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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摘要 

伴随着美联储持续的收紧货币政策，全球美元流动性将继续呈现收缩的状态，即全球

总需求回落的确定性。而从应对上来看，全球宏观政策处在对冲经常项下需求回落的

宽松和对冲资本项下资本外流的收紧取舍之中。国内政策的应对上，我们认为资本项

约束下的政策宽松仍是应有之义。展望未来，合力的方向决定了当前资产配置的定位，

我们预计当前仍处在左侧状态。 

核心观点 

■ 市场分析 

宏观周期：全球经济周期的向下似乎已成为确定性的必然，市场更多担忧的是下行的

幅度。虽然有英国央行的临时性量化宽松，但是截止 10 月初全球央行货币政策仍表现

为净收紧的状态，且这种状态并没有发生方向性的转变。矛盾的扩大而非收敛似乎更

大概率地指向“硬着陆”这一选项。 

海外宏观：总需求的收缩预计仍将主导着市场的运行方向。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收紧背

后是美国双赤字的进一步收敛风险，这将引起全球总需求的回落，对于生产型经济体

表现为国际收支账户的收缩。而供给通胀预期驱动的货币政策收紧和需求回落状态下

的通胀缓和并存，实际利率进入到被动回升的阶段。 

中国宏观：外部需求的回落压力将进一步推动国内宏观政策转向积极，但在海外风险

仍未释放的时间窗口预计仍将留有一定的谨慎。房地产政策的继续改善和央行 9月重启

PSL工具向市场释放了更为积极的宏观政策信号——主动创造人民币资产，在全球总需

求回落过程中预计对未来全球宏观冲击的影响起到减震的作用。 

■ 策略 

一方面，随着国内宏观政策的继续转向积极，人民币资产配置的区间已经到来；另一

方面，随着海外风险冲击风险的进一步临近，人民币资产的波动率存在再次回升的可

能，在这一冲击假设下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建议仍以对冲为主。 

■ 风险 

经济数据短期波动风险，金融风险释放缓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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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周期：下行的确定性增加 

全球金融条件继续收紧 

美元本位下，供给短缺提供的通胀和美元外流压力共同驱动的货币政策收紧仍在全球

范围内延续1。截止 10 月初，全球主要经济体净加息次数继续创出新高，达到了 46 次

（见图 1）。而货币政策的收紧通过金融条件的传导，对于各国国内宏观总需求形成抑

制（见图 2）。观察 2000 年以来央行加息的历史，我们发现当外汇市场波动率处在持续

上升状态时，全球央行作为一个整体货币政策一般会转向宽松，而这一宽松早在外汇

市场波动率开始反馈前就已经发生。但是，如果我们对比 2021 年四季度以来的外汇市

场波动率持续抬升过程，似乎并没有出现央行货币政策的转向。事实正相反，在供给

侧通胀持续高涨的背景下，全球央行在 2022 年二季度开始都不同程度加大了货币政策

收紧的力度2。从市场的这一背离中（见图 3），我们倾向于认为本次全球央行货币政策

的收紧影响会不同于 2000 年以来的状态，在美元流动性的持续收紧过程中，更大概率

可能发生类似于 90 年代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国际收支危机（如果风险冲击产生的话）。 

 

图 1:全球央行继续加息，美元指数走强丨单位：次数/左轴，指数点/右轴 

 

数据来源：Bloomberg   华泰期货研究院 

 

 

1 高通胀国家中除了土耳其，9 月土耳其通胀环比上涨 3.08%，同比上涨 83.45%，创下 24 年来新高，但是总统

埃尔多安继续维持降息的政策主张。 

2 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中，美联储自 2022 年 3 月份开始加息，加息幅度从 25 个基点上升到 75 个基点；欧央行

首次加息便抬升了 50 个基点；更不用更多的新兴经济体央行早在 2021 年便转向了货币政策的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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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欧英金融条件指数显著回落丨单位：指数点  图 3: 外汇波动率上升并没有阻碍加息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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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经济周期继续放缓 

货币政策继续收紧，加剧了未来经济周期回落的压力。截止 2022 年 9 月摩根大通全球

制造业 PMI 已经跌落至 49.8 的经济回落区间，且从变化趋势来看，全球景气周期在流

动性收紧的背景下有继续回落的风险（见表 1）。 

 

表 1: 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 PMI 趋势落入红色预警区间 

          2021                 2022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全球 0.9  0.9  1.0  0.9  1.0  0.5  0.7  0.4  0.1  0.1  0.1  -0.4  -0.7  -0.9  

美国 1.3  1.6  1.5  1.6  1.0  0.7  1.0  0.6  0.1  0.3  -0.5  -0.5  -0.5  -1.0  

中国 -0.4  -0.7  -0.9  -0.4  -0.3  -0.4  -0.3  -0.7  -1.9  -0.7  -0.3  -1.0  -0.8  -0.4  

欧元区 1.9  1.3  1.2  1.2  1.2  1.3  1.2  0.8  0.6  0.5  -0.1  -0.6  -0.6  -0.8  

日本 0.7  0.2  0.8  1.3  1.2  1.6  0.7  1.2  0.9  0.9  0.7  0.4  0.2  0.0  

德国 1.6  0.9  0.8  0.7  0.7  1.1  0.9  0.6  0.2  0.3  -0.2  -0.7  -0.7  -0.9  

法国 1.5  0.9  0.6  1.1  1.0  1.0  1.4  0.8  1.1  0.8  0.1  -0.4  -0.1  -0.8  

英国 1.7  0.9  1.1  1.1  1.1  0.9  1.1  0.4  0.6  0.3  -0.1  -0.3  -1.5  -1.2  

加拿大 0.9  1.0  0.6  0.6  -0.7  0.1  0.7  1.5  1.4  1.3  0.1  -0.5  0.0  -0.1  

澳大利亚 0.1  0.1  -0.1  0.8  -0.5  -0.5  0.4  0.9  1.5  0.3  0.6  0.3  -0.3  -0.1  

韩国 0.5  1.0  0.1  0.4  0.8  1.1  1.5  0.5  0.8  0.7  0.5  -0.1  -0.9  -1.1  

巴西 0.7  0.9  0.3  -0.2  -0.2  -0.7  -0.2  0.4  0.3  0.8  0.8  0.8  0.3  0.1  

俄罗斯 -1.4  -0.1  0.5  0.6  0.5  0.6  -0.6  -2.3  -0.7  0.2  0.3  0.0  0.6  0.7  

越南 -3.3  -3.3  0.3  0.4  0.4  0.8  1.0  0.2  0.2  1.1  0.9  0.1  0.5  0.4  

Ave 0.4  0.3  0.5  0.7  0.5  0.6  0.7  0.4  0.4  0.5  0.2  -0.2  -0.3  -0.4  

美国-全球 0.4  0.7  0.5  0.7  0.0  0.2  0.2  0.2  0.0  0.2  -0.6  -0.2  0.2  -0.1  

资料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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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宏观：周期回落，通胀见顶 

全球经济周期的向下似乎已成为确定性的必然，市场更多担忧的是下行的幅度。虽然

有英国央行在养老金危机下临时性的量化宽松，但是截止 10 月初全球央行货币政策仍

表现为净收紧的状态，且这种状态并没有发生方向性的转变（见图 4）。矛盾的扩大而

非收敛似乎更大概率地指向“硬着陆”这一选项。 

展望未来，总需求的收缩预计仍将主导着市场的运行方向（见图 5）。美联储货币政策

的收紧背后是美国双赤字的进一步收敛风险，这将引起全球总需求的回落，对于生产

型经济体表现为国际收支账户的收缩。而供给通胀预期驱动的货币政策收紧和需求回

落状态下的通胀缓和并存，实际利率进入到被动回升的阶段。 

 

图 4: 货币政策推动未来经济周期向下丨单位：指数点  图 5: 全球经济周期将呈现震荡向下状态丨单位：指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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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美国双赤字回落恶化全球账户 

美国需求的放缓将加速全球总需求的回落。当前美国依然是全球总需求的锚，因而在

今年美国贸易赤字3和财政赤字4双赤字继续朝着收缩的方向运行的背景下（见图 6），全

球总需求的回落压力将持续增加。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显示，随着全球经济遭

受多重冲击，贸易增长预计将在 2022 年下半年失去动力，并在 2023 年保持低迷。 

 

3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 8 月贸易逆差为 674 亿美元，为 2021 年 5 月以来最

小逆差，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677 亿美元，前值 706 亿美元。 

4 美国财政部表示，美国政府 4 月实现了 3080 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创下月度纪录新高，收入同比几乎翻番。根

据 IMF 估算，美国财政赤字率今年预计在 5%以内，比 2021 年的 10%和 2020 年的 15%出现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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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美国双赤字减少，美元指数走强丨单位：%/左轴，指数点/右轴 

 

数据来源：Wind   华泰期货研究院 

 

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在美联储持续收紧货币政策不变5的背景下，市场融资条件的上升

对于需求（尤其是非美地区）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显现。9 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上释放的

鹰派信号同 8月份鲍威尔在央行年会上的表达类似，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的政策基调并没

有改变。且从地缘的角度来看，在美联储的视角中，俄罗斯地缘压力的上升6仍将驱动

市场形成对通胀预期的向上压力。 

在货币政策收紧不变的前提下，我们预计美国房地产市场仍可能面临短期的压力（见

图 7）。而这种通过降低国内总需求的政策，将进一步推动美国对外需求的减少，表现

在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收窄（见图 8），叠加资本项下美元持续加息带来的利差扩大，

两者加剧了全球总需求的进一步回落压力。数据显示，全球外汇储备在今年 4-6 月份同

比减少了 4.1%，创历史最大降幅；其中日本 9 月份外汇储备减少了超 540 亿美元，环

比连续两个月下降，下降幅度为有记录以来最大；韩国外汇储备减少了 197 亿美元至

4168 亿美元，过去两个月的外汇储备共减少了约 218 亿美元；印度央行外汇储备回落

至 5457 亿美元，年下降达到 15%。 

 

5 美国 9 月非农数据全面超预期：新增非农就业 26.3 万人（预期 25 万人），失业率下降 0.2％至 3.5％（预期

3.7％）；联邦基金利率期货预测 11 月美联储加息 75 个基点的可能性由 85.5％升至 92％。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克里米亚大桥紧急事件下令成立政府委员会，而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奥列格·莫罗佐夫表示

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是一次“宣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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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利率抬升和房地产市场降温丨单位：%  图 8: 房地产市场降温和美国经常项收缩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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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胀：全球总需求回落驱动通胀下行 

在全球总需求的放缓预期下，通胀回落的压力也在逐渐增加。尽管美国 8月份通胀同比

走势依然超预期（8 月美国 CPI 通胀 8.3%，预期 8.1%，较 7 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但

是绝对幅度已经开始回落。从对通胀短期扰动最大的地缘冲突来看，我们认为其有两

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短期内供给受限的压力会进一步上升，从而推动美国经济表现“尚

可”的情况下支撑美联储维持鹰派货币政策状态；另一方面从中期来看，冲突的升级对

于总需求放缓的影响随着冲突的缓和而表现的更为明显，即对于通胀而言脉冲的影响

会更大（见图 9）。事实上，美股今年 3 月份以来的表现似乎提前定价着需求的放缓

（见图 12，即美联储加息状态下个人利息支出的回落）。 

 

图 9: 油价和各期限通胀预期丨单位：美元/桶，%  图 10:5Y5Y 通胀预期有见顶可能，尤其美国丨单位：% 

 

 

 

数据来源：Bloomberg   华泰期货研究院  数据来源：Bloomberg   华泰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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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7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