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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逻辑 

 国内宏观内生周期仍偏向“弱复苏”，但复苏强度预期较弱。分
项中，基建>消费>外需>地产。边际变量中，内部关注疫情和地
产政策变化及效果，边际预期差向好概率略高；外部关注美国通
胀和美联储紧缩强度的基准预期变化。 

 国内政策边际导向由宽松趋向中性，内外约束因素偏强，尤其是
中美利差历史性深度倒挂，将限制政策自主性空间。内部通胀可
控带来的政策自主性，若可有效驱动地产四季度筑底企稳，人民
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也将随之缓解。 

 外部风险聚焦欧美硬着陆风险，关键变量是美国高通胀降速预
期差。基数效应下，四季度美国通胀降势有望加速；若实际美国
通胀降速不及预期，美联储年内 125BP 的基准加息幅度有再调
升风险。关于衰退风险，目前软着陆预期仍占主导，但硬着陆概
率上升，四季度将是衰退强度基准预期变化的观察期。 

 四季度，宏观驱动“内强外弱”，外部风险牵制内部预期改善力
度，市场总体弱势格局难改。边际上，若内部地产预期差向上＆
美国通胀预期差向下，股指存阶段性超跌修复动能。商品方面，
总需求预期边际向下，供应冲击不可控性仍强，综合指数运行中
枢或下移，但结构趋向分化。 

 风险提示 

地产信心再度恶化、地缘博弈失控、美国紧缩再加速、美元流动
性危机、欧美硬着陆中断国内弱复苏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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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变量：滞胀转向衰退路径受阻 

三季度，国内疫后修复强度与外部“美联储看跌期权”预期，均被证伪，国内年度 GDP增
速预期向下修正；同期，为稳定地产软着陆预期，中国央行超预期降息，是 SDR（特别提款权）
篮子货币（美元、欧元、人民币、英镑、日元）中唯一降息国家。外部风险聚焦在美国高通胀
的强粘性，美联储已明确表态将“不惜代价”降通胀，并大幅调升本轮加息终点至 4.6%，美国
经济“硬着陆”概率显著增加。 

市场表现上，国债>文华商品>股指>汇率。受益于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自主性，中国国债
期货价格明显上涨，中美 10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最高至 129BP，创历史之最；风险资产-股商
汇全线下行，受供应矛盾支撑，商品相对偏强，文华商品指数跌破去年 12 月低点后，暂时企
稳弱势震荡，结构上贵金属>有色>农产品>工业品；全球股市下跌，恒生指数、中国创业板指
数跌幅居首，而上证 50、沪深 300均已跌破 4月疫情悲观时最低点。 

汇率表现最弱，非美货币相对美元全线贬值，日元逼近 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低点，欧元
兑美元跌破平价，为 2002 年来首次，英镑兑美元最低至 1.07，逼近 85 年历史最低点，人民
币破 7但仍是美元之外的第二强势货币，兑欧元和英镑均小幅升值。 

图 1：商品指数涨跌幅（%） 图 2：主要国家股指涨跌幅（%） 

  

图 3：全球 10债收益率变化基点（BP） 图 4: 主要国家兑美元汇率变化率（%） 

  
数据来源： Wind、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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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弱复苏方向不变 关注强度预期差  

三季度，国内经济的弱复苏方向被确认，但强度不及预期，下半年 GDP增速预期随之下修，
乐观预估区间在[3.5%，4%]，其中四季度 GDP 增速目前预估值高于三季度，市场预测均值在
4.5%左右。年度 GDP 增速预期同步调降，目前国内主流机构预期均值约 3.5%，显著低于 5.5%
左右的年度目标增速，但略高于 IMF（3.3%）和世界银行（2.8%）的预测值。 

四季度，GDP分项拉动中，预计基建>制造业>消费>出口>地产，本轮弱复苏周期仍缺乏内
生性增长动力，政策发力及显效仍是关键。边际上，基建正向驱动不变，将受益于已发行完毕
的 3.45万亿专项债，以及新增 5000亿专项债限额的盘活规模；消费修复方向不变，但力度依
然有限，同时将面临秋冬季疫情反复风险；而经济驱动的边际变量，将聚焦出口和地产，预计
极差的地产预期将在政策合力驱动下略有改善，强韧性的出口增速将趋向下行，向下速度取决
于欧美本轮衰退强度。 

内外核心变量中，地产的内部可控性较强，外部风险可控性较差，取决于欧美通胀回落速
度，若慢于预期将带来紧缩基准的再度强化，进而增加欧美经济硬着陆风险；若快于预期，则
将利于悲观情绪的阶段性修复。相对而言，欧美软着陆是对国内经济预期的更优选项，软着陆
虽会压制国内弱复苏强度，但不会改变弱复苏方向；但若欧美硬着陆，则会带来外需降速过快
及恐慌情绪传导，有可能中断国内经济弱复苏方向。 

图 5：中国与美国制造业 PMI 图 6：制造业 PMI季节性特征 

  
图 7：GDP 增速预测及历史预期差 图 8：GDP分项预测与历史预期差 

  
资料来源：Wind，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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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疫情反复概率高 消费基准预期弱  

四季度，消费仍将是 GDP 正向拉动，耐用品（汽车）和接触型（餐饮旅游等）消费的预
期差，是决定消费修复高度的边际观察变量。 

比较看，汽车预期受政策激励稳定性高，9月狭义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速高达 21.5%；消费
预期差将主要来自疫情变化对接触型消费的抑制，据文旅部显示，2022年国庆长假，全国国
内旅游收入 2872.1亿元，同比减少 26.2%，仅恢复至 19年同期的 44.2%；考虑到秋冬季疫情
反复概率高，接触型消费的修复信心较弱，预计四季度消费增速难超预期。 

防疫政策方面，四季度“动态清零”政策和高频率核酸检测仍将持续，纠正“过度防疫”
利于改善边际消费信心，但防疫政策的全面放开，仍需等待新冠药物和老年人疫苗接种率达
到安全状态。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 9 月 28 日，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完成全程接种人数占
老年人口的比例为 86.26%，还有相当部分老年人尚未完成全程接种和加强免疫接种，加上相
当数量的儿童和有禁忌症无法接种疫苗的人群，疫苗接种率尚未形成足以抵抗重症和死亡的
屏障。 

图 9：全国当日新增新冠确诊+无症状病例 图 10：汽车和餐饮销售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2.2  政策合力改善地产悲观预期 

地产是当前国内经济弱复苏的主拖累项，1-8月房地产相关数据全线深度负增长，新开工
增速低至-37.2%，销售低至-23%。 

自去年底开始，房地产相关政策开启新一轮放松历程，但与此前地产放松周期不同，房住
不炒基调之下，本轮政策导向以因城施策的结构化放松为主，总量政策放松力度弱，5年期 LPR
利率仅累计调降 20BP。而地方政策中则已“应出尽出”，包括但不限于调升公积金贷款额度、
发放购房补贴、放松限购限售、部分城市聚力“保交楼”等政策。不过，前期地产政策的结构
性放松效果有限，并未带来地产悲观预期的显著改善。 

9月底，地产迎来新一轮全国层面的放松政策，包括阶段性（至年底）调降部分城市的首
套房贷利率、阶段性（至明年年底）减免房屋转让个税、调降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15BP
三项政策。四季度，将再度进入新一轮地产放松政策效果的观察期，若地产销售、竣工等数据
的负增长程度持续改善，将稳定地产信心和软着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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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房屋新开工与销售增速 图 12：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 

  

图 13：土地购置费与地方财政收入 图 14：百城房价指数 

  

图 15：居民杠杆率 图 16：消费者信心指数 

  
资料来源：Wind，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2.3  欧美衰退风险高 出口向弱 

四季度，出口对 GDP 的拉动将趋弱，向弱程度取决于欧美衰退强度。9 月全球制造业 PMI
指数跌破 50%，为 20年 7月来首次，其中欧元区已连续三个月低于 50%，美国和日本景气度降
速加快逼近 50%，中国则延续边际弱回升态势至 50.1%。 

四季度，欧美处在滞胀周期向衰退周期转换的观察和确认阶段，预计在高通胀和高利率夹
击下，四季度较高概率转向衰退，市场分歧集中在衰退深度的不确定性。目前美联储预测 22
年美国 GDP 增长仅为 0.2%，若以此为基准，美国三四季度 GDP 同比增速将为负增长，进入衰
退区间；而此前美国 GDP环比增速已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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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中国新出口订单与全球制造业 PMI 图 18：美国消费者信心 

  

资料来源：Wind，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三、约束条件升级 政策趋向中性 

三季度，国内货币政策仍以偏松为主，再次调降 5 年期 LPR 利率 15BP，独立于美联储强
势加息周期，货币政策导向以国内目标为主。 

政策效果看，宽信用效果总体低于预期，但边际已现改善迹象。9月社融和贷款增量高达
3.5万亿和 2.47万亿，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时企（事）业中长期贷款占比维持 55%高位；增
速方面，M2 增速 12.1%，明显高于年度名义 GDP 目标增速；社融增速 10.6%，略高于名义 GDP
增速目标。 

政策代价看，主要是人民币贬值和外储净流出压力。截至 9 月 30 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
价贬值幅度约 6%至 7.1，自 15年 811汇改之后，第三次跌破 7,并触发官方汇率维稳措施，远
期售汇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上调至 20%。外汇储备净流出规模也在加速，今年 1-9月官方外汇储
备净流出约 2200亿美元，流出强度达到 15年汇灾期间净流出规模的 80%。 

四季度，考虑到年内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幅度已接近 12%，逼近 7.2-7.4的临界区域，可控
范围内的贬值弹性已显著收窄，叠加猪价回升压力的内部潜在通胀制约，预计国内货币政策再
宽松空间已有限；若地产软着陆预期稳定，四季度再降准降息概率偏低，重点关注前期政策积
累的宽信用效果预期差。 

图 19：社融增量 图 20：M1-M2与社融-M2  

  

资料来源：Wind，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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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公开市场净投放 图 22：银行间拆借利率 

  

资料来源：Wind，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3.1  外部约束：美联储紧缩强度显著上修 

年内至今，美联储紧缩强度屡次上修，分别在 6/7/9 月三次加息 75BP，当前美国基准利
率目标区间已升至[3%,3.25%]，11-12 月两次会议的基准加息幅度为 125BP,若基准预期兑现，
截至年底，美国基准利率目标区间将升至[4.25%,4.5%]，远高于 15-18年加息周期的 2.5%，逼
近 06-07年加息周期的高点 5.25%。 

四季度，美联储紧缩强度预期的再调整，取决于美国通胀预期差。目前为止，美国 CPI降
速持续显著慢于市场预期，9 月 CPI 和核心 CPI 增速分别高达 8.2%和 6.6%，均显著偏离 2%的
政策目标，其中核心 CPI增速升至近四十年来新高。通胀分项中，能源和交通运输为价格上行
主驱动，但租金等惰性通胀已成为新的通胀源头。考虑到俄乌局势已近失控、OPEC+超预期达
成减产协议和伊朗核协议谈判仍无实质性进展，冬季能源供应矛盾仍突出，美国高通胀粘性仍
有超预期风险。总体上，预计到年底兑现加息 125BP的概率较高，但若 10-11月美国通胀数据
持续超预期，12月加息幅度有调升至 75BP的风险。 

图 23：中美国债利差 图 24：中国外汇储备与汇率 

  

图 25：美国住房贷款利率 图 26：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财期货投资咨询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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