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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 6.10

社零总额当月同比 3.10

出口当月同比 17.90

M2 11.40

市场走势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相关研究报告

《宏观经济宏观周报-7 月食品价格明显上涨，生产资料价格明显

下跌》 ——2022-07-25

《宏观经济宏观周报-疫情有限反弹会拖累但大概率不会打断经

济向上修复进程》 ——2022-07-19

《宏观经济宏观周报-国内疫情反弹，经济修复放缓，短期内通

胀仍不是关注焦点》 ——2022-07-11

《宏观经济宏观周报-6 月国内服务业景气面明显扩大，内需修复

或加速》 ——2022-07-04

《海外宏观双周报-衰退预期升温，美国政策走向如何？》 ——

2022-07-01

传统汇率决定理论检验欧元汇率波动：传统理论认为A兑B的名义汇率与AB

的通胀水平及实际汇率有关。利率平价理论认为，在投资者风险偏好为中性

的情况下，A国国债利率低于B国债利率，A兑B贬值。由于一国的名义利

率与该国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速相关，参考上述两个基本理论，我们猜想欧

元汇率与欧美经济增速差、通货膨胀差具有很大相关性。

经过观察发现，2015年以前，欧元汇率与美欧CPI月同比之差基本呈正相关，

但2015年2月至2017年1月、2019年2月至2020年2月相关度减弱。

欧元汇率与欧美经济增速差在绝大部分时间相关性较弱。我们认为，产生欧

元汇率与欧美经济增速相关性较弱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欧元区经

济周期基本保持一致，与通胀相比，经济增速差对于欧元汇率的影响较弱。

相比经济增速差，美国和欧洲的CPI差值能更好解释欧元汇率的波动。

风险偏好对欧元汇率的影响增大：考虑到利率平价理论的前提是投资者的风

险偏好为中性，我们联想到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变化是否会对欧元汇率有一定

的影响，当欧元区的风险上升时，欧元汇率下跌。我们用德国和意大利的长

期国债利差来量化欧元区的债务风险。

在2008年以前，德国和意大利长期国债利差保持稳定，而在2009年欧洲债

务问题出现之后，德-意国债收益率之差与欧元汇率在大部分时间走势趋同。

德-意国债利差也较好地弥补了上述CPI增速差在2015年 2月至2017年 1

月、2019年2月至2020年2月两个时点对欧元汇率解释力度的下降。

综上，美欧通胀差与欧元区债务风险变化可作为欧元汇率主要的驱动因子。

欧央行加息在即，欧元汇率走势方向性仍不明显：欧元区几大边缘国的政府

杠杆率大幅上升，目前基本接近甚至超过欧债危机后的最高水平。近期德意

利差已明显走阔，若欧央行加大加息幅度，会增加边缘国政府的再融资成本，

进一步刺激避险资金的流出。

欧央行于7月会议推出新型救助工具TPI：旨在购买剩余期限为1-10年的公

共部门证券。但目前其具体实施效果尚不得而知，若该救助计划效果未达预

期，也会激化市场的避险情绪，进一步推动欧元汇率下行。

通胀变化的不确定性也是欧元汇率波动的一大风险。7月全球大宗商品普遍

下跌，欧美通胀预计均将得到缓解，但美国与欧元区的通胀之差走势如何尚

不确定。

欧美经济走势分化恐成为欧元汇率波动的另一个风险点。之前来看，欧美经

济增速差与欧元汇率走势相关性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欧美经济走势的趋同。而

俄乌战争对欧洲供应链影响深远，未来欧美经济走势可能出现分化。

在物价飙升，经济大幅放缓的大环境下，欧元区国家的内部矛盾可能会激化，

降低欧元区国家的稳定性，引发避险资金进一步外流。

风险提示：海外疫情再度爆发对经济影响程度超预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再

迎上涨、极端气候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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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下行压力几何--复盘欧元汇率波动的宏

观驱动力

今年以来，欧元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行，截至 7月 25 日，年内跌幅已逾 10%，甚至

盘中一度跌过平价。欧元下跌的简单逻辑是欧美央行货币政策背离，以及俄乌战

争的爆发极大影响了欧元区经济增长。本文对欧元历史的涨跌进行复盘，进一步

探究影响欧元汇率波动的宏观因子。

图1：今年以来，欧元汇率显著下行（%）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传统汇率决定理论检验欧元汇率波动

货币名义汇率的定义如下：EAB = eAB × (PA/PB)（EAB为 A 兑 B 的名义汇率，eAB
为 A兑 B的实际汇率，PA为 A国物价水平，PB为 B国物价水平）。由此可见，传

统理论认为 A兑 B的名义汇率与 AB 的通胀水平及实际汇率有关。一般来说，在经

济增长率高的国家，实际汇率也会上升越快。

利率平价理论认为，两国间相同时期的名义利率只要有差距存在，投资者即可利

用套汇或套利等方式赚取价差，两国货币间的汇率将因为此种套利行为而产生波

动，直到套利的空间消失为止。由此可以得出，在投资者风险偏好为中性的情况

下，当欧元区成员国国债利率低于美国国债利率，欧元兑美元贬值。

由于一国的名义利率与该国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速和货币政策相关，参考上述两

个基本理论，我们猜想欧元汇率与欧美经济增速差、通货膨胀差具有很大相关性，

并分别构建欧元汇率-欧美 PMI 差值，欧元汇率-美欧 CPI 增速差来验证以上猜想

（欧元兑美元汇率下跌表示欧元贬值，反之，欧元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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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通胀差对欧元汇率解释力度较大（%）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经过观察发现，2015 年以前，欧元汇率与美欧 CPI 月同比之差基本呈正相关，但

2015 年 2 月至 2017 年 1 月、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2 月二者相关度减弱。整体来

看，通胀是欧元汇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宏观驱动因素。

图3：欧美经济增速差与欧元汇率关联度不高（%）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同时按照传统理论，当欧元区的实际经济增速大于美国时，欧元汇率会上升。但

我们发现欧元汇率与欧美 PMI 差值在绝大部分时间相关性较弱。为此，我们对欧

元区经济展开进一步研究。

可以发现，作为资源稀缺，高新技术发达的经济体，欧元区的进出口占 GDP 比重

非常大，出口增速基本代表了欧元区的经济走势。同时，欧元区出口的商品占美

国进口的比重也非常稳定并位居几大经济体前列。由此可以得到美国-欧元区经济

增长轮动的逻辑：美国经济好-进口需求上升-欧元区出口增速上升-欧元区经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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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认为，产生欧元汇率与欧美经济增速差相关性较弱这一现象的主要原

因是美国与欧元区经济周期基本保持一致。与通胀相比，经济增速差对于欧元汇

率的影响较弱。

图4：欧元区和美国经济走势基本保持一致（%） 图5：欧元区出口增速与欧元区 GDP 有很大相关性（%）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6：欧元区出口美国占比较为稳定并持续上升（%）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风险偏好对欧元汇率的影响增大

通过上述检验，我们得出了美欧通胀差为欧元汇率重要影响因子的结论，但如何

解释美欧通胀差在 2015 年 2 月至 2017 年 1 月、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2 月对欧

元汇率解释力度下滑？考虑到利率平价理论的前提是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为中性，

我们联想到投资者风险偏好的变化是否会对欧元汇率有一定的影响，当欧元区的

风险上升时，欧元汇率下跌。

一般来说，有两种情况将改变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转为青睐避险货币。其一是欧

盟边缘国的主权债务风险上升，其二是战争或者突发的政治事件带来的风险。对

于第一种，我们可以用德国和意大利的长期国债利差来量化欧元区的债务风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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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欧元区核心国，债务风险非常小，其利率基本可以参作欧元区无风险利率）。

一般来说，当德-意国债利差走阔，市场认为欧元区的主权债务风险上升，避险资

金开始从欧洲流出，欧元汇率下跌。

图7：德意利差与欧元汇率（%）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可以明显的看到，在 2008 年以前，德国-意大利长期国债利差保持稳定，而在 2009

年欧洲债务问题出现之后，德-意国债收益率之差与欧元汇率在大部分时间走势趋

同。同时德-意国债利差也较好地弥补了上述 CPI 增速差在 2015 年 2 月至 2017

年 1 月、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2 月两个时点对欧元汇率解释力度的下降。

整体来看，美欧通胀差与欧元区债务风险变化可作为欧元汇率波动的主要的驱动

因子。

欧央行开启加息周期，欧元汇率走势方向性仍不明显

欧央行于 7 月会议大幅加息 50bp，欧元汇率在欧央行加息后保持震荡。我们认为，

欧元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欧元区几大边缘国的政府杠杆率在货币政

策宽松时大幅上升，目前基本接近甚至超过欧债危机后的最高水平，近期德-意利

差已明显走阔，若欧央行加大加息幅度，会增加边缘国政府的再融资成本，进一

步刺激避险资金的流出。

同时欧央行于 7 月会议推出新型救助工具 TPI：旨在购买剩余期限为 1-10 年的公

共部门证券。但目前其具体实施效果尚不得而知，若该救助计划效果未达预期，

也会激化市场的避险情绪，进一步推动欧元汇率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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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欧元区边缘国加杠杆幅度较大（%）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此外，通胀变化的不确定性也是欧元汇率波动的一大风险。目前来看，7 月全球

大宗商品普遍下跌，欧美通胀预计均将得到缓解，但美国与欧元区的通胀之差走

势如何尚不确定。

再者，欧美经济走势分化恐成为欧元汇率波动的另一个风险点。参考上述结论，

我们认为欧美经济增速差与欧元汇率走势相关性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欧美经济走势

的趋同。但目前来看，俄乌战争对欧洲供应链影响深远，未来欧美经济走势可能

出现分化，影响欧元汇率走势。

最后，在物价飙升，经济大幅放缓的背景下，欧元区国家的内部矛盾可能会激化，

降低欧元区国家的稳定性，引发避险资金进一步外流。

美联储官员发言与市场加息预期跟踪

美国 6 月 CPI 再创历史新高，近期美联储官员主要针对 7 月加息幅度发表了观点，

大部分官员一致支持 7月加息 75bp。尽管通胀高企，但是联储官员认为单次加息

75bp 已经反映美联储抗通胀的态度。此外，加息 75bp 至 2.5%将达到美联储认为

的中性利率。此外，部分官员表示依旧将参考地产和消费数据来调整最终决策。

综合来看，美联储于 7月加息 75bp 的可能性依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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