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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情下经济回升面临的困难 

经济仍然处于缓步回升

中，我们预计 3、4 季度经济

继续上行，但整体上行的速度

有限。由于 1 季度经济下降速

度较快，2020 年度我国经济

可能只是小幅回正。我国经济

增长仍然面临困难，总需求不

足是新冠疫情前后需要面临

的固有问题，而货币政策的不

及预期会压低经济回升的高

度，同时新冠疫情并未结束，

在 2020 年下半年会不停的冲

击经济运行。 

从生产方面来看，我国生

产恢复的速度仍然是缓慢的，

而 1-6 月份来看大部分各行

业生产基本为负增长。汽车、

纺织、塑料、农副产品和通用

设备等生产恢复仍然有难度，

尤其是汽车产业受创更深。工

业生产的增速上行需要需求

的持续恢复，全球需求在上半

年恢复有限，这样会直接影响

到下半年的工业生产。我国工

业生产与房地产运行联系更

为紧密，而我们预计房地产下

半年保持平稳，工业生产持续

上行的概率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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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薪资边际放缓，劳动市场压力还需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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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  分析师 

⚫ 新增就业略高于预期，失业率降低至 3.5%，劳动参与率小幅回升 12 月新

增非农就业 22.3 万人，继续超出 20 万人的市场预期，失业率从 3.6%降低

至 3.5%的低位。非农时薪同比增速 4.59%，环比 0.27%，均放缓；同时 11

月时薪增速下修至同比 4.80%和环比 0.40%。劳动参与率上行 0.1%至

62.3%，55 岁及以上参与率上行 0.2 至 38.8%。总体上，12 月非农数据依

然反映出劳动市场的韧性，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但好消息是时薪

增速正在边际放缓。不过，薪资类似的边际放缓在 8 月和 10月也出现过，

仅凭 12 月份数据不能判断工资-物价螺旋的压力将会明显减轻，对非农数

据保持观察。 

⚫ 薪资放缓支持加息终值不再提升，但劳动市场韧性意味着降息可能要等到

年末 从近期的就业数据来看，我们认为（1）薪资增速低于 5%意味着联邦

基金利率的预计终值高于工资增速，这支持美联储不再提高加息终值并在

一季度末停止加息。（2）劳动市场的韧性意味着美国难以在 2023 上半年

陷入衰退，因此不宜过早期待美联储降息。（3）虽然通胀将在上半年出现

较快回落，但美国劳动人口的短期和中长期特征均指向服务价格中枢的小

幅抬升，这会增加美联储将通胀预期锚定在 2%的难度，但新的通胀中枢仍

有望控制在 3%以内。 

⚫ 服务业就业和薪资均边际放缓，但制造业略有回升 从结构上来看，服务

业仍是新增就业的集中区，但有所放缓，就业环比减少较多的还有非耐用

品制造、信息业和政府雇员。上月下滑较多的批发业、零售业和运输仓储

业出现了反弹；商品生产中，建筑业和耐用品制造业同样出现了较明显的

环比改善。工资方面，制造业时薪的环比增速略有加快，服务放缓至年内

低位，但环比仍接近 0.3%。在失业率低位的情况下，薪资的环比放缓需要

未来数据的进一步确认。 

⚫ 时薪增速难以快速下降，菲利普斯曲线的陡峭化支持核心通胀中枢抬升 

从私人非农时薪的环比增速来看，即使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深度衰退后，

时薪环比增速季度移动平均也维持在 0.1%以上，2016-19 年均值为 0.25%。

在美国面临浅衰退的假设下，以环比推算的薪资同比增速在 2023Q4 仍可

能保持在 3.2%左右。其次，2023 年部分月份通胀可能低于名义工资增速，

这也会扩大实际收入和居民消费的能力。因此，通胀稳定回落至 2%在 2023

年难度较大。另外，近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更加陡峭，比“大缓和”时

代的平滑曲线有显著的抬升，这也表示在相同的劳动供给紧张程度下，核

心通胀的水平可能会更高，这也是阻止美联储过早降息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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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劳工数据局（BLS）1 月 6 日公布了 12 月非农就业相关数据。12 月新增非农就业 22.3

万人，继续超出 20 万人的市场预期，失业率从 3.6%降低至 3.5%的低位。非农时薪同比增速

4.59%，环比增速 0.27%，均放缓；同时 11 月时薪增速下修至同比 4.80%和环比 0.40%。劳动

参与率上行 0.1%至 62.3%，55 岁及以上参与率上行 0.2 至 38.8%。总体上，12 月非农数据依

然反映出劳动市场在节日期间的韧性，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但好消息是时薪增速正在

边际放缓。不过，薪资类似的边际放缓在 8 月和 10 月也出现过，仅凭 12 月份数据不能判断工

资-物价螺旋的压力将会明显减轻，对非农数据保持观察。 

 美股在非农数据公布后的上涨和美债收益率的回落反映出市场在 12月 FOMC会议偏鹰派的

展望后再次寻找支持紧缩缓和的信号，下周 CPI 数据的公布有望给予这一信号更多的确认。单

从近期的就业数据来看，我们认为（1）薪资增速低于 5%意味着联邦基金利率的预计终值高于

工资增速，这支持美联储不再提高加息终值并在一季度末停止加息。（2）劳动市场的韧性意味

着美国难以在 2023 上半年陷入衰退，因此不宜过早期待美联储降息。（3）虽然通胀将在上半

年出现较快回落，但美国劳动人口的短期和中长期特征均指向服务价格中枢的小幅抬升，这增

加美联储将通胀预期锚定在 2%的难度，但新的通胀中枢仍有望控制在 3%以内。 

 虽然新增就业超出预期，但薪资放缓做了平衡，12 月非农数据不影响美联储将利率终值控

制在 5.00%-5.25%并在一季度末停止加息的判断，提振了近期偏谨慎的市场情绪。美元和美债

的顶部基本确定，美债的配置价值在高衰退概率下增加；美元仍受到美国经济的相对韧性和缩

表等因素的支撑，不易快速下行。美股短期可能受益于利率风险降低的情绪，但业绩底部还没

有到来，暂时不会反转。 

图 1：新增非农就业（千人）                             图 2：劳动参与率保持低位（%） 

  
资料来源：BLS，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BLS，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图 3：失业率继续处于历史低位（%）                      图 4：劳动市场缺口较大（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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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 

 

从结构上来看，服务业仍是新增就业的集中区，教育和保健服务多雇佣了 7.8 万人，休闲

和酒店业雇佣了 6.7 万人，其他服务业雇佣了 1.4 万人，但都出现了边际减少。其他就业环比

减少较多的还有非耐用品制造、信息业和政府雇员。上月下滑较多的批发业、零售业和运输仓

储业出现了反弹，商品生产中建筑业和耐用品制造业同样出现了较明显的环比改善。 

整体来看，制造业的新增就业虽然边际改善，但维持了较低的中枢，而接触性服务业仍然

是非农就业超预期的主要因素，这和通胀中商品与服务的压力变化是一致的。12 月政府雇员

环比少增 5.1 万人形成了干扰，剔除政府人员的私人非农就业实际增加 22 万人，反而略强于

11 月。其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商品生产相关的就业没有进一步下行，这体现出美国商品消费

虽然回落，但也存在韧性。 

从抛除通胀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来看，服务业仍有恢复的空间，美国商业银行的消费信贷

环比仅出现轻微负增长，同比仍在 10%以上，超额储蓄和能源与商品支出的减少也可以继续支

持服务消费。同时，尽管名义通胀在 2023 上半年预计较快放缓是好消息，但这也意味着工资

增速回落更慢的情况下实际收入可能转正，这也会鼓励服务消费，增加相关就业。因此，服务

行业的新增就业和工资依然会展现韧性，成为通胀向 2%回落的阻碍。 

图 5：新增私人非农就业构成（千人）                      图 6：各行业新增就业人数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私人部门非农工资同比和环比增速均出现小幅放缓，环比增长处于年内低位。从细项来看，

除了运输仓储业和公用事业以外的行业时薪均继续增长。12 月环比增速居前的分别是采矿业、

金融活动、非耐用品、休闲酒店业和批发业；其他服务业、仓储运输业、耐用品和零售业出现

了环比负增长，而新增就业较多的教育和保健服务薪资增速也出现了放缓。经过调整后的运出

和仓储业薪资环比连续两个月下滑，其新增岗位同样偏少，这暗示美国运输行业的短缺正在缓

解，但需要警惕铁路和相关工会罢工的威胁。总体上，制造业时薪的环比增速略有加快，服务

放缓至年内低位但环比仍接近 0.3%，在失业率低位的情况下，薪资的环比放缓需要未来数据

的进一步确认。美联储官员们已经多次表示开始注意紧缩的滞后效果，工资增速的放缓支持加

息如期停止，但劳动市场韧性会使美联储降息的时点延后，用以防止通胀反复。 

图 7：非农时薪增速（%）                                图 8：工资向物价传导压力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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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 

 

通胀依然是决定美国金融政策与市场走势的决定性变量，虽然其 2023 上半年快速回落的

概率较高，但劳动市场对服务价格影响仍是最大的不确定性。目前来看，劳动市场数据的缓慢

降温既支持加息的放缓与停止，也支持美联储坚持半年以上不降息。同时，通胀中枢也不易向

2%快速靠拢：首先，从私人非农时薪的环比增速来看，除了疫情个别月份其 3 月移动平均值降

至负值以外，即使在 2008年金融危机的深度衰退后，时薪环比增速也维持在 0.1%以上，而其

2016-19 年均值为 0.25%。在美国面临浅衰退的假设下，以环比推算的薪资同比增速在 2023Q4

仍可能保持在 3.2%左右。其次，2023 年部分月份通胀可能低于名义工资增速，这也会扩大实

际收入和居民消费的能力。因此，通胀稳定回落至 2%在 2023 年难度较大。 

另外，近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更加陡峭，比“大缓和”时代的平滑曲线有显著的抬升，

这也表示在相同的劳动供给紧张程度下，核心通胀的水平可能会更高，这也是阻止美联储过早

降息的理由。 

图 9：“大缓和”时代（1995-疫情前），劳动市场偏紧伴随着核心通胀的提升，这一趋势最近再次显现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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