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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期间：海外的经济和市场 

——海外经济政策跟踪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疫情与疫苗追踪：截至 10 月 7 日，美国日均新增病例及死亡病例均有所回

落，重症率仍然接近于 0。而欧洲新增确诊与死亡病例均出现反弹，其中西

班牙和英国的死亡病例上升幅度最为明显。东南亚疫情持续好转，主要国家

新增病例均有所回落。此外，全球 BA.5 感染比例仍处于高位，奥密克戎变

异株 BF.7 开始传播，其或具更强的传染性。 

 政策：美欧央行表态持续偏鹰，美联储多位官员强调加息决心；欧央行多位

管委也支持其在 10 月继续大幅加息。OPEC+宣布在 11 月与 12 月期间减

产 200 万桶/日。英国减税计划出现逆转，放弃取消 45%最高所得税税率的

计划。新西兰联储加息 50BP；澳洲联储加息 25BP；印度央行加息 50BP；

秘鲁央行加息 25BP；墨西哥央行加息 75BP；乌拉圭央行加息 50BP；以色

列央行加息 75BP。 

 经济：美国经济依然强韧，9 月美国非农就业偏强，失业率回落至历史低点；

消费依然有韧性，尤其是服务消费；9 月服务业 PMI 指数仍居高位。美国通

胀压力仍大，8 月美国 PCE 同比增速处于高位，尤其是核心 PCE 同比反弹；

而在美联储持续加息背景下，美国房价增速虽有放缓，但仍居高位；此外，

美国通胀预期则明显回升。受非农就业强劲影响，美国加息预期再次升温，

CME Group 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7 日，市场预期全年加息次数 15 次和

16 次（假设每次 25BP）的概率仍为 100%，至少加息 17 次的概率由上周

的 53.9%上升至 86.6%，其中，11 月预期加息 75BP 的概率为 81.1%。美

债收益率也回升至 3.89%。欧洲 9 月通胀持续攀升，景气指数持续走弱；

此外，8 月消费依然低迷，未来欧洲滞胀格局或将进一步加剧。 

 市场：国庆假期期间，海外股市普遍上涨，其中，巴西 IBOVESPA 指数上

涨 5.8%，领涨全球；美欧股市均有不同程度上涨，而俄罗斯则下跌近 5 个

百分点，领跌全球。海外债市涨跌不一，其中，意大利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上行 19.2BP，上行幅度最大；俄罗斯国债收益率下行最为明显，达到

37.0BP。美元指数保持强势，其他货币均有不同程度升值或贬值，其中韩

元升值最多，卢布贬值最多。原油价格大涨，涨幅超过 15%；有色金属也

多数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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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与疫苗追踪：变异株 BF.7 快速传播 

BA.5 感染占比仍处于高位。根据 GISAID 的最新数据，在统计区间内，美国感染 BA.5

的比重高达 85.7%。欧洲主要国家感染该毒株的比重也继续保持在高位，法国、意大利

和德国均超过 9 成，西班牙、英国均超过 8 成。日韩两国的情况同样不容小觑，日本感

染 BA.5 占比高达 98.3%，韩国感染 BA.5 的比重也已经达到 97.4%。 

图1 主要经济体感染变异毒株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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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ISAID，海通证券研究所， 2022 年 9 月 12 日至 2022 年 9 月 26 日。 

此外，美国 BA4.6 与 BF.7 变异株占比有所上升。根据美国 CDC 新冠检测数据显示，

近期奥密克戎变异株 BA4.6 与 BF.7 或在快速传播，其在毒株分布中的占比已经分别从 7

月 16 日的 3.2%与 0.1%上升到了 10 月 8 日的 13.6%和 4.6%。其中，BF.7 是 BA.5.2.1.7

的缩写，被认为是奥密克戎 BA.5 变异株衍生的第三代亚型。而且根据央视新闻、第一

财经援引陕西疾控部门表示，BF.7 变异株比现有奥密克戎变异株具有更强的传染性。 

图2 美国新冠变异毒株分布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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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DC，海通证券研究所 

美国疫情显著缓解。截至 10 月 7 日，美国日均新增病例为 4.2 万例左右，较上一周减

少 17.4%；日均死亡病例降至 407 例，较上一周下降 11.9%。截至 10 月 5 日，美国新

增住院人数降至 2.5 万人，较上一周下降 8.8%。此外，重症率仍然接近于 0。 

美国医疗负担反弹，与非新冠住院占用率上升有关。截至 10 月 9 日，美国住院病床占

用率小幅上升至 76.2%，其中，因新冠住院占用率回落至 3.8%；美国 ICU 病床占用率

小幅上升至 72.2%，其中，因新冠 ICU 占用率下行至 4.2%。整体来看，仍在相对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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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美国日均新增病例与日均死亡病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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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4 美国病床占用率与 ICU 病床占用率（因新冠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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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海通证券研究所，截至 10 月 9 日 

欧洲疫情有所反弹。截至 10 月 7 日，欧洲日均新增病例为 21.0 万例，较上一周上升

12.5%；日均死亡病例较上一周增加 12.8%至 385 例。从新增确诊病例数来看，除西班

牙和俄罗斯外，其余欧洲主要国家新增确诊病例均明显反弹，相较上一周，英国、意大

利、法国和德国分别增长 22.4%、32.0%、23.6%和 29.5%，而俄罗斯则大幅减少 38.7%，

西班牙小幅下降 2.7%。从日均死亡病例数来看，除德国外，其余欧洲主要国家死亡情况

均有所上升，其中西班牙和英国的死亡病例上升最为明显，分别较上周增加了 70.0%和

43.4%。 

图5 欧洲日均新增病例与日均死亡病例（例）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800000

900000

1000000

20/10 21/01 21/04 21/07 21/10 22/01 22/04 22/07 22/10

日均新增病例 日均死亡病例（右）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图中为 7 日移动平均数据 

东南亚疫情好转。截至 10 月 7 日，东南亚主要国家日均新增病例均有所回落。马来西

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日均新增病例较上一周分别减少 26.7%、1.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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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4.7%。从日均死亡病例数来看，除菲律宾和越南外，其他国家死亡情况均有所回落。 

图6 东南亚主要国家日均新增病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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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图中为 7 日移动平均数据 
 

图7 东南亚主要国家日均死亡病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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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图中为 7 日移动平均数据 
 

 

图8 英国日均新增病例和日均死亡病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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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图中为 7 日移动平均数据 
 

图9 以色列日均新增病例和日均死亡病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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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图中为 7 日移动平均数据 
 

 

图10 英国新增住院和重症率（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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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1  以色列新增住院和重症率（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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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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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主要经济体疫情防控强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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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xford，海通证券研究所，截至 10 月 7 日 

 

表 1 近期全球新冠疫情、疫苗相关事件 

国家/地区 疫情/疫苗新闻 

欧洲 
辉瑞制药与其德国合作伙伴 BionTech 向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申请使用其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毒

株 BA.4/BA.5 的新冠肺炎疫苗。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宣布，授予中国新型冠状病毒 mRNA 疫苗紧急使用授权，用于 18

周岁及以上人群通过主动免疫来预防新冠病毒肺炎。 

中国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9 月 28 日曾报告 1 例本土新冠肺炎感染者，经基因测序，该病例属于新

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 BF.7 进化分支，是目前该分支首次在国内引起本土疫情。 
 

资料来源：华尔街见闻，人民网，新浪财经，第一财经，辉瑞官网，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表 2 近期全球猴痘疫情、疫苗相关事件 

国家/地区 疫情/疫苗新闻 

美国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向雅培开发的猴痘检测工具授予紧急使用授权（EUA）。 

越南 当地时间 10 月 3 日，越南胡志明市卫生当局报告了该国首例猴痘病。 
 

资料来源：华尔街见闻，央视新闻，海通证券研究所整理 

 

2. 政策：美欧央行表态偏鹰 

美联储多位官员强调加息决心。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表示，希望 FOMC 到 2022

年年底加息至 4.0%-4.5%，并警告美联储不要过早地扭转货币政策路径。纽约联储主席

威廉姆斯也提出，美联储需要加息至 4.5%左右，美国通胀料将在 2023 年大幅回落。芝

加哥联储主席埃文斯指出，预计美联储到 2023 年春季将把联邦基金利率提高至

4.50%-4.75%。此外，美联储理事沃勒强调，当前美联储尚未在抗击高通胀问题上取得

实质性进展，并不认为金融稳定性顾虑会造成 FOMC 放慢加息节奏。 

欧央行或仍将继续大幅加息。欧洲央行管委兼德国央行行长 Nagel 强调，必须大幅上调

欧洲央行利率，欧央行必须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上释放出清晰的信号。此外，欧洲央行

管委、法国央行行长 Villeroy 也支持欧央行在 10 月和 12 月的会议上继续大幅加息，并

认为到今年年底应加息到接近 2%的水平。欧洲央行管委 Kazaks 与 Hollzmann 也均支

持 10 月份加息 75BP。 

OPEC+减产 200 万桶/日。OPEC+会议达成减产 200 万桶/日的政策决定，并表示该目

标是为 11 月和 12 月石油供应制定的。未来 OPEC+将不再逐月开会，下一次 OPEC+

会议将于 12 月 4 日举办。 

英国放弃取消 45%最高所得税税率的计划。9 月 23 日，英国公布了近 50 年来最大规模

的减税方案，包括取消将公司税上调至 25%的计划、取消 45%的最高税率、大幅削减印

花税等等，使得每年将花费 450 亿英镑。此举引发英镑及英国债市的大幅震荡。随后于

9 月 28 日，英国央行宣布实行“无限量”临时购债计划，以恢复英国债券市场秩序。10

月 3 日，英国减税计划出现逆转，英国财政大臣 Kwarteng 宣布，不会推进取消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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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所得税税率的计划。 

新西兰联储加息 50BP。10 月 5 日，新西兰联储官方现金利率加息 50 个基点至 3.5%。 

澳洲联储加息 25BP。澳洲联储将现金利率目标上调 25 个基点至 2.60%。 

印度央行加息 50BP。印度央行将回购利率提高 50 个基点至 5.9%。 

秘鲁央行加息 25BP。秘鲁央行加息 25 个基点至 7.00%。 

墨西哥央行加息 75BP。墨西哥央行加息 75 个基点至 9.25%。 

乌拉圭央行加息 50BP。乌拉圭央行加息 50 个基点至 10.75%。 

以色列央行加息 75BP。以色列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 0.75 个百分点至 2.75%，创 10 年

来最高利率。 

 

3. 美国：就业依然强劲 

非农就业依然强劲。9 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 26.3 万人，尽管较 8 月有所回落，但 3 个月

移动平均新增就业仍有 37.2 万人，其中，新增就业主要由服务业贡献，政府和休闲酒店

业就业缺口仍大。 

失业率小幅回落。9 月美国官方失业率回落至 3.5%，较 8 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广义失

业率（U6 失业率）回落至 6.7%。失业率的回落或与劳动参与率回落有关，9 月美国劳

动力参与率回落 0.1 个百分点至 62.3%，仍较疫情前（2020 年 2 月）少 1.1 个百分点。

考虑到担忧疫情、照顾子女、提前退休、居民仍有积蓄以及移民流入减少等因素，我们

认为，劳动参与率或难以回到疫情前。（参见：《就业仍强，加息不止——2022 年 9 月美

国非农数据点评》） 

图13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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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4  美国非农失业率及 U6 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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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房价增速放缓。7 月美国 20 个大中城市标准普尔/CS 房价指数同比增长 16.1%，较 6

月回落 2.6 个百分点，且已连续 3 个月回落，但总体来看增速仍处于较高水平。考虑到

当前美国成屋供给仍偏低，未来房价增速或回落较慢。 

房产销售回暖。8 月美国新建住房销售同比跌幅大幅收窄至-0.2%，较 7 月的-26.7%有

明显改善，但仍然处于负值区间。在美联储持续加息的影响下，当前美国 30 年期抵押

贷款利率仍处于历史高位附近（6.7%），高利率仍将对未来房产销售带来一定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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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美国 20 城标普/CS 房价指数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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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6  美国新建住房销售折年季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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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制造业与服务业景气度持续分化。9 月美国 ISM 制造业 PMI 为 50.9，较 8 月下降 1.9，

为 2020 年 6 月份以来新低。在当前利率快速上行，通胀高企的情况下，制造业景气度

或将进一步承压。而美国服务业仍保持一定的韧性，9 月美国 ISM 非制造业 PMI 为 56.7，

与 8 月基本持平。 

耐用品订单增速回落。8 月美国除国防外的耐用品新增订单同比增速仅为 7.5%，较 7 月

的 10.7%有所回落。此外，环比增速也转负，为 2 月以来首次转负。这或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当前美国商品需求走弱。 

图17 美国 ISM 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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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18 美国耐用品（除国防外）新增订单同比与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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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通胀仍处高位。美国 8 月 PCE 同比为 6.3%，较 7 月（6.4%）小幅回落；而核心 PCE

同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至 4.9%。整体来看，美国通胀仍处历史高位。在美国劳动力市场

仍然较为紧俏、供给端修复落后于需求、房价高增速下租金通胀或继续拉动核心通胀上

行的情况下，我们认为美国通胀短期内或难以回落。 

居民消费仍具韧性。8 月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为 1.5%，较 7 月小幅回升。个人

消费支出同比增速虽较 7 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至 8.2%，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表明美国

居民消费需求仍然较强。 

进一步来看，耐用品消费环比已经转负，非耐用品消费环比也连续 2 个月转负，而服务

消费环比持续为正并扩大至 0.25%。这表明美国消费依然延续商品消费走弱，服务消费

走强的格局，未来消费的韧性关键在于服务消费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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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美国 PCE 和核心 PCE 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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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0  美国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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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通胀预期大幅走强，加息预期再度升温。截至 10 月 7 日，美国 5 年、7 年、10 年期通

胀预期，分别较上周末（9 月 30 日）回升 22、15 和 12 个 BP。受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

超预期影响，加息预期再度回升。CME Group 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7 日，市场预期全

年加息次数 15 次和 16 次（假设每次 25BP）的概率仍为 100%，至少加息 17 次的概率

由上周的 53.9%跃升至 86.6%，其中，11 月预期加息 50BP 的概率为 18.9%，加息 75BP

的概率为 81.1%。 

美债收益率升至 3.89%。截至 10 月 7 日，美国 10 年期国债名义收益率较上周回升 6BP

至 3.89%，主因通胀预期大幅上行 12BP，而美债 10 年期实际利率则较上周下行 6 个

BP 至 1.62%。 

图21  美国 5 年期和 10 年期通胀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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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2  市场预测美联储全年加息次数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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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ME，海通证券研究所，截至 10 月 7 日 

 

 

图23  纽约联储每周经济 WEI 指数（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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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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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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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表 3 美国经济数据总览 
  指标 单位 22/09 22/08 22/07 22/06 22/05 22/04 22/03 22/02 22/01 21/12 21/11 21/10 21/09 

GDP 
实际 GDP 折年同比%       1.8      3.7      5.7      5.0  

实际 GDP 折年季调环比%       -0.6      -1.6      7.0      2.7  

生产 

工业总产值 季调同比%   3.7  3.4  4.3  4.9  6.0  4.6  6.5  2.1  3.1  4.4  4.0  3.2  

制造业新订单 季调同比%   8.8  8.8  8.9  9.9  7.6  10.6  11.6  11.5  11.4  13.0  12.5  11.5  

工业产能利用率 %   80.0  80.2  79.9  80.0  80.2  79.8  79.4  78.9  78.7  79.0  78.6  77.4  

消费 

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 折年季调同比%   1.5  1.4  2.2  1.7  -1.4  -16.3  2.7  -6.1  5.6  6.0  4.3  3.2  

个人实际消费支出 季调同比%   8.2  8.6  9.3  9.3  8.9  9.2  13.5  12.0  13.4  13.7  12.6  11.6  

零售销售额 季调同比%   8.9  10.0  8.2  7.5  6.2  5.2  15.5  12.2  13.9  16.2  14.6  12.2  

零售/食品服务销售额 季调同比%   9.2  10.1  8.8  8.7  7.8  7.1  17.7  13.8  16.8  18.6  16.5  14.3  

地产 

新房销售 折年季调同比%   -0.2  -26.7  -18.5  -14.1  -23.5  -19.8  2.9  -8.8  -3.7  -11.2  -33.0  -26.1  

成屋销售 折年季调同比%   -19.9  -20.1  -14.4  -8.6  -6.0  -4.8  -3.9  -2.4  -8.4  -4.0  -8.0  -4.0  
新房开工 折年季调同比%   -0.1  -10.7  -5.4  -2.7  19.9  0.3  24.3  4.0  7.1  10.7  2.2  6.7  

标普/CS 房价指数 同比%（20 城）     16.1  18.7  20.5  21.3  21.2  20.3  19.0  18.5  18.3  18.5  19.1  

就业 

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季调/万人 26.3  31.5  53.7  29.3  38.6  36.8  39.8  71.4  50.4  58.8  64.7  67.7  42.4  

失业率 季调% 3.5  3.7  3.5  3.6  3.6  3.6  3.6  3.8  4.0  3.9  4.2  4.6  4.7  

U6 失业率 季调% 6.7  7.0  6.7  6.7  7.1  7.0  6.9  7.2  7.1  7.3  7.7  8.2  8.5  

通胀 

CPI 同比%   8.3  8.5  9.1  8.6  8.3  8.5  7.9  7.5  7.0  6.8  6.2  5.4  

核心 CPI 同比%   6.3  5.9  5.9  6.0  6.2  6.5  6.4  6.0  5.5  4.9  4.6  4.0  

PCE 同比%   6.3  6.4  7.0  6.5  6.4  6.8  6.4  6.1  6.0  5.9  5.2  4.7  

核心 PCE 同比%   4.9  4.7  5.0  4.9  5.0  5.4  5.4  5.2  5.0  4.8  4.3  3.9  

密歇根 1 年通胀预期 同比% 4.7  4.8  5.2  5.3  5.4  5.4  5.4  4.9  4.9  4.8  4.9  4.7  4.7  

景气

指数 

ISM 制造业 PMI   50.9  52.8  52.8  53.0  56.1  55.4  57.1  58.6  57.6  58.8  61.1  60.8  61.1  

ISM 非制造业 PMI   56.7  56.9  56.7  55.3  55.9  57.1  58.3  56.5  59.9  62.3  69.1  66.7  61.9  

Market 制造业 PMI 季调 52.0  51.5  52.2  52.7  57.0  59.2  58.8  57.3  55.5  57.7  58.3  58.4  60.7  

Sentix 投资信心指数   -10.8  -6.0  -13.5  -1.0  -2.9  6.1  11.9  22.1  23.3  24.2  25.3  21.3  25.7  

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   58.6  58.2  51.5  50.0  58.4  65.2  59.4  62.8  67.2  70.6  67.4  71.7  72.8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黑框为本周更新数据  

 

4. 欧洲：滞胀格局加剧 

通胀持续攀升。目前欧洲通胀尚未看到回落迹象，仍在持续上行。9 月欧元区 HICP 同

比增长 10.0%，较 8 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续创新高；核心 HICP 同比上行 4.8%，高于

8 月的 4.3%，同样为历史高点。此外，8 月欧元区 19 国 PPI 与欧盟 27 国 PPI 同比分

别为 43.3%和 43.0%，均较 7 月有大幅增长。 

受地缘政治影响，当前欧洲能源短缺的问题仍十分严峻，“北溪”管道爆炸事件也使得

欧洲能源短缺问题雪上加霜，而欧央行加息或难以快速缓解供给侧带来的冲击，未来欧

洲通胀或仍难以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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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欧元区 HICP 和核心 HICP 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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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6  欧元区 19 国 PPI 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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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消费仍较低迷。8 月欧元区 19 国零售销售指数同比增速较 7 月走弱 0.8 个百分点至

-2.0%，连续 3 个月处于负值区间。消费者信心指数也持续下行，处于历史低位，表明

高通胀对居民消费的压制作用仍在持续。 

图27 欧元区 19 国零售销售指数当月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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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28 欧元区和欧盟消费者信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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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景气指数持续走弱。9 月欧元区 19 国经济景气指数为 93.7，不及上一月的 97.3，为 2020

年 11 月以来新低。在能源价格高企与欧央行持续加息的情况下，欧洲经济景气指数或

将继续承压。 

失业率维持低位。8 月欧元区季调失业率为 6.6%，欧盟 27 国季调失业率为 6.0%，均较

7 月持平。 

往前看，欧洲能源短缺问题仍然严峻，通胀短期内或难以明显回落。而为治理通胀，欧

央行未来或将继续加息，对经济活动的抑制作用也将持续显现，未来欧洲“滞胀”格局

或仍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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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欧元区 19 国经济景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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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30 欧元区和欧盟 27 国季调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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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图31  欧洲主要国家人口活动指数（较 2020 年 1-2 月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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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oogle 官网，海通证券研究所，截至 10 月 3 日 

 

表 4 欧元区经济数据总览 

  指标 单位 22/09 22/08 22/07 22/06 22/05 22/04 22/03 22/02 22/01 21/12 21/11 21/10 21/09 

GDP 
实际 GDP 季调同比%       4.1      5.4      4.6      3.7  

实际 GDP 折年季调环比%       3.1      2.7      2.0      9.0  

生产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     -2.4  2.2  1.6  -2.5  -1.1  1.7  -1.3  1.9  -1.3  0.1  4.0  

制造业产能利用率 非季调% 82.4      82.5      82.4      82.7      83.0  

粗钢产量（欧盟） 同比%   -16.4  -10.0  -10.6  -4.4  -4.7  -5.9  -1.7  -5.7  -5.6  0.7  6.3  14.3  

消费 零售销售指数 同比%   -2.0  -1.2  -3.0  0.7  4.4  1.8  5.1  8.5  2.3  8.5  1.7  2.7  

就业 失业率 季调%   6.6  6.6  6.7  6.7  6.7  6.8  6.8  6.9  7.0  7.1  7.3  7.4  

通胀 

HICP 同比% 10.0  9.1  8.9  8.6  8.1  7.4  7.4  5.9  5.1  5.0  4.9  4.1  3.4  

核心 HICP 同比% 4.8  4.3  4.0  3.7  3.8  3.5  3.0  2.7  2.3  2.6  2.6  2.0  1.9  

PPI 同比%   43.3  38.0  36.0  36.2  37.2  36.9  31.5  30.8  26.4  23.7  21.9  16.1  

景气

指数 

制造业 PMI   48.4  49.6  49.8  52.1  54.6  55.5  56.5  58.2  58.7  58.0  58.4  58.3  58.6  

服务业 PMI   48.8  49.8  51.2  53.0  56.1  57.7  55.6  55.5  51.1  53.1  55.9  54.6  56.4  

消费者信心指数   -28.8  -25.0  -27.1  -23.7  -21.2  -22.1  -21.6  -9.5  -9.7  -9.3  -8.1  -5.3  -3.7  

经济景气指数 季调 93.7  97.3  98.5  103.3  104.4  104.6  106.3  114.1  113.1  114.3  115.7  117.8  117.6  

Sentix投资信心指数   -31.8  -25.2  -26.4  -15.8  -22.6  -18.0  -7.0  16.6  14.9  13.5  18.3  16.9  19.6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黑框为本周更新数据 

 

5. 海外：股市普遍上涨 

国庆假期期间，海外股市普遍上涨。其中，巴西 IBOVESPA 指数领涨，涨幅为 5.8%。

亚洲地区，日经 225 指数、韩国综合指数与恒生指数分别上涨了 4.5%、3.6%和 3.0%，

印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股市小幅上涨；而泰国股市下跌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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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地区，除俄罗斯外，英、法、德股市全面上涨，其中法国 CAC40 上涨 1.8%，涨幅

最大；英国和德国股市涨幅也均超过 1.0%；而俄罗斯股市则大幅下跌 4.8%。 

美洲地区，澳大利亚股市涨幅为 4.5%，仅次于巴西；墨西哥股市上涨 2.5%。美国三大

指数也均有所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指数涨幅最大，为 2.0%。 

图32 海外股市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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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统计日期 9 月 30 日-10 月 7 日 

国庆假期期间，海外债市涨跌不一。其中，意大利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 19.2BP，上

行幅度最大。亚洲地区，仅越南和印度国债收益率分别上行 7.7BP 和 6.2BP，其他国家

收益率均有所下行。其中，马来西亚国债收益率下行幅度最大，为 6.6BP。印尼和新加

坡国债收益率下行幅度也均超过 4.0BP。 

欧洲地区，意大利和葡萄牙国债收益率上行最为明显，分别为 19.2BP 和 13.3BP。希腊、

西班牙和俄罗斯国债收益率均有所下行，其中俄罗斯国债收益率下行最为明显，达到

37.0BP。 

美洲地区，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了 6.0BP；澳大利亚下行了 12.0BP，巴西则下

行了 28.7BP。 

图33 海外 10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变动（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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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统计日期 9 月 30 日-10 月 7 日 

国庆假期期间，海外汇率涨跌互现，其中韩元升值最多，卢布贬值最多。亚洲地区，韩

元和泰铢分别升值 1.1%和 0.7%，而印度卢比则贬值 1.5%。欧洲地区，英镑和欧元均

升值 0.7%左右，而俄罗斯卢布则大幅贬值 3.6%。美洲和大洋洲地区，美元指数依然保

持强势，上涨 0.5%；墨西哥比索、澳元与加元均小幅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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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海外汇率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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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统计日期 9 月 30 日-10 月 7 日 

 

国庆假期期间，原油大幅上涨。其中，NYMEX 原油与 WTI 原油价格分别涨至 93.2 美

元/桶与 91.8 美元/桶，涨幅分别为 16.9%和 16.2%；ICE 布油价格涨幅也超过 15.0%。

有色金属多数上涨，LME 铅、LME 铝、COMEX 白银涨幅均超过 6.0%，COMEX 黄金

价格上涨 2.0%。而 LME 锌与 LME 铜价格则小幅下跌。 

 

图35 主要商品价格涨跌幅（%） 

商品 2022/9/30 0:00 2022/10/8 8:00 涨跌幅

NYMEX原油 79.74 93.20 16.88%

ICE WTI原油 78.96 91.78 16.24%

ICE布油 85.57 98.45 15.05%

LME铅 1883.50 2037.00 8.15%

LME铝 2142.00 2286.50 6.75%

COMEX白银 19.02 20.16 6.02%

伦敦银现 18.99 20.12 5.96%

LME镍 21400.00 22415.00 4.74%

伦敦金现 1660.73 1694.69 2.04%

COMEX黄金 1668.30 1701.80 2.01%

LME锌 2974.00 2965.50 -0.29%

LME铜 7490.00 7462.00 -0.37%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统计日期 9 月 30 日-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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