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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

2023年3月10日

【每周经济观察】

两会政策目标不及预期，2月贸
易、通胀、社融数据喜忧参半



 一周行情回顾：3月3日-3月10日，随着两会召开以及2月数据陆续出来，“强预期”基本结束，权益市场及商品市场均出现明显回调，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重回
2.8%7水平，静待基本面更多数据出台印证经济复苏的斜率及成分

 1-2月出口降幅好于预期，进口降幅超预期

 1-2月我国出口累计同比为-6.8%，好于市场预期，较12月同比增速收窄0.7个百分点。对应运价指数、订单指数等高频数据，预计1月出口同比降幅较大，而2月当
月由于春节错位和节后开工等影响预计改善较多。而1-2月进口金额同比由12月的-9.9%进一步走阔至-10.2%，与内需不振及进口品金额回落有关

 出口方面，分商品看，成品油出口高位回落，机电产品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跌幅有所收窄；分国别看， 对美出口同比降幅走阔至-21.8%，对欧盟及英国出口
降幅略有收窄但仍约-15%水平，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速由12月的7.48%小幅提升至9%，东盟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已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主要支撑

 进口方面，分商品看，成品油进口金额由正转负，机电产品跌幅收窄，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跌幅较去年12月小幅扩大；分国别看，对主要地区进口同比均处收
缩区间

 2月份通胀水平超预期回落，CPI重回“1”字头

 2月CPI同比上涨1.0%，环比下跌0.5%，PPI同比下降1.4%，环比持平。剔除季节性因素及春节错位影响，CPI回落仍超预期。分项看，随着春节旺季结束，食品
价格出现季节性回落，而服务项目价格亦出现明显回落，主要受劳动力复工到位影响。整体来看消费复苏进程缓慢，内需不振问题仍突出

 社融数据总量及结构均表现靓丽，但有春节错位影响，关注可持续性

 受存款增长支撑，2月M2增速继续创新高至12.9%，而M2-M1剪刀差继续收窄，显示企业投资经营活动有所修复

 2月新增社融3.1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95万亿元，主要受春节错位影响，人民币贷款及政府发债均是有力支撑。新增人民币贷款1.81万亿元，同比多增5928
亿元。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维持高位，受基建投资配套融资需求及制造业企业融资需求回暖带动，这与银行信贷投放加速导致资金面趋紧一致。而居民端中长期贷
款首次转正是对房地产销售市场的有利支撑，但金额极小，其可持续性仍待观察

 风险提示 稳增长政策不及预期；海外经济衰退超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节奏超预期；地缘政治变化超预期

要点：两会政策目标不及预期，2月贸易、通胀、社融数据喜忧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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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一周行情回顾



 随着两会召开以及2月数据陆续出来，“强预期”基本结束，权益市场及商品市场均出现明显回调，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重
回2.8%7水平，静待基本面更多数据出台印证经济复苏的斜率及成分。

行情回顾：3月3日-3月10日，权益市场继续回调，商品除贵金属外普跌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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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涨跌幅

 2月进出口、CPI、社融数据公布：数据未出现全面好转，
出口略好于预期，进口及CPI不及预期，居民新增贷款出现
同比多增，但有春节错位因素影响

 硅谷流动性问题引发市场恐慌：3月10日，硅谷银行出售投
资组合中的部分证券将导致18亿美元的亏损，并寻求通过
出售普通股和优先股募资22.5亿美元，这被华尔街视为是
恐慌性的资产抛售和对股权的猛烈稀释，硅谷银行暴跌

 两会顺利召开：包括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机构
改革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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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两会重点信息解读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国内经济增长企稳向上基础尚需巩固，在此基础上提出较为稳健的增
长目标，处于市场预期的下沿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发展主要预期目标较为稳健

数据来源：国务院、中国政府网、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6

政府工作主要预期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
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进出口促稳提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重点控制化石能源
消费，生态环境质量稳定改善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赤字率拟按3%安排。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对
现行减税降费、退税缓税等措施，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做好基
层“三保”工作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
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
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

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保障好基本民生

关于经济形势的表述

 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

 现有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
响加深

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全球通胀仍处于高
位，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动能减弱，外部打
压遏制不断上升

 国内经济增长企稳向上基础尚需巩固，需求
不足仍是突出矛盾，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预
期不稳，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不少困
难，稳就业任务艰巨，一些基层财政收支矛
盾较大。房地产市场风险隐患较多，一些中
小金融机构风险暴露

政府工作
报告



 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体现在赤字率和专项债上调，减税降费从追求规模转向注重精准有效，同时明确要求“防范化解
地方债务风险”

2023年财政政策基调为“加力提效”，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

数据来源：国务院、中国政府网、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7

 赤字规模方面，赤字率3%，高于去年0.2个百分点，赤字规模为3.88

万亿，高于去年5100亿元。分结构看，地方赤字持平，新增赤字全

部为中央赤字，通过国债发行弥补，这实际上是中央加杠杆、转移支

付给地方以缓解地方债务压力风险的体现。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广义赤

字规模大概下滑

 专项债方面，专项债额度3.8万亿，高于去年1500亿元，短期内有利

于扩大基建投资，保障重大项目开工。若考虑结存限额空间，则理论

空间有4.95万亿，但受专项债使用范围限制

 减税降费方面，今年提出“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对现行减税降费、

退税缓税等措施，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这意味着从从追

求减税降税的规模逐步转向效率效果和精准性针对性，例如突出对中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特困行业的支持

 地方债务方面，明确提出 “地方债务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遏制增量、化解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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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定调“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而实际货币政策边际收紧，M2及社融增速均低于目标。今年货币政策定调为“精
准有力”，政策可能已在逐步转向中性。考虑到资金面偏紧及宽信用的重任，降准仍有空间，而结构性工具仍是主力

2023年货币政策基调为“精准有力”，实为稳货币+调结构

数据来源：国务院、中国政府网、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8

 总量工具方面，国新办发布会上人民银行行长回应“是否仍需考虑降

准或降息来刺激经济增长”的问题时，也提到“目前我们货币政策的

一些主要变量的水平是比较合适的，实际利率的水平也是比较合适的

”，“用降准的办法来提供长期的流动性，支持实体经济，综合考虑

还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

 信贷方面，未再提及总体信贷增长目标（2022年提到“扩大新增贷

款规模”）和普惠小微贷款增长目标（2022年为“推动普惠小微贷

款明显增长”，2021年为“国有大行普惠小微贷款增速大于30%”

），而是更注重结构，要求加大对于制造业、普惠小微、高新技术企

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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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金融监管体制重大变革，核心要义在于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随着金融监
管顶层设计的优化，未来监管效率及统筹协调能力有望显著提升，有助于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出台：金融监管体系大改革

数据来源：国务院、中国政府网、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9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脉络

第一阶段
(1985年)

• 人民银行正式成为监管当局为标志，人民银行将商业银行职能剥
离，独立行使央行职能，对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进行“一元”
监管

第二阶段
(1998-2003年)

• 随着层次资本市场逐渐形成，上证所、深证所相继成立，1998年
证监会和保监会成立，分别负责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一
行两会”格局形成，分业监管确立

第三阶段
(2003-2017年)

• 随着银监会2003年成立，“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格局不断细化完
善，助力我国金融体系快速发展

第四阶段
(2017年至今)

• 2017年，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
理及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确保金融安全及稳定发展，国务院
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获批设立；2018年，原银监会和原保监会合
并重组为银保监会，而宏观审慎政策职责划入人民银行，形成了
“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架构。而本次监管体制“一委一行
一局一会”的改革，更好地突出了功能监管以及完善金融监管协
调，是持续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的体现，也是基于“平稳化解高风
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大型金融机构健康发展，金融体系稳健运
行，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的必然要求

 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
外的金融业监管

 增加金控集团的筹建
和监管（原属央行）
、金融消费者保护（
原属央行）

 投资者保护（原属证
监会）

国务院

证监会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

金稳委

 重回31+5的分行体
制，外加地级市的中
心支行

 不再保留县级支行，
相关权限上收到地市
级中心支行

 增加企业债发行审核
职责（原属发改委）

 “一委一行两会”变为“一委一行一局一会”

 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

 加强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统一规范管理



 重组优化了科学技术部，分散部分职能的同时，加强了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等职能；组建
国家数据局，由发改委管理；改革优化农业农村部职责，在农业农村部加挂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
乡村振兴局。完善老龄工作体制，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改设在民政部，强化其综合协调老龄事业发展职责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出台：重视科技、乡村振兴、老龄化

数据来源：国务院、中国政府网、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10

改革方向 改革内容

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
加强科学技术部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等职能

组建国家数据局
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
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

优化农业农村部职责

将国家乡村振兴局的牵头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组织拟订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重
点地区帮扶政策，组织开展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研究提出中央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相关资金分配建议方案并指导、监督资金使用，推动乡村帮扶产业发展，
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发展等职责划入农业农村部，在农业农村部加挂国家乡村
振兴局牌子

完善老龄工作体制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将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的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承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
会的具体工作等职责划入民政部



第三部分

2月进出口、通胀及社
融数据有喜有忧



1-2月出口降幅好于预期，进口降幅超预期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1-2月我国出口累计同比为-6.8%，好于市场预期，较12月同比增速收窄0.7个百分点。对应运价指数、订单指数等高频
数据，预计1月出口同比降幅较大，而2月当月由于春节错位和节后开工等影响预计改善较多。而1-2月进口金额同比由
12月的-9.9%进一步走阔至-10.2%，与内需不振及进口品金额回落有关

1-2月国内进出口差额为116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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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2月相比，1-2月出口降幅收窄，进口降幅进一步走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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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机电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降幅有所收窄，对美出口降幅走阔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分商品看，成品油出口高位回落，机电产品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跌幅有所收窄

 分国别看， 对美出口同比降幅走阔至-21.8%，对欧盟及英国出口降幅略有收窄但仍约-15%水平，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速
由12月的7.48%小幅提升至9%，东盟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已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主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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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2月进出口数据用1-2月累计同比替代

机电产品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跌幅收窄 对美出口同比降幅走阔，对欧盟及英国出口同比降幅略有收
窄仍处两位数的负区间



进口：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同比负增长，对主要地区进口均下滑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分商品看，成品油进口金额由正转负，机电产品跌幅收窄，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金额跌幅较去年12月小幅扩大

 分国别看，对主要地区进口同比均处收缩区间

机电进口金额跌幅收窄，高新技术跌幅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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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进口同比降幅持平，对日本、东盟进口降幅有所走阔



2月份通胀水平超预期回落，CPI重回“1”字头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2月CPI同比上涨1.0%，环比下跌0.5%，PPI同比下降1.4%，环比持平。剔除季节性因素及春节错位影响，CPI回落仍
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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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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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月CPI同比回落至1.0%（前值为2.1%）超市场预期 剔除季节性因素及春节错位影响，CPI回落仍超预期



食品价格出现季节性回落，服务业价格受劳动力到位影响回落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随着春节旺季结束，食品价格出现季节性回落，而服务项目价格亦出现明显回落，主要受劳动力复工到位影响。整体来
看消费复苏进程缓慢，内需不振问题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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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食品、消费品、服务项目等价格涨幅均有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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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鲜菜、蛋类等价格季节性回落，鲜果、水产品出现超季
节性跌幅



社融数据总量及结构均表现靓丽，但有春节错位影响，后续关注可持续性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受存款增长支撑，2月M2增速继续创新高至12.9%，而M2-M1剪刀差继续收窄，显示企业投资经营活动有所修复

 2月新增社融3.1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95万亿元，主要受春节错位影响，人民币贷款及政府发债均是有力支撑。
新增人民币贷款1.81万亿元，同比多增5928亿元。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维持高位，受基建投资配套融资需求及制造业企
业融资需求回暖带动，这与银行信贷投放加速导致资金面趋紧一致。而居民端中长期贷款首次转正是对房地产销售市场
的有利支撑，但金额极小，其可持续性仍待观察

存量社融与M2同比增速剪刀差由前值-3.2%收窄
至-3%，实体融资需求有所修复，但仍相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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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货币和准货币):同比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期末同比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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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新增社融受政府债券和人民币贷款支撑

基建投资提速带动企业中长期贷款维持高位，居民中长期贷款转正



第四部分

美联储加息预期来回摇摆



美联储加息态度反复，失业人数大幅增加

 本周美联储多位官员发表讲话，关于抗通胀工作的表述暗示继续加息，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节奏预期持续摇摆
和修正。从美元指数、美债、黄金现价看，已基本回吐今年以来的涨（跌）幅，周内有所小幅反弹

数据来源：Wind、广州期货研究中心

美联储官员 讲话内容

鲍威尔

鲍威尔指出，最新的经济数据比预期的要强，这表明最终的利率水平可

能会比此前的预期要高，美银最新预计称，美国经济将会在第三季度陷

入技术性衰退，衰退将持续到明年第一季度。

鲍威尔

鲍威尔强调，美联储目前未就3月加息幅度作出决定，美联储会对接下来

公布的就业、通胀、零售数据进行分析后再决定具体加息幅度。鲍威尔

同时表示，目前已公布数据显示，最终利率水平可能将高于此前预期。

如果整体数据显示需加快紧缩进度，美联储未来将加快加息步伐。

巴尔金
美国基准利率可能会升至5.5%-5.75%，就像目前市场上一些人押注的

那样，且预计明年3月之前美联储将不会开始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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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保留所有权利。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

、引用或转载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如引用

、刊发，须注明出处为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期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证监许可【2012】1497号

分析师：王荆杰期货从业资格：F3084112投资咨询资格：Z0016329邮箱：wang.jingjie@gzf2010.com.cn

联系人：方旻期货从业资格：F03105216邮箱：fang.min@gzf2010.com.cn



广州期货主要业务单元联系方式

上海分公司 杭州城星路营业部 苏州营业部 上海陆家嘴营业部
联系电话：021-68905325 联系电话：0571-89809624 联系电话：0512-69883586 联系电话：021-50568018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向城路69号1

幢12层（电梯楼层15层）03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城星路111号钱
江国际时代广场2幢1301室

办公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
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中心广场58幢苏州
中心广场办公楼A座07层07号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
方路899号1201-1202室

广东金融高新区分公司 深圳营业部 佛山分公司 东莞营业部
联系电话：0757-88772666 联系电话：0755-83533302 联系电话：0757-88772888 联系电话：0769-22900598

办公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海五路
28号华南国际金融中心2幢2302房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林路
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南区）A座704A、705

办公地址：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季华五路
57号2座3006室

办公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三元路2号
粤丰大厦办公1501B

广州营业部 清远营业部 肇庆营业部 华南分公司
联系电话：020-31953184 联系电话：0763-3808515 联系电话：0758-2270761 联系电话：020-61887585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05号
大院2号1306房

办公地址：广东省清远市静福路25号金茂翰林院
六号楼2层04、05、06号

办公地址：肇庆市端州区信安五路2号华生
商住中心商业办公楼1704、1705办公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71号南沙金
融大厦第8层自编803B

北京分公司 湖北分公司 山东分公司 郑州营业部
联系电话：010-63360528 联系电话：027-59219121 联系电话：0531-66671202 联系电话：0371-86533821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24号院1

号楼-5至32层101内12层1211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香港路193号中
华城A写字楼14层1401-9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8

号绿城金融中心B楼906

办公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
普惠路80号1号楼2单元23层2301号

青岛分公司 四川分公司 机构业务部 机构事业一部
联系电话：0532-88697833 联系电话：028-83279757 联系电话：020-22836158 联系电话：020-22836155

办公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

号农商财富大厦8层801室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4段12

号6栋802号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1号寺右
万科中心南塔6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1号寺右万
科中心南塔6层

机构事业二部 机构事业三部 广期资本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0-22836182 联系电话：020-22836185 联系电话：021-50390265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1号寺
右万科中心南塔6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1号寺右万科
中心南塔6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388号越秀大厦701室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1号寺右万科南塔5/6楼，北塔30楼

网址：www.gzf2010.com.cn

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欢 迎 交 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