伦比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埃及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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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两个：地缘博弈之下世界粮仓的粮食供给和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以及全球疫情扩

散之下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产品供给
2
。而我们知道无论是疫情、战争亦或是由此带来的

通胀，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都形成了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再平衡过程—— 

上游资源领域美国对于全球能源和农产品市场份额的提高
3
，以及中游制造领域良好的

防疫政策下中国对于全球商品出口份额的提高
4
。 

目前来看，供给压力的改善虽然依然需要时间，尤其是美国重组全球朋友圈的过程中

乌克兰地缘博弈暂时的延续，但是主要矛盾的减少意味着压力的减轻，从而推动市场

关注点的转向： 

1）供给层面从短期的供应链因素转向长期的劳动力因素（见图 4）； 

2）需求层面从前期的金融市场压力转向实体经济的冲击（见图 2）。 

 

图 3: 供应链压力和韩国信用丨单位：%YOY  图 4: 就业市场供给压力延续丨单位：%YOY 

 

 

 

数据来源：Bloomberg  NYFe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Bloomberg  华泰期货研究院 

 

 

2 参考 2022 年 3 月至今的美联储会议声明，值得注意的是 7 月份美联储 FOMC 会议声明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monetary20220727a.htm）中对于通胀的供给因素

表述中删去了中国供应链因素的措辞，保留了对于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因素。我们认为这种改变与中国的防疫政

策调整和对疫情的相对控制存在关联的。 

3 EIA 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22 日当周，美国原油日出口量为 455 万桶，创下历史新高。 

4 短期的一个关注点在于由于中游生产型经济体宏观账户的压力增加（以韩国为例），在供应链趋于改善和需求

趋于回落的带动下对于金融市场构成新的挑战，即高通胀下的“快加息”（韩国 7 月 13 日首次加息 50 个基点），

叠加需求的进一步放缓（消费型半导体景气回落，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 2.86 亿台，同比下降 8.7%，连续

第 4 个季度下滑），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1

0

1

2

3

4

-10

0

10

20

30

40

2008 2012 2016 2020

韩国信用增速 供应链压力(右轴)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

3

9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2022 2024

时薪同比 美国职位空缺数(万人, 右轴)



宏观月报丨 2022/8/1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声明   5 / 12 

欧央行加息强于美联储，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欧元下跌风险缓和，提振市场风险偏好。7 月份美欧两大央行再次差异的货币政策决议

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市场此前对于欧元持续走低带来的货币危机担忧。一方面对于美联

储，7 月议息会议释放的货币政策信号并不是非常鹰派，除了将加息幅度保持在 6 月份

的“75 个基点”不变之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适当提及的“降息可能性”也增加了市场对于

美联储货币政策强度缓和的想象预期（见图 6），即市场定价了货币政策的二阶拐点，

短期推升收益率曲线的陡峭化。另一方面对于欧央行，在对内通胀上涨对外货币贬值

的压力下，欧央行终于通过大幅加息 50 个基点，通过让欧洲结束“负利率”状态的方式

来维系欧洲经济的竞争力。美欧央行 7月份的货币政策操作，无形中提振了市场的风险

偏好。 

市场短期风险偏好改善之后，中期仍将面对压力的挑战，8 月以后都将是风险释放的观

察窗口。虽然欧央行 7月份通过鹰派加息的方式为欧元体系尤其是德国经济提供信心，

但是毫无疑问地，欧央行这种货币政策的快速强力收紧对于南欧边缘国家来说构成的

压力是确定性的——2022 年上半年美联储快速加息形成的压力对于欧洲的经济压力已

经形成，上游能源进口约束不仅推动通胀创下历史新高（两位数的 PPI 增速和接近 10%

的 CPI 增速），而且恶化了对外账户（从欧洲整体到核心经济体中的德国，对外账户都

转向了逆差）。随着 7 月份欧央行强加息推动的欧洲金融条件收紧，8 月份开始我们需

要观察的是在欧洲总量货币政策快速收紧的状态下，欧洲央行提供的定向宽松货币政

策工具是否能够提供真正有效的对冲，这将成为从 8月份开始到 9月份下次货币政策会

议之前观察欧洲经济结构性压力的窗口期，期间欧洲的波动不可避免。 

 

图 5: 市场定价的预期回到中性丨单位：点  图 6: 利率抬升预期短期出现放缓丨单位：BP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Bloomberg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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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宏观：等待向下触发 

消费国：利率曲线倒挂 

从 2021 年开始，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逐渐趋向于正常化，美债收益率曲线的扁平化逐

渐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控通胀”的政治要求下，美联储持续的收紧货币政策驱动短端

收益率的抬升；以及由于高收益率传导至金融条件的收紧、经济扩张压力的增加，所

带来的的长端收益率的回落，持续的推动收益率曲线的扁平化。 

收益率曲线的倒挂是需求收缩的市场定价。“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定价曲线的倒挂反

馈的是经济实体对于长期经济扩张信心的缺乏——相对短端高流动性溢价，市场无法

给出长端更高的风险溢价。正常情况下，除非通过像大规模投资为长端提供更高的风

险溢价，资金的信心回归需要短端流动性溢价的回落，即宏观供需矛盾的缓和。在前

述供给因素没有完全缓和的情况下（见前述脚注 2），市场定价的矛盾结束大概率来源

于需求的回落。 

 

图 7: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和信贷增速的回落丨单位：%YOY 

 

数据来源：Bloomberg  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留给市场的问题是谁的需求回落？随着7月份美国阶段性地将压力继续向外转移，市场

在交易宏观修复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美国经济周期进入到“去库”而加大需求回落的压

力（见图 8），另一方面由于非美经济体进入到了“快速加息”的货币政策周期，出口需

求的放缓叠加内部金融条件收缩（见图 2）的双重压力之下，以生产为代表的出口型非

美经济体面临的经济压力或将逐渐加深，或将推动需求收缩状态下的全球资金继续流

入呈现出净流入美国的状态，全球经济仍将不时面临风险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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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景气指数预示着美国进入去库周期丨单位：%  图 9: 扩张周期中资金流入美国丨单位：百亿美元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Bloomberg   华泰期货研究院 

 

生产国：宏观账户恶化 

7 月份全球金融市场体现的是“衰退预期”下对需求回落的定价，即美元流动性的收缩。

从实际的宏观消费数字来看，从 3月份开始的全球金融条件收紧到 7月份全球主要经济

体景气指数大幅回落（见图 2），短期内平抑了前期需求过度扩张恶化的供需矛盾。同

时美元流动性收缩带来的全球再分配效应也逐渐显性化——欧洲中的意大利、亚洲中

的韩日到越南——主要生产型经济体在贸易项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逆差，而如果我

们继续假设至少在短期内美联储给出的供给约束条件不发生明显变化的假设成立（见

脚注 2），那么由于受到上游原料供给刚性和下游需求回落的双重压力，美元流动性收

缩对于中游财富的再分配效应将进一步凸显。 

19 世纪以来主要经济体对外账户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态。在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出口

的主要来源于英国（图 10 蓝线：英国经常帐占 GDP 比重）。随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份额

的增加，19 世纪后期美国在全球的对外账户顺差逐渐增加，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出口顺差的提供者（图 10 黑线：美国商品贸易差额占 GDP 比重）。

进入到 20 世纪，尤其是二战后，伴随着全球战后经济的重建，全球产业也再次转向德

国和日本，成为主要的生产制造中心（图 11 粉线：德国贸易差额占 GDP 比重），并在

80 年代后，全球的制造业中心逐渐往亚洲转移，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的贸易顺差提供者

（图 11 红线：中国经常项目差额占 GDP 比重）。2008 年金融危机以外，随着美国家庭

部门的去杠杆，全球贸易环境再次呈现出收缩的状态，2017 年美国的贸易战叠加 2020

年疫情的冲击，中国正式提出了“双循环”战略。关注 2022 年强美元影响下对于全球经

济分配的影响，截止 2022 年一季度，虽然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比重继续回升，但是在平

衡战略影响下，国内顺差扩张程度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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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英美对外账户差额/GDP 的演变丨单位：%GDP  图 11: 德日对外账户差额/GDP 的演变丨单位：%GDP 

 

 

 

数据来源：FRED   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FRED   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华泰期货研究院 

 

从国别的宏观账户来看，生产型经济体的需求萎缩仍将是8月份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

今年二季度以来随着美国金融条件的快速收紧，全球多数生产型经济体将面临逆差不

得不继续扩大的压力，像 5 月份的德国，其对外贸易出现了 30 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

虽然逆差额度只有 10 亿欧元，但是他反馈出的经济现实，对于德国的国家账户来说，

资产创造形成的能力正在面临收缩压力（市场对于欧元兑美元的汇率预期转向平价）。

德国之外其他生产型经济体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仅仅在 5 月份法国就有 60.1 亿欧元的

贸易逆差、印度有 242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日本在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的竞争性贬值状

态下逆差额竟然也达到了 178 亿美元，韩国和越南在 5 月份也分别出现了 17.1 亿美元

和 17.3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显示出全球生产型经济体资产端创造的能力开始表现出负

面的冲击状态。因而在欧元下跌风险短期有所缓和的背景下，宏观层面仍需时刻警惕

欧洲风险的最终演变路径。 

 

信号：快加息确认需求回落 

信号一：政治是对经济的一个外化表现，当前政治事件释放的依然是经济压力在增加

的现实。在美国国内，6 月 24 日保守派大法官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
5
，以及对于第二

修正案的解释进行了更新
6
。在美国国外，OPEC秘书长的意外死亡、日本前首相的被枪

杀和英国首相的辞职，等等。我们认为由于 2020 年开始财政天量刺激，所形成的债务

 

5 参见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728071），当地时间 6 月 24 日，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裁决推翻 1973 年“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取消了宪法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并将堕胎的合法性问题留给各

州应对。 

6 参见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742286），当地时间 6 月 25 日，美国总统拜登

签署了一项名为《两党安全社区法》的枪支安全法案。 

-10

-5

0

5

10-15

-10

-5

0

5

10

15

1772 1816 1860 1904 1948

英国 美国(右)

-6

0

6

12-8

-4

0

4

1929 1939 1949 1959 1969 1979 1989 1999 2009 2019

美国 英国 德国(右) 中国(右)



宏观月报丨 2022/8/1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声明   9 / 12 

压力在临近美国中期选举的时间窗口，这种压力带来的外在影响会逐渐上升，而 2022

年的这个夏天新冠变异病毒新一轮的扩散也在快速的发散过程之中，对于宏观环境来

说未来的不确定性依然非常高（见图 12）。 

信号二：生产型经济体开启了快加息路径。 

 

图 12: 全球政策不确定性开始上升丨单位：点  图 13: 美欧经济预期差值再次走阔丨单位：点 

 

 

 

数据来源：Bloomberg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Bloomberg  华泰期货研究院 

 

 

中国宏观：等待向上弹性 

宏观平衡的着力点转向内需 

中国宏观的矛盾是外需下降和供给过剩之间的矛盾。因而，无论是外部需求的放缓打

破了过去依赖于“国际大循环”的中国经济模型，还是内部需求“伟大崛起”要求的中国在

全球产业链分工上的转变，宏观矛盾的解决需要结构的再平衡。或者是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自然转型，像百年之前的西方，或者是主动承担这种转型的阵痛，通过时间来消

化这种压力。在这个过程中，由于 1）趋势上 08 年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了外需的下降，

2）节奏上 22 年美联储流动性再次收缩势必降低短期的外需展望，也就意味着内需的

政策储备。 

我国当前面对的全球宏观环境依然是一个收缩的结构。过去国内的经济周期的驱动主

要通过“出口—制造业—地产”这个链条来进行，但是疫情叠加美联储流动性收缩的影响

之下，需求的回落是确定性的。IMF 已经年内第三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把今年和明年

的增速预期继续下调到了 3.2%和 2.9%
7
。同时从流动性收紧驱动全球去杠杆的角度来看，

 

7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7 月《世界经济展望》：经济前景的下行风险占据极大的主导地位，控制通胀应成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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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仅有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两个小国出现了系统性的压力，但是随着货币政策

的持续收紧，对于像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仍将带来下行压力。 

作为宏观平衡的要求，中国内部仍需要宏观对冲政策。正如过去宏观政策所尝试的那

样，当外部商品需求面临收缩和美元流动性供给面临压力的状况下，一方面施压于过

去的“出口-地产”融资结构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另一方面尝试用扩张性的资本市场来

对冲面临压力的流动性环境—— 

2008 年在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外需大幅收缩的背景下，国内释放了“4 万

亿”扩张以提供宏观账户的平衡； 

2014 年在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引起的新兴市场流动性冲击过程中，国内释

放了金融市场的杠杆扩张以对冲流动性压力； 

2022 年开始我们再次遇到美联储“强加息”驱动外需回落的客观现实，国内宏

观账户平衡的主体仍将是国内的需求——内需是着力点
8
。 

 

图 14: 全球总需求回落施压中国对外出口丨单位：%  图 15: 强美元削弱了全球的信用扩张丨单位：%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收紧货币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将产生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本，但推迟只会使成本进一步增加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2/07/26/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uly-2022）。 

8 7 月 28 日政治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在扩大需求上积极作为，在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情况

下，财政货币政策要有效弥补社会需求不足（http://www.gov.cn/xinwen/2022-07/28/content_5703255.htm）。7

月 19 日国常会指出，要综合施策扩大有效需求，一是发挥有效投资对经济恢复发展的关键性作用，二是推动消

费继续成为经济主拉动力（http://www.gov.cn/premier/2022-07/29/content_5703527.htm）。 

45

47

49

51

53

55

57

-50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2016 2018 2020 2022

出口同比增速(%) 全球制造业PMI(右轴)

-15

0

15-15

0

15

30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全球信用增速(%) 实际美元指数同比(右轴)



宏观月报丨 2022/8/1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声明   11 / 12 

推动内需曲线的继续陡峭化 

“疫情依然是最大的基本面”，但我们预计市场宏观交易的权重将降低。一方面从对经

济的实际影响来看，由于当前全球主要传播的 BA.5 毒株比早期变异株致病性更强，更

容易引发炎症，疫情仍将对于实体经济活动带来负面影响
9
。另一方面从预期定价上疫

情的影响预计将逐渐弱化，一则 7月份发布的第九版防疫规则对于人流和物流都做了更

优化的安排，再则今年由于疫情推迟的杭州亚运会正式确定了将在 2023 年 9 月 23 日

至 10 月 8 日举行，这释放出的是应对疫情挑战负面影响开始受控的积极信号。 

备战约束了经济的内生活力，关注 8月开始拉长内需结构的久期配置。虽然 6月份经济

数字环比意义上在修复 4 月份疫情的冲击，但总体而言上半年经济数字的表现不甚理

想，二季度 0.4%的增速是仅仅守住了正增长的底线，仍缺乏经济向上的弹性——央行

二季度调查显示，市场主体的信心依然不足，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

一直处在比较谨慎的状态，在“房住不炒”保持定力的状态下，市场对于经济向上的弹性

预期是不足的，这种预期的缺乏也就形成了当前虽然央行的“水”不缺，但是市场的扩张

意愿还是不足。私人部门的暂时缺位意味着官方部门的填补要求增加，这将驱动收益

率曲线的进一步陡峭化倾向。 

 

图 16: 中债收益率曲线都强化概率上升丨单位：%  图 17: 经济结构和期限利差丨单位：比值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9 7 月政治局会议把疫情防控放到了“政治”的高度，坚持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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