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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聚焦：春节期间海内外要闻回顾 

春节消费：春节档电影票房破 50 亿，国内旅游需求逐步释放。截至 2 月 5 日 15

时，2022 年春节档电影新片（含预售）总票房已突破 50 亿。其中 2 月 1 日-2

月 4 日累计票房（不含预售）为 43.85 亿元，低于 2021 年同期票房，与 2019

年春节档同期表现持平；春节假期旅游需求逐步释放，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

心统计，春节假期前三天，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1.37 亿人次，按可比口径恢

复至 2019 年春节假日同期的 71.5%，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678.49 亿元。 

海外经济：美国 1 月非农数据大超预期。2022 年 1 月，美国季调后非农就业人

数增加 46.7 万人，市场预期增加 12.5 万人；非农数据公布后，美元指数大幅上

行至 95.5 的位置，美债利率也大幅上行至 1.93%。整体来看，服务性行业持续

修复推动 1 月新增非农大超预期。向前看，劳动力供给提升，叠加工资上行将进

一步支撑就业市场快速修复。 

全球疫情：美国疫情有所回落，欧洲放开管控后疫情有所反弹。本周全球日均新

增确诊(7DMA)为 303 万例，相比上周的日均新增 324 万例有所下降。分国家来

看，欧洲逐步放开管控，疫情有所反弹，截至 2 月 5 日，英国、法国、德国日

均新增确诊反弹明显，日均新增确诊病例分别为 19 万、30 万、19 万例；美国

方面，疫情形势有所缓和，本周日均新增确诊病例为 32 万。 

海外要闻：OPEC+召开月度会议拒绝加速增产，美国宣布增兵乌克兰。2 月 2

日，OPEC+联盟召开月度产油政策会议，拒绝加速增产。当天，美油 WTI 一度

涨幅扩大至 1.51 美元或涨 1.7%，日高升破 89 美元至 89.68 美元，刷新之前一

周 88.84 美元所创的 2014 年 10 月以来七年高位；2 月 2 日，美国总统拜登正

式批准向东欧增加美军部署，以应对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 

海外观察： 

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通胀预期均略有下行；美国 10 年期和 2 年期国

债利率期限利差继略微下行。美联储、欧央行和日央行资产规模均有所上升。 

全球资产： 

全球股市多数收涨，工业品价格涨跌分化。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38%，标普 500

上涨 1.55%。欧洲股市涨跌分化，亚洲股市多数收涨。大宗商品价格方面，NYMEX 

RBOB 汽油、ICE 布油涨幅较大，分别上涨 5.76%、4.37%，LME 铜上涨 3.99%，

LME 锌下跌 0.14%。农产品涨跌分化，CBOT 大豆上涨 5.76%，CBOT 小麦和

CBOT 玉米分别下跌 2.79%和 2.28%。 

央行观察： 

英国央行加息 25bp，启动被动缩表；欧洲央行利率决议会议宣布维持关键利率

水平不变；日本央行继续保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下周财经日历：美国 1 月 CPI（周四）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情况超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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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节期间海内外要闻概览 

 

春节消费：春节档电影票房破 50 亿，旅游需求逐步释放 

2022 年春节档票房突破 50 亿元。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 2 月 5 日 15 时，

2022 年春节档（1 月 31 日-2 月 6 日）电影新片（含预售）总票房已突破 50 亿。

其中 2 月 1 日-2 月 4 日累计票房（不含预售）为 43.85 亿元，低于 2021 年同期

票房，与 2019 年春节档同期表现持平。目前票房前三名为：《长津湖之水门桥》

为 21.40 亿、《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为 10.85 亿、《奇迹-笨小孩》为 5.53 亿。 

春节期间线下消费呈现本地化、小半径特征。根据美味不用等数据显示，除夕至

初四（1 月 31 日至 2 月 4 日）餐饮营业门店到店消费和外卖消费较基准日水平

分别增长 77.2%和 155.5%，到店消费最高水平略低于 2021 年五一和国庆期间

最高水平，外卖则明显高于以往假期。此外，春节期间冰雪游持续升温，携程数

据显示，春节前三天滑雪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长 52%，酒店人均花费同比去年

春节上涨 13%。 

春节假期旅游需求逐步释放，旅游人次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七成以上。根据文

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春节假期前三天，近程游、乡村游、冰雪游以及都市

休闲、走亲访友等旅游需求逐步释放，历史文化街区、旅游休闲街区和主要城市

文化场所客流增加。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1.37亿人次，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

年春节假日同期的 71.5%，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678.49 亿元。 

 

海外经济：非农大超预期，美债收益率升破 1.9% 

2022 年 2 月 4 日，美国劳工部公布 1 月份非农就业数据。2022 年 1 月，美国

季调后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46.7 万人，市场预期增加 12.5 万人，前值由 19.9 万

人上修至 51 万人；失业率录得 4.0%，较去年 12 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劳动参

与率录得 62.2%，较去年 12 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非农数据公布后，美元指数

大幅上行至 95.5 的位置，美债利率也大幅上行至 1.93%。 

整体来看，服务性行业持续修复推动 1 月新增非农大超预期。失业率小幅上行，

主要原因在于自雇佣者人数回落和劳动力人口扩大。向前看，劳动力供给提升，

叠加工资上行将进一步支撑就业市场快速修复。 

奥密克戎影响减弱，就业修复进程加速，服务业持续修复。1 月美国新增非农就

业的主要贡献项为休闲与酒店业，专业和商业服务、零售业、运输和仓储业。其

中 1 月餐饮服务增 10.8 万人、住宿增 2.2 万人，基本与 2021 年 12 月持平，显

示 Omicron 对服务行业就业的约束较为有限。另外，美国劳工部上修 2021 年

11 月和 12 月新增非农共达 70 万人。向前看，在病毒走势趋弱，新增病例数下

行的背景下，预计就业市场将维持强复苏态势。 

劳动力市场仍然偏紧，时薪环比增速上行。1 月份，美国失业率略微增加至 4.0%，

前值 3.9%，劳动参与率为 62.2%，前值 61.9%，相比疫情前低 1.1 个百分点。

此外美国劳工部 12 月的数据显示，职位空缺数和职位空缺率仍处于历史高位，

反映出劳动力市场需求仍然旺盛。较低的劳动参与率、较高职位空缺率反映出劳

动力市场仍然偏紧，平均时薪增速环比增速升至 0.7%，同比涨幅 5.7%，是 2020

年 7 月以来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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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月美国新增非农大超预期  图 2：1 月份美国失业率小幅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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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更新至 2022 年 1 月）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更新至 2022 年 1 月） 

 

全球疫情：欧洲逐步放开管控，疫情反弹明显 

本周全球疫情扩张形势有所缓和，但新增死亡病例上行明显。本周（2022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6 日）全球日均新增确诊(7DMA)为 303 万例，相比上周的日均

新增 324 万例有所下降；从新增死亡病例来看，本周全球单日新增死亡(7DMA)

为 10282 例，相比上周的日均新增死亡 9512 例有所上行。 

分国家来看，欧洲逐步放开管控，疫情有所反弹，美国疫情形势缓和。欧洲方面，

2 月以来英法德疫情管控措施逐步放松，疫情有所反弹，截至 2 月 5 日，英国、

法国、德国日均新增确诊反弹明显，日均新增确诊病例分别为 19 万、30 万、19

万例；美国方面，疫情形势有所缓和，本周日均新增确诊病例为 32 万；国内方

面，疫情多点散发，截至 2022 年 2 月 6 日，我国本土现存确诊病例 852 例，其

中北京丰台 109 例，河南安阳 244 例，浙江杭州 142 例。 

 

图 3： 全球疫情形势有所缓和，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下行  图 4： 美国疫情形势缓和，英法德疫情反弹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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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更新截止 2022 年 2 月 5 日）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更新截止 2022 年 2 月 5 日） 

注：图中指标为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病例的七日移动平均数 

 

海外要闻：OPEC+拒绝加速增产，油价继续上行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5- 证券研究报告 

宏观经济 

OPEC+召开月度会议拒绝加速增产，原油价格继续上行。2 月 2 日，以沙特和俄

罗斯为首的 OPEC+联盟召开月度产油政策会议，视频会议仅用 16 分钟达成共

识，坚持原定计划在 3 月增产 40 万桶/日。这打破了高盛的预期，即鉴于近期油

价大幅反弹，OPEC+有可能加速增产。同时，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12 月份

OPEC+国家的产量仅增加了 250,000 桶/日，即该组织既定目标的 63%。当天，

美油 WTI 一度涨幅扩大至 1.51 美元或涨 1.7%，日高升破 89 美元至 89.68 美元，

刷新之前一周 88.84 美元所创的 2014 年 10 月以来七年高位。 

美国增兵东欧，乌克兰局势紧张。2 月 2 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批准向东欧增加

美军部署。美国国防部 2 日宣布将向欧洲增派部队，以应对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

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将

“在未来数天内”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陆军基地调遣约 2000 名军人到德国

和波兰，并将目前驻扎在德国的约 1000 名美军部署到罗马尼亚。柯比表示，由

于北约尚未调动其快速反应部队，此次部署是基于美国与德国、波兰和罗马尼亚

之间的双边协议，人员受美国指挥。俄副外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美方的这一决

定是“破坏性举措”，将加剧军事紧张。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突破 30 万亿美元大关。截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美国

未偿联邦政府债务余额约为30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约23.5万亿美元，

政府间债务约 6.5 万亿美元。近年来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快速增长，美国财政部公

布的数据显示，2021 财年（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美国联邦

政府财政赤字达到 2.77 万亿美元。 

 

二、海外观察 
 

2.1 金融与流动性数据：美债收益率上行、通胀预期略有

下行 

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通胀预期均略有下行。本周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

益率上行，较上周上行 15 个 bp 至 1.93%，英国 10 年期国债上行 1 个 bp 至

1.28%，法国 10 年期国债上行 28 个 bp 至 0.65%，德国 10 年期国债上行 19

个 bp 至 0.09%。美国 10 年期国债隐含的通胀预期较上周下降 3 个 bp，实际收

益率上升 18 个 bp。 

 

图 5：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  图 6：英国、德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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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更新截止 2022 年 2 月 6 日）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更新截止 2022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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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 

 

美国 10 年期和 2 年期国债利率期限利差略微下行。美国 10 年期和 2 年期国债

期限利差下行至 0.62%，较上周下行 1 个 bp。美国 AAA 级企业期权调整利差上

行 13 个 bp 至 0.63%，美国高收益债期权调整利差上行 31 个 bp 至 3.51%。 

 

图 7：美国 10 年期和 2 年期国债期限利差略微下行（%）   图 8：美国投资级企业债利差有所走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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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更新截止 2022 年 2 月 6 日）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更新截止 2022 年 2 月 6 日） 

 

美联储资产规模，欧央行和日央行资产规模均增加。美联储资产规模（2 月 2 日）

较 1 月 26 日增加 127 亿美元至 88732 亿美元，环比上升 0.14%；欧央行资产

规模（1月 28日）较 1月 21 日增加 222亿欧元至 86003亿欧元，环比上涨 0.26%；

日本央行资产规模（1 月 31 日）较 1 月 20 日上升 1.29 万亿日元至 725.1 万亿

日元，环比上涨 0.18%。 

 

图 9：美联储资产规模略增加（十亿美元）   图 10：欧、日央行资产规模均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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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更新截止 2022 年 2 月 6 日）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数据更新截止 2022 年 2 月 6 日） 

 

2.2 全球市场：全球股市多数上涨，大宗商品涨跌分化 

 

全球股市多数上涨，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分化。本周（1 月 31 日至 2 月 6 日）全

球股市大多收涨，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38%，标普 500 上涨 1.55%。欧洲股市

涨跌分化，德国 DAX、法国 CAC40 分别下跌 1.43%、0.21%，意大利富时 M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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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7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