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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债交易逻辑已悄然变化 

——美联储观察系列二 

     
   

 

 

 

 

 

 

 

 

 

 

 

 

 

 

 

 

 

 

 

 

 

 

 

 

 

 

 

 

 

 

 

 

 

 

 

 

 

 

 

 

 

 

 

 

 

 

 

 

 

  

 

 

 

 

 

 

 

 

 

 

 

 

 

 

 

 

 

 

 

 

 

 

 

 

 

 

 

 

 

 

 

 

 

 

 

 

 

 

 

 

 

 

 

 

 

 

 

 

 

核心观点： 

基于对美债收益率的三因素分析法，预计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将延续上行趋势，

并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一定的外生压力。基本面层面，在服务性消费修复的拉动下，

美国个人消费增速将保持强复苏态势，叠加政府消费和投资对私人投资趋缓的对

冲，预计美国经济复苏势能将保持强劲，支撑美债收益率上行。通胀预期层面，

美国长期通胀预期预计将稳定在 2%左右，对美债收益率影响有限。期限溢价层

面，美联储货币宽松强度趋弱，叠加欧元区流动性的边际走弱，将明显降低美债

需求，对美债收益率上行形成强支撑。 

 

驱动因素一：美国经济复苏势能将保持强劲，持续支撑美债收益率上行 

一则，目前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但储蓄意愿回归常态，一方面显示出

美国居民对未来收入信心增强，另一方面表现为消费信心及意愿的增强。在就业

市场迅速回暖的背景下，服务性行业消费支出将持续支撑经济复苏。二则，新财

政刺激计划即将落地，预计将对政府消费和投资增速产生一定支撑。 

 

驱动因素二：美国长期通胀预期将稳定在 2%左右，对美债收益率影响有限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 8 月杰克逊霍尔经济研讨会上称，现阶段，长期通胀预期指

标与 2%货币政策目标大体一致。另外，从数据中可以发现，长期通胀预期的变

化大幅小于短期通胀预期，这表明家庭、企业和市场参与者也维持暂时性通胀观

点。因此，长期通胀预期稳定对美债收益率影响有限。 

 

驱动因素三：美欧央行宽松趋弱使得期限溢价上行。带动美债收益率上行 

期限溢价是影响美债收益率走势的另一大因素，而期限溢价主要包含通胀风险溢

价和实际风险溢价。现阶段，实际风险溢价走势较为平稳，而通胀风险溢价有显

著上行态势。其中，债券供需结构变化是影响通胀风险溢价的主要因素。 

一则，财政部的债务上限暂停期于今年 7 月 31 日结束，迫使财政部大幅减少国

债发行，预计在债务上限问题的得到解决后（9 月底或 10 月初国会休会结束后），

财政部会迅速重建 TGA 余额，增加国债供给，抬高短期利率，其影响或将传导

至长端利率。二则，美联储与欧洲央行在此轮量化宽松中步伐较为一致，不会出

现欧元区流动性大幅外溢购买美债，从而压制美债收益率上行；另外，对比上一

次 QE，投资者明显更担心通胀持续升温而不是通缩的问题，从而减少使用美债

对冲通缩风险的需求。最后，在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较为同步的 Taper 预警下，

美元流动性趋紧，带动美债收益率上行。 

 

中美利差收窄将令人民币汇率承压 

一方面，在中债收益率维持震荡的背景下，美债收益率明显上行，将会进一步压

缩中美利差，带来较强的资本外流压力。叠加随着美国中期经济预期的走强，以

及美元流动性的边际收缩，美元指数大概率将趋于强劲，这也会进一步增加人民

币汇率的贬值压力。另一方面，作为全球资产的定价锚，美债收益率上行将会带

来全球风险资产的价值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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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 月 1 日至 8 月 4 日，美国金融市场在

交易什么？ 
 

6 月 1 日至 8 月 4 日，美元指数与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走势截然相反。可以看到，

6 月初以来，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持续下行，并于 7 月末再次向下突破 1.3%；而

与此同时，美元指数却在一路震荡上行至 93 左右。市场参与者在交易什么，如

何理解美元指数与美债收益率的分化呢？ 

 

图 1：6 月 1 日至 8 月 4 日，美元指数与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走势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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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区间：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4 日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的下行，主要源于对美国经济预期的走弱。通过对 10 年期美

债收益率的拆分，可以看到，6 月 1 日至 8 月 4 日，10 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 39BP，

其中，平准通胀率下行 7BP，实际收益率下行 32BP。也就是说，10 年期美债

收益率的下行，主要源于实际收益率的下行，即市场对美国中长期经济预期的走

弱。那如何理解经济预期走弱下，美元指数却在走强呢？ 

 

图 2：6 月 1 日至 8 月 4 日，10 年期美债收益率的下行，主要源于实际收益率的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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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区间：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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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指数走强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对美国经济的预期强于欧洲，二是

美国的货币宽松程度弱于欧洲，并不能以此反驳市场对美国经济预期的走弱。 

 

在《美元指数还会继续向下吗？》中，我们曾提到过，美元指数的强弱不仅仅取

决于美国自身的经济基本面及货币环境，美元指数衡量的是美元相对一揽子货币

的相对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元相对欧洲货币的强弱，即美国经济基本面

及货币环境相对欧洲的强弱。（详见 2021 年 6 月 6 日发布的《美元指数还会继

续向下吗？》） 

 

据此来看，8 月前美国新冠肺炎日度新增确诊人数相较欧洲处于较低水平，隐含

着疫情对美国经济运行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于欧洲。同时，美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

扩张速度相较欧洲央行也处于较低水平，即美国货币宽松程度弱于欧元区。在这

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美元指数自 6 月以来一直呈现震荡上行走势，与因对美国

经济预期走弱而下行的美债收益率并不矛盾。 

 

图 3：8 月之前欧洲新增确诊仍远高于美国  图 4：美欧央行资产负债表增速差驱动美元指数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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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区间：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22 日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区间：2013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 

数据说明：美欧央行资产负债表增速差的计算方式为，首先选取每月最后一周的资产总值

作为当月资产值，然后利用美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资产当月值的同比增速减去欧洲央行的同

比增速。 

 

二、8 月 5 日后，美债交易逻辑已悄然改变 
 

10 年美债收益率主要由未来实际短期利率、预期通胀以及期限溢价决定。6 月

以来，美国经济复苏势能保持强劲，推动预期短期利率走强；预期通胀稳定维持

在 2%，对美债收益率影响有限；期限溢价上行带动美债收益率走高。本章节聚

焦于对这三方面的分析，为投资者厘清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内在逻辑。 

 

2.1 美国经济复苏势能保持强劲 
 

美国经济基本面趋好将带动投资者对经济前景预期上行，从而导致预期短期利率

走强，带动长期利率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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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对经济的约束逐渐打开，美国经济持续向好，对美债收益率形成支撑。

通常来说，经济增长疲软时，收益率曲线平坦，相反，当经济增长动能较强时，

我们通常能看到收益率曲线偏于陡峭。10 年期和 3 个月期美债收益率利差走势

能很好地证实这种关系。自 2021 年初起，10 年/3 月美债利差持续走扩，表示

市场预期美国经济持续向好，支撑收益率曲线趋于陡峭。其中，消费、投资、劳

动力市场迅速恢复是推动经济预期好转的主要动力。 

 

图 5：美债收益率影响因素拆解  图 6：美债收益率曲线趋于陡峭显示经济预期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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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截至 2021 年 6 月 

 

总量层面，环比高点或已显现，同比高点言之尚早。同比视角来看，2021 年二

季度美国实际 GDP 两年复合平均同比增速仅为 1.0%，距离 2019 年的平均水平

仍有 1.3 个百分点的差距；2021 年 7 月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全部工业)仅为 101.1，

距离 2019 年的平均水平尚有 1.2 个点的缺口，即无论是美国经济的需求指标，

还是供给指标，其同比增速均未有明显的见顶迹象。 

 

但若从环比视角来看，一方面，表征制造业环比景气度的 ISM 制造业 PMI 已经

震荡下行了 4 个月，显示美国制造业景气度呈现出一定的放缓迹象；另一方面，

在 ISM 制造业 PMI 呈现放缓迹象的同时，Markit 制造业 PMI 却仍呈现出走强态

势，这主要源于两者统计对象及权重赋予的差异。 

 

从历史上来看，ISM 制造业 PMI 与 Markit 制造业 PMI 走势基本是一致的，存在

分歧的时期，多数情况下 Markit 制造业 PMI 对趋势的反映更加显著。因而，对

于目前的美国经济，由于受到去年低基数影响，同比读数多呈现趋缓态势。但若

从两年复合平均增速的角度来讲，目前我们尚未看到同比增速的趋缓，虽然已有

部分数据显示环比增速或已见顶，但稳健性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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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美国经济复苏的同比高点尚未显现，环比高点似有迹象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说明：标注星号的经济指标，其 2021 年的数据均为两年平均复合增速 

 

个人消费支出增速结构分化，向前看仍有较强支撑。 

 

从两年复合平均增速的角度来看，2020 年下半年后，包括耐用品及非耐用品在

内的商品消费已经明显修复至疫情前水平之上；而由于受到疫情持续爆发下的社

交管控限制，服务消费支出迟迟未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今年二季度以来，耐用

品消费的同比增速开始呈现趋缓态势，非耐用品消费基本维持前期增速水平，服

务消费支出增速修复势能有所放缓。 

 

向前看，占实际 GDP 体量 9%(采用 2018 年与 2019 年平均水平，下同)的耐用

品消费支出同比增速预计将继续呈现趋缓态势，但趋缓的速度及空间均已明显收

窄；占实际 GDP 体量 16%的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增速预计将继续维持当前水平，

或略有趋缓；而占实际 GDP 体量 44%的服务消费支出增速，目前距离疫情前仍

有 2.47 个百分点的缺口，预计后续仍将延续修复态势，主要受到以下两个因素

的支撑： 

 

一是，可以看到，截至 7 月，美国个人储蓄存款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已经由疫情

高峰时的 33.8%下降至 8.8%，略高于疫情前 1 个百分点的水平。在个人可支配

收入稳步增长的状态下，储蓄意愿回归常态，一方面显示出美国居民对未来收入

信心增强，另一方面表现为消费信心及意愿的增强，这也正如美国消费者信心指

数所示的那样。 

 

二是，美国疫情反复对服务消费支出的影响正在减弱。可以看到，在本轮疫情快

速反弹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封锁指数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反弹。相较前期新增确

诊大幅飙升时的疫情封锁指数，本轮疫情反弹下的疫情封锁情况明显改善，这主

要得益于美国新冠疫苗较高的接种率。因而，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率的提高，新冠

疫情所带来的社交隔离措施将会逐步退出，对服务消费的修复形成支撑。 

 

另外，居民债务在经过政府补贴和被动储蓄后，有了极大的改善。家庭债务占可

支配收入的比例自疫情开始后大幅度下滑，显示家庭资产负债表处于较健康的状

态。预计这部分储蓄将在美国达到群体免疫的过程中逐步释放，支撑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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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商品消费拐点已现，服务消费仍有缺口  图 9：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的背景下，储蓄意愿回归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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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截至 2021 年 7 月 

数据说明：2021 年数据为两年复合平均增速，其中全部数据均以 2019 年的平均水平为零

值进行了平移。平移后的数据，若在零值以上则表示其已修复至疫情前水平，若在零值以

下则表示其尚未修复至疫情前水平。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说明：储蓄数据截至 2021 年 7 月，消费信心指数数据截至 2021 年 8 月 

 

图 10：美国疫情再度反弹  图 11：疫情反弹下，美国疫情封锁趋严程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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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截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  资料来源：OxCGRT，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截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 

 

第三，美国劳动力市场修复，带动服务性行业快速回暖。今年 4 月到 7 月，新

增非农就业数据表现亮眼，平均每月达 83 万人。雇佣速度也达到历史高点。其

中，服务性行业和政府教育为最大拉动项。然而，劳动力供需错配问题依然严峻，

劳动参与率恢复速度远落后于职位空缺水平。从历史经验来看，劳动参与率的恢

复通常较为缓慢，所以会导致“暂时性”劳动力供给疲弱现象。 

 

向前看，我们判断劳动力市场将快速修复，成为经济回暖的主要驱动因素。一则，

在疫情对经济的约束逐渐打开后，商业活动回暖，居民返回城市恢复正常工作。

二则，9 月开学后，学生回到学校，居家照顾孩子的父母将重返劳动力市场。三

则，大部分政府救济金发放将于 9 月停止，经济压力将使得更多人开始寻找工作。

届时，劳动力市场供需错配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而服务性行业将成为就业市场

快速修复的最大受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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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6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