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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银行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 李振豪

权力犹如罂粟，艳丽得令人神往，邪恶得令人着魔。少可
入药，多则成毒。一旦成瘾便不能自拔，身心被权力绞索
时，灵魂将成为傀儡，做出如何伤天害理的事，都已置诸
脑后。

权力衍生自群众，群体愈大，授权愈大。当权者多以善行
为初心，但自私乃人之劣根性，炽热的初衷变质后成为自
满自大。迷途在恐惧与欲念之中，利欲薰心继而黑化，最
终被权力吞噬自我。

金庸名著《笑傲江湖》中绰号“君子剑”的岳不群，自居武林
正宗，但以辟邪剑法及连串算计夺取并派后的“五岳派”掌
门之位。恋栈权位而沦为小人，最终死于思过崖自设的布
局之下。

知名电视剧《权力游戏》（Game of Thrones）里，各族领袖在
公私恩怨情仇下，为争夺“铁王座”以死相搏。当中龙母的
完美黑化酿成生灵涂炭，国破家亡。过去所有的友情、亲情
及爱情在权欲下都是刍狗，以一己执念坚持至最后一口气。

真实历史中例子更是多如牛毛，西夏王朝开国君主李元昊
与古罗马皇帝尼禄乃僭主的“佼佼者”。

今年乃近代罕见的全球大选年，恋栈权力之徒面对权力再
分配之劫，如坐针毡，为打击对手而极尽阴险歹毒之能
事。丛林法则下，一山不能藏二虎，现代选举制度只有成
王败寇，甚至要将落败者斩草除根，免除后患。

国际之间的较劲更加是风声鹤唳，歴史多番的“修斯底里陷
阱”里如何把后起之秀赶尽杀绝，打至体无完肤已是最低消
费，灭门绝后更是屡见不鲜。放诸古今无异，令人唏嘘不已！

在赢家通吃的文化里，可有共赢的空间吗？

经济学家罗拔法兰克（Robert Frank）在《成功和运气》一书
中提出，赢输决定于运气多于技巧，赢家通吃是受惠于“胜
利的杠杆”。赢家后续的投入和回报，在幸存者偏差现象下
不成正比地倍化，造就赢家再赢的循环。赢家通吃扼杀了
输家翻身的机会外，也反讽出所谓公平制度往往产生不公
平的结果。

中国文化对赢家通吃也不敢苟同。电影《风云》中的“凡事太
尽，缘份势必早尽”与古训中的“天道忌满，人道忌全”，皆
教诲做人做事应留有余地，处世之道讲究恰如其分。过犹不
及，是大错亦是大恶，紧记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天理循环。

心中不禁响起 1974 年由 Seals & Crofts 演唱的禁毒歌曲
《Windflowers》：“I couldn’t wait to touch them, to smell 

them, I held them closely, now I cannot break away”及电影
《笑傲江湖》主题曲《沧海一声笑》：“苍生笑，不再寂寥，
豪情仍在痴痴笑笑”，实在相形见绌。

美国过去持续加息叠加脱钩断链策略，四方八面拉朋结党
钳制中国打垮全球经济后独善其身。血泊中以 1 票否决联合
国的加沙停火议案、借利率主宰全球财富走向，不止令全
球人民扼腕不已，更只能逆来顺受。美国正以唯我独尊之
势全盘掌控全球地缘、经济及投资市场格局，“再强大”旗
帜其实早已实现。

覆巢底下岂有完卵，再祝愿世界和平。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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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我独尊
乱局中美国主宰全球经济及地缘命脉，压轴出场的总统选举更是异数

东亚银行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 李振豪

上季标题是《丛林法则》。规则建基于利益，当利益重新分配
时，即规则也须重新订定。中美元首在 2023 年的会面只是
表面功夫，涉及核心利益的交战未完，亦预期不会停止。中
美两国唯一共识是在军事上避免误判，因彼此都知道以武力
先发制人者难以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从经济考量上也不值
得。双方会面时侃侃而谈，只为日后能有更大的回旋空间。

适逢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民主与共和两党之争料将为
全球带来不稳定因素。美国强劲得令人讶异的经济数据与
民间亲身体会的情况截然不同，民主与共和两党间的磨擦
所释出的波动将延伸至全球资产市场。在投资策略上，当
世界愈纷乱，配合憧憬美国联储局减息，预期对美元资产
愈有利。过去预测大致与今天结果相若。

本季标题是《唯我独尊》。过去全球经济下坠时，美国经济却
能冠绝全球，带挈美元资产鹤立鸡群。美国继续主宰各地战
事发展，间接攥紧全球经济的咽喉。今年全球多场选举中，
美国总统大选将压轴出场，拜登及特朗普两人在选战上再度
交锋势成全球焦点。在投票日之前，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
将会各出奇谋争取选票，民调走向及其所延伸出的国际局势
变化将影响各类资产走势。经济、战事及选举叠加的复式效
应正潜藏极端风险，风险管理尤其重要。中国在 3 月完成年
度“两会”，外交上温婉的辞令与之前强硬的风格截然不同，
经济上稳扎稳打的操作将有利经济有序走出阴霾，总体释出
冀以较圆滑手腕的“柔”，克制美国处处唯我独尊的“刚”。

各项元素互动引发的复式效应  
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会汇集来自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的
最高决策人，讨论未来 1 年全球重大政经问题和相关影响。
今年 1 月 15 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年会上，集合了 60 多个
国家共 300 多名首脑，为未来多变且不稳的局势提出观点
和献策。与会者就各项议题的讨论节录如下 1：

• 中东战事：与会者未能就巴勒斯坦建国或以色列和哈马
斯（Hamas）停火提供任何明确细节。阿拉伯国家联盟
表 示， 除 非 实 现 持 久 和 平， 否 则 不 会 资 助 巴 勒 斯 坦 重
建。沙特阿拉伯外交部表示，地区和平须基于巴勒斯坦
人实现建国来达成；

• 红海袭击：伊朗支持的也门与胡塞武装攻击途经红海的
船 只， 导 致 从 亚 洲 到 欧 洲 的 货 运 成 本 大 幅 上 涨。 出 席
论坛的多个企业高层均表示，正在考虑使用其他替代航
线。也门和伊朗代表称，在以色列结束加沙战争之前，
相信有关攻击将不会停止；

• 乌克兰重建：乌国总统泽连斯基与 80 多名来自各地的
国家安全顾问进行会谈后，瑞士提出主办和平谈判。泽
连斯基亦会见了华尔街部分银行领导人，为乌国重建寻
求融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西方盟友继续为
乌国提供武器和财政支持；

• 经济前景：全球多间银行的高层警告，地缘政治风险、
运输成本增加和油价有上涨风险，或会令通胀回升，担
心市场对减息定价作出错误的决定；

• 中 国 问 题： 中 国 总 理 李 强 表 示， 中 国 在 经 济 上 对 外 开
放，欢迎海外资金来华投资。不过，疫后经济复常缓慢
及中美关系紧张下，投资者对华投资仍保持审慎态度；

• 人工智能（AI）：此议题被大肆讨论及宣扬，内容包括如
何 监 管 新 兴 科 技、 如 何 应 用 于 科 研、 如 何 将 AI 业 务 变
现，以及中国重视 AI 带来的安全风险。

上述的讨论，透视出短期内各地战事持续、经济前景受制
于 利 率 变 化、 中 国 经 济 隐 忧 仍 存 及 全 球 对 AI 应 用 褒 贬 不
一。以上结果仿佛反映在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及消
费物价指数（CPI）之中。

全球经济正在边缘中挣扎  

截至今年 2 月 28 日，以按季 GDP 及按年 CPI 数据制作的矩
阵图显示，全球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徘徊在 0% 的盛衰边
缘，经济较上季进一步走弱。整体通胀有所下降，普遍按
季跌幅约 1%。虽然通胀未至于大幅下降，但已经有助各国
央行考虑放松现时偏紧的货币政策，可望纾缓经济压力。
另外，各国的经济相关性较上季进一步增加，暗示未来各
国政策的同步性将会递升，例如减息步伐或将并驾齐驱，
任何偏离大队的央行很大可能要付出代价。

虽然各国经济正经历螺旋式下坠，但有 3 个国家仍有机会力
挽狂澜。计算各国 GDP 除以 CPI 比例，得分最高的首 5 名
中，有 3 个国家连续两季榜上有名，分别是美国、中国及印
度。在中美博弈及全球经济脱钩的阴霾下，中美虽处于震
央，但凭各自优势反而能够继续砥砺前行。多极化的国际
格局暂时未见惠及大部分国家，唯独印度可算是破局的佼
佼者，在金砖集团及西方阵营之间穿插谄媚，尤其在能源
贸易上长袖善舞，硕果累累，年内经济增长率好大可能超
越中美。

1 见路透社网站，http s://ww w.reuters.com/world/heard-davos-what-we-learned-wef-2024-2024-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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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数据也反映出当各国经济高度相关时，通过投资不
同地区以分散风险的效能将会降低，投资者应按风险承受
力做好风险管理。详情可参阅本季《股票》、《外汇》及《债
券》章节。

各国GDP与CPI矩阵（2023年第4季）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 1 日，印度 GDP 更新至
2023 年 9 月

各国GDP与CPI矩阵（2023年第3季）

除了 GDP 及 CPI 数据，各国采购经理指数（PMI）都反映着全球经济正走下坡。各地区及国家之 3 大采购经理指数表列如下：

地区/国家 2024 年 1 月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11 月 2023 年 10 月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8 月 2023 年 7 月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全球 50.0 49.0 49.3 48.8 49.2 49.0 48.6

美国 50.7 47.9 49.4 50.0 49.8 47.9 49.0

欧元区 46.6 44.4 44.2 43.1 43.4 43.5 42.7

新兴市场 51.1 50.9 50.9 50.1 50.9 51.4 50.2

中国 50.8 50.8 50.7 49.5 50.6 51.0 49.2

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全球 52.3 51.6 50.6 50.4 50.7 51.0 52.6

美国 52.5 51.4 50.8 50.6 50.1 50.5 52.3

欧元区 48.4 48.8 48.7 47.8 48.7 47.9 50.9

新兴市场 54.2 53.8 52.2 51.8 52.0 53.1 54.5

中国 52.7 52.9 51.5 50.4 50.2 51.8 54.1

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全球 51.8 51.0 50.5 50.0 50.5 50.6 51.6

美国 52.0 50.9 50.7 50.7 50.2 50.2 52.0

欧元区 47.9 47.6 47.6 46.5 47.2 46.7 48.6

新兴市场 53.5 53.1 52.0 51.1 52.0 52.7 52.9

中国 52.5 52.6 51.6 50.0 50.9 51.7 51.9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2 月 28 日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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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 以 50 为盛衰分水岭，50 以上为扩张，50 以下为收缩。
比较３大 PMI 数据，反映出全球经济问题核心在于制造业
疲软，尤其由 2023 年下半年起，欧美市场普遍处于收缩区
域，就算新兴市场及中国维持扩张，但无助全球制造业摆
脱弱势。另外，数据反映近年欧美执意推行的“脱钩断链”
策略，结果是“偷鸡不着蚀把米”。虽然美国及全球在今年
1 月的制造业 PMI 重回扩张水平，但短期内仍难逆转当区制
造业疲弱的结构性情况。

反观服务业 PMI，除欧元区外，全球整体表现乐观，尤其
美国服务业 PMI 与其制造业 PMI 呈现反差，反映美国令人
刮目相看的 GDP 增长源于服务业强劲，主要是多得财赤递
升的支持（详情可参阅上季《宏观策略》章节）。欧元区表现
却令人担忧，服务业已连续 6 个月处于收缩区域，与积弱的
制造业难分轩轾。

综 合 PMI 更 清 晰 呈 现 出 全 球 经 济 下 坠 的 风 眼 正 处 于 欧 元
区。俄乌战事爆发后，欧元区国家与俄罗斯割席令当地的
能源成本颷升，与中国貌合神离则窒碍了经贸发展，欧元
区成为了近年多项危机的输家。加上，乌克兰在军援上苛
索及战后重建的潜在庞大账单，暂时未见欧洲各国领导人
抛 出 可 行 的 解 困 方 案， 反 而 进 一 步 建 议 在 2027 年 前 财 政
上 再 加 码 增 援 乌 克 兰 2。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欧 洲 主 要 国 家 的
国债收益率，在一片减息风潮中仍旧徐徐攀升，投资者正
对区内经济投下不信任一票（详情可参阅《股票》及《债券》 

章节）。

除了经济数据，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及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自 1985 年以来对全球 GDP 的预测，并
以 5 年滚动平均值去减低例如新冠疫情或欧债危机等突发性
事件对预测的影响。数据反映今年的 GDP 预测值是历年第
2 低，只高于 2020 年疫情大流行时期，今年全球经济之弱
势可想而知，结果亦与上文各经济数据分析不谋而合。另
外，数据在 2008 年达峰后持续下跌至今，显示全球经济受
金融海啸之影响至今仍挥之不去，各国多年的量宽政策实
有余悸。虽然今年有机会再度减息，但对全球经济所能带
来的正面影响，暂仍存疑。

OECD及 IMF对全球GDP预测 — 5年滚动平均值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2 月 28 日

以数据说话，近年传媒及市场经常报道及流传中国经济不
稳、制造业不济、消费降级等负面消息，甚至解读成中国
经济崩溃 3,4。然而，在中美磨擦持续升温之际，中国的 PMI

数据中，服务业 PMI 及综合 PMI 更全数处于扩张区域。从
GDP 除以 CPI 的比例显示，在芸芸众国中，中国经济表现
强韧，更反映欧美“卡脖子”策略成效不彰，好比中国驻美
国大使谢锋形容“中国经济崩溃论一再崩溃”5，负面批评及
谣言不攻自破。

2018 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中美贸易战，及至 2020 年 

全球爆发新冠疫情，再到现任美国总统拜登执意拉朋结党
推 行 全 球 经 济 脱 钩， 自 此 世 界 不 再 平 静。 欧 美 大 举“去 风
险”旗帜，意欲削弱中国的经济能量，但数据呈现出中国经
济高度韧性，故相信短期内各阵营的博弈将愈演愈烈，其
冲击会蔓延至各经济层面，全球经济或不能幸免地被拖入
下坠的漩涡当中。

地缘战事：鳄鱼泪  

持续超过两年的俄乌战事至今已非两国之争，全球主要经
济体皆被卷入其中，其影响亦渗入至全球各资产层面中。
旷日持久的战争令全球渐渐出现“乌克兰疲劳”的现象，但
好战阵营仍然鼓吹继续大张旗鼓。为何状态如此胶着？为
何如此锲而不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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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CD       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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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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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欧洲委员会网站，http 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ac_24_621
3 见外交政策网站，http s://foreignpolicy.com/2024/02/26/china-starts-the-lunar-new-year-with-an-economic-hangover/
4 见商业内幕网站，http s://ww w.businessinsider.com/china-economy-crash-real-estate-collapse-property-market-evergrande-bass-2024-2
5 见中国新闻网网站，http s://ww w.chinanews.com.cn/gj/shipin/cns-d/2024/02-06/news9819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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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智库分析报告中指出 6,7，以哈战事爆发后，乌克兰逐渐
从西方媒体上消失，欧洲除了表面支持以外，并不打算对乌
克兰作出更多实质的援助。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眼中，或
许是欧洲令乌克兰骑虎难下，而非战场上的对手俄罗斯。事
到如今，唯有孤注一掷，设法将战火蔓延至欧洲，让欧洲人
亲历切肤之痛。毕竟今年乌克兰大选后，泽连斯基政府好大
机会拂袖而去，放手一搏或许能名留青史。近月，法国总统
马克龙在该国农民不满欧盟政策偏袒乌克兰下，在欧洲议会
中仍表示不排除军事介入俄乌战事，言论令人哗言 8。就算
战事完结，根据世界银行、欧盟、联合国及乌克兰政府的联
合评估，战后重建费用将高达 5,000 亿美元 9，谁来买单？
如此角度，欧洲已势成骑虎，唯有跟随乌克兰的鼻息。

虽然美国及多个盟友均撇清有关法国出兵乌克兰的言论，
指出并无计划派遣地面部队进驻乌克兰 10。不过，俄罗斯总
统普京在总统选举前夕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 11，如果西方国
家派兵援助乌克兰，将有机会触发欧俄核战，西方国家应
该明白俄罗斯可以攻击任何目标，强调将奉陪到底。

俄罗斯为是次战事起名为“特别军事行动”12，源于自2014年 

乌克兰有意协助北约“东扩”，并表态有意加入欧盟，引发
俄军占领克里米亚地区作为分隔乌克兰的缓冲区。虽然及后
俄乌签订《明斯克协议》与《新明斯克协议》13，换取两国暂
时的和平，但关系持续紧张。直到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宣
布全面入侵乌克兰东及南部地区 14，扩大乌东缓冲区后，两
军便陷入拉锯战。归根究柢，如果俄罗斯真正目的是想吞并
乌克兰，相信过去两年间俄军的飞弹早已直飞乌克兰首都基
辅，而不需要透过地面部队等消耗战削弱自身实力，俄罗斯
在国际政经关系考虑上亦无必要性。至今乌克兰高调执意申
请加入欧盟及北约，更令俄罗斯感到芒刺在背。

原 本 逐 渐 离 开 镁 光 灯 的 俄 乌 战 事， 三 扒 两 拨 后 再 次 成 为 

焦点。

俄乌战事开打了两年之际，美国抛出针对俄罗斯超过600名 

个人及实体的制裁清单 15。除了规模上最大，当中令市场瞩
目的是该名单中首次包含中国内地的企业，部分位于广州
及深圳，亦有香港的公司。名单中同时包括土耳其、阿联
酋、印度及韩国企业。以此角度来分析，俄乌战事令美国
经济部署上产生了另一层意义，就是透过战事为幌子，向
非盟国，尤其是属于金砖集团或有意加入该集团的国家的
公司，提出经济制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称 16， 

美国以与俄罗斯关系为由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是“经济胁
迫、 单 边 主 义 和 霸 凌 的 典 型 举 动。”早 在 2022 年 第 3 及 

4 季的《宏观策略》章节中已作出分析，提到俄乌战事其中
一个潜在因素是中美博弈。加上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如今
图穷匕现乃意料之内。

战事中各国领导们各怀鬼胎，利益挂帅下关系盘根错节。
战事看不到尽头，受苦受难的只有渴求和平的老百姓。

6 见安邦智库网站，htt p://ww w.anbound.com/Section/ArticleView_32771_12.htm
7 见安邦智库网站，htt p://ww w.anbound.com/Section/ArticleView_32735_12.htm
8 见 CNN 网站，http s://edition.cnn.com/2024/02/27/europe/france-macron-troops-ukraine-intl/index.html
9 见欧洲委员会网站，http 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4_801
10 见法国 24 网站，http s://ww w.france24.com/en/europe/20240227-not-at-war-with-russia-european-us-allies-taken-aback-by-

macron-s-comments-on-troops-in-ukraine
11 见路透社网站，http s://ww w.reuters.com/world/europe/putin-warns-west-risk-nuclear-war-says-moscow-can-strike-western-

targets-2024-02-29/
12 见联合国网站，http s://press.un.org/en/2022/sc14803.doc.htm
13 见路透社网站，http s://ww w.reuters.com/world/europe/what-are-minsk-agreements-ukraine-conflict-2022-02-21/
14 见 BBC 网站，http s://ww 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0539991
15 见美国国务院网站，http s://ww w.state.gov/russia-business-advisory/
16 见大公文汇报网站，http s://ww w.tkww.hk/a/202402/24/AP65d99f8de4b0eb64da0a161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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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惨烈的是以哈战事。由加沙地区没完没了的战事到有美军
在约旦遇袭身亡 17、由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袭击商船 18

到以色列军队有意进攻黎巴嫩 19、由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
请辞 20 到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联盟在今年大选
中好大可能失去议会掌控权 21、由美国再次否决联合国安理
会要求加沙停火的决议草案 22 到以色列士兵向正在领取物
资的巴勒斯坦平民开枪 23，种种迹象显示战事正在扩散且恶
化。正如上季本报告标题起名为《丛林法则》，正是隐喻未
来挑战三观甚至道德底线的事件将不绝于耳，义愤填膺的
全球民众或许并非在领导们利益考量之列。历史上局势愈
乱愈有收割红利的机会，尤其年内各国大选仍未尘埃落定
之前，利益集团正在盘算比预期更大的格局将在可见的未
来出现。

根 据 美 国 著 名 智 库 布 鲁 金 斯 学 会（Brookings Institution）
早在 2006 年 5 月发表的报告中预测 24，以巴和平进程是当
时连续 7 届美国政府努力的成果，被视为美国外交承诺和
创造力的标志，任何的失误将会像以巴两国的鲁莽行动一
样，可能会导致这场冲突变得无法解决，美国必须不惜一
切代价避免失误。无奈今天却一语成谶。

日本和美国完成名为“利刃”（Keen Edge）的联合军事演习
后不久，再在日本九州和冲绳举行“铁拳”（Iron Fist）的夺
岛联合演习，目标明确地以中国列为假想敌。行动仿佛看
见战争的阴霾，正笼罩在亚洲之中。

近代美国挑动或介入他国的战争，从越战到阿富汗战争等，
结果大多不尽人意，或造成多输的困局（Predicament）。
今天以哈战事无垠演进，那怕发生机率微乎其微，重申投资
者应为极端事件做好风险管理（详情可参阅上季《宏观策略》
章节）。

17 见 CNN 网站，http s://edition.cnn.com/2024/01/28/politics/us-troops-drone-attack-jordan/index.html
18 见 BBC 网站，http s://ww 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67614911
19 见 CNN 网站，http s://edition.cnn.com/2024/02/29/politics/concern-rising-biden-officials-israel-lebanon-incursion/index.html
20 见路透社网站，http s://ww 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palestinian-prime-minister-submits-resignation-president-abbas-2024-02-26/
21 见纽约时报网站，http s://ww w.nytimes.com/2024/02/05/world/middleeast/israel-netanyahu-americans-elections.html
22 见联合国网站，http s://news.un.org/en/story/2024/02/1146697
23 见 CNN 网站，http s://edition.cnn.com/2024/02/29/middleeast/gaza-city-deaths-food-israel-intl/index.html
24 见布鲁金斯研究所网站， http s://ww w.brookings.edu/articles/dual-dilemmas-u-s-policy-options-for-the-israeli-palestinian-predicament/ 
25 见经济学人网站，http s://ww w.economist.com/interactive/the-world-ahead/2023/11/13/2024-is-the-biggest-election-year-in-history/ 
26 见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网站，http s://ww w.electionguide.org/electionresults/?years%5B%5D=2024 
27 见彭博网站，http s://ww 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11-01/brace-for-elections-40-countries-are-voting-in-2024/ 

全球大选年：酝酿变天  

综合《经济学人》在2023年12月发表的《2024全球大趋势》25 

报告、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IFES）截至 2024 年 1 月 3 日的
统计 26 及《彭博》在 2023 年 11 月的预测 27，今年至少有 48 个
国家举办各类型选举，估算影响 41.7 亿人，相当于全球超
过半数人口，当中有近 20 亿人有权投票，创近 30 年新高。
从经济角度估算，合计占全球 GDP 约 42% 的国家将选出新
领导人，结果对未来全球经济举足轻重。

部分在今年举行选举的国家或地区节录如下：

月份 国家/地区 月份 国家/地区

1 月 台湾 7 月 委內瑞拉

2 月 印尼、芬兰、
巴基斯坦

8 月 不适用

3 月 俄罗斯、伊朗、
葡萄牙、爱尔兰

9 月 奥地利、捷克、
斯里兰卡

4 月 印度、南韩 10 月 约旦、乌拉圭

5 月 南非 11 月 美国、罗马尼亚

6 月 欧盟、比利时、
墨西哥

12 月 加纳、南苏丹

资料来源：IFES，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 日

“三年一闰，好歹照轮。”政治总是风水轮流转，执政党与
在野党各出奇谋，务求争取更多选票。除了增加投资市场
的波动性，选举结果将会改变国际格局及经济发展走向，
从而左右国际资金流向。当中较令投资市场关注的选举，
分 别 是 潜 力 无 限 的 印 尼、 有 力 主 宰 国 际 关 系 博 弈 的 俄 罗
斯、左右国际局势关键者的印度，以及作为“世界一哥”的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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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财经媒体《资本视觉》在今年第 1 季的统计数据 28，部分国家领导人的民望如下：

各国领导人民望

28 见资本视觉网站，http s://ww w.visualcapitalist.com/approval-ratings-of-world-leaders-in-2024/ 
29 见日本时报网站，http s://ww w.japantimes.co.jp/news/2024/02/23/japan/politics/stock-market-unlikely-to-buoy-kishida/  
30 见全球经济指标网站，http s://tradingeconomics.com/country-list/gdp-growth-rate   
31 见雅虎财经网站，http s://hk.finance.yahoo.com/news/sheer-panic-from-european-leaders-on-potential-second-trump-term-ian-

bremmer-124952608.html?_guc_consent_skip=1709287054   
32 见路透社网站，http s://ww w.reuters.com/world/europe/ecbs-lagarde-re-election-trump-us-would-mark-threat-europe-2024-01-11/   

资料来源：资本视觉，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 日。除支持和不支持外，其余是没有意见。橙字为“七国集团”（G7）成员。

刀的黄纸兄弟，过去齐心高举“去风险”的脱钩旗帜，前仆
后继地支持各地战事，但最终却换来一将功成万骨枯。试
问其余 6 国有何感受？有美国这样的盟友，还需要敌人吗？

美国总统大选临近，潜在候选人特朗普横空再现，气势一
时无两。回忆特朗普担任总统时的作风，及对欧洲造成的
压力依然犹有余悸。正如欧亚集团总裁布蓝默表示 31，“特
朗普回归”将是自 1989 年柏林围墙倒塌以来，欧洲面临的
最大风险。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更明确指出 32，如特朗普
胜出大选将对欧洲构成威胁。未来欧洲仍会对美国言听计
从，抑或同床异梦？国际间的盟誓大多建于利益之上。

历史上唯我独尊、赢者通吃、咄咄逼人的操作往往换来众
伴亲离、物极必反、恶果自受。如果 G7 内关系出现量变和
质变，有可能逆转近年全球经济格局，资金及资产价格波
动料将随之攀升。

莫迪（印度）

奥夫拉多尔（墨西哥）

贝尔塞（瑞士）

图斯克（波兰）

卢拉（巴西）

阿尔巴内塞（澳洲）

梅洛尼（意大利）

桑切斯（西班牙）

拜登（美国）

杜鲁多（加拿大）

克里斯特松（瑞典）

辛伟诚（英国）

马克龙（法国）

尹锡悦（南韩）

朔尔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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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时报》的统计数据 29，截至今年 2 月 23 日，日本
首相岸田文雄内阁的支持率报 25%，不支持率报 67%，就
算日本今年没有大选，但支持率低迷下，不排除岸田政府
再次重组内阁的可能性。

综 合 上 述 数 据，“七 国 集 团”（G7）领 导 人 的 民 望 全 数 低 于
50%，更有 4 位低见百分之 20 多。G7 领导人的民望偏低，
反映西方世界的分化情况愈来愈严重。今年世界将有数十
亿人前往投票站用选票改写未来，最终结果将影响世界的
和 平、 繁 荣、 安 全 和 自 由。 另 外，G7 内 经 济 差 异 是 集 团
中诟病。美国以外的 6 个国家，其经济自俄乌战争爆发后 

持续低迷，日本、英国及德国已步入技术性衰退，法国、
意大利及加拿大在盛衰边缘上垂死挣扎，只有美国仍能以
2023 年第 4 季按季 GDP 增长 3.2% 的“胜利者”姿态冠绝成
熟市场，甚至优于大部分新兴市场 30。G7 成员曾是两肋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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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大选：政策为投资风向标 
拜登和特朗普分别锁定了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市场戏称
这将是更公平的“Round 2”，因两人皆执政过 1 届，各自的
政绩已写入史册，为美国选民甚至全球投资者提供直接比
对的参考资料。

经济及投资市场的擂台战 

撇开社会及意识形态等议题，纯粹以经济及投资市场角度
抽出二人执政时的经济和资产价格数据作比对。由于美国
总统就任为选举翌年的 1 月，所以特朗普的数据是由 2017

年第 1 季至 2020 年第 4 季，而拜登的数据则是由 2021 年第
1 季至 2023 年第 4 季。整体结果与分析如下：

指标 特朗普执政时期 拜登执政时期

2017 年
第 1 季

2020 年
第 4 季

变化 2021 年
第 1 季

2023 年
第 4 季

变化

经济数据（%）

美国 GDP（按季年率） 2.0 4.2 2.2 5.2 3.2 -2.0

综合 CPI 2.4 1.4 -1.0 2.6 3.4 0.8

核心 CPI 2.0 1.6 -0.4 1.6 3.9 2.3

联邦利率上限 1.00 0.3 -0.8 0.25 5.5 5.25

财赤占 GDP -3.4 -15.2 -11.8 -18.1 -6.5 11.7

贸易盈余 * -41.1 -61.8 -20.7 -65.9 -62.2 3.7

失业率 4.6 6.7 2.1 6.2 3.8 -2.4

中国 GDP 1.8 2.6 0.8 0.6 1.0 0.4

欧元区 GDP 0.7 -0.1 -0.8 0.4 0.0 -0.4

投资市场数据（点）

标普 500 指数 2,362.7 3,756.1 59.0 3,972.9 4,769.8 20.1

欧洲斯托克 600 指数 381.14 399.0 4.7 429.6 478.99 11.5

沪深 300 指数 3,456.1 5,211.3 50.8 5,048.4 3,431.1 -32.0

恒生指数 24,111.6 27,231.1 12.9 28,378.4 17,047.4 -39.9

MSCI 新兴市场指数 958.37 1,291.3 34.7 1,316.43 1,023.74 -22.2

彭博全球累计债券指数 459.3 558.7 21.6 533.8 471.4 -11.7

纽约期油 # 50.6 48.5 -4.1 59.2 71.7 21.1

黄金 ^ 1,249.2 1,898.4 52.0 1,707.7 2,063.0 20.8

MSCI 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指数 1,147.5 1,136.6 -0.9 1,226.3 1,248.8 1.8

* 数值以十亿美元计算
# 美元（每桶）
^ 美元（每盎司）
注：经济数据的变化为百分点，投资市场数据的变化为百分比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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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届 大 选 时， 特 朗 普 的 竞 选 口 号 不 论 是 早 期 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还是后期的“Keep America Great”，
数据上特朗普执政时美国按季 GDP 全期上升了 2.2 个百分
点，百分比的数值在他任期内上升超过 1 倍，美国经济当
真“再强大”。而拜登的竞选口号为“Build Back Better”，
3 个 B 字开头迎合 Biden 的名字，口号虽简单易记，但截至
2023年第4季的GDP数值，在他执政期间美国经济的增长
速度却下滑了两个百分点。虽然市场批评特朗普的政策时
而飘忽，时而疯狂，但其交出的经济政绩明显较亮丽；

• 特朗普本届的选举策略之一是批评拜登政府执政时令美
国 通 胀 上 升， 而 美 国 通 胀 数 据 在 特 朗 普 时 期 则 偏 向 稳
定。不管以战事或疫情等作辩护理由，通胀问题相信是
拜登选举的软肋；

• 利率变化更是差天共地。特朗普执政时大力倡议减息，反
而拜登政府在通胀压力下支持加息，间接影响两者任期时
的经济表现。虽然美联储是独立于政府，但两任总统期间
的利率变化如斯南辕北辙，此对特朗普属于正面政绩；

• 除了减息，特朗普与拜登执政时财赤占 GDP 分别上升及
收窄近 12 个百分点，相映成趣。财赤上升间接影响美国
主权评级和美元的信誉，控制财政纪律上拜登反胜一仗；

• 特朗普执政时开启对华贸易战，加征关税及推动生产线
回 流 等 贸 易 国 策， 但 期 间 美 国 的 贸 易 赤 字 却 增 加 了 约 

21 个百分点。拜登执政时高举“脱钩断链”等旗帜，甚至
以“国安”为由几近全方位封杀中国及其友邦，拉朋结党
收割国际贸易份额，结果令贸易赤字减少了约 4 个百分
点。虽然贸赤总额变化轻微，但拜登又扳回一战；

• 拜登另一政绩是失业率，尤其在 2023 年 1 月时报 3.4%，
创下 30 年新低外，执政期间共下跌 2.4 个百分点，较特
朗普执政时上升2.1个百分点，云泥之别令拜登再下一城；

经济数据上，两人的政绩各有千秋，但参考执政时各项资
产价格变化，隐约浮现着未来资产走势的端倪。分析如下：

• 全球主要股票指数的变化呈现出“特普朗执政更有利美
股”的 观 感。 虽 然 在 特 朗 普 及 拜 登 执 政 的 时 期， 标 普
500 指数皆明显上升，但期内的变化值差异近 3 倍，明
显与两人执政时的经济及利率变化有关；

• 拜登执政期间，欧洲股市升幅较特朗普时超出 2 倍，得
出“拜登执政更有利欧股”的观感，亦与他们外交方针有
所差异有关；

• 中国内地与香港及新兴市场的表现更是相形见绌。如火
如荼的金融战，包括 2023 年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
员会（PCAOB）派团前往香港审查在美上市中概股的审
计报告 33，及其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进一步采
取行动 34，以及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FRTIB）
宣 布 不 再 投 资 内 地 及 香 港 市 场 35 等 等， 都 令 资 金 自 

2023 年起持续大幅流出内地与香港股市 36，对沪深 300

指数及恒生指数的冲击前所未见，受到牵连的 MSCI 新
兴 市 场 指 数 变 化 同 样 惊 人。 相 关 结 果 反 映 在 投 资 者 眼
中，特朗普的张牙舞爪实属虚张声势，反而拜登阳奉阴
违的做法，才令投资者闻而生畏；

• 受利率变化背驰影响，全球债市在特朗普时期的升幅约
22%，相反拜登时期跌幅近 12%。不过，市场预期今年
下半年美联储将启动减息程序，总统选举投票日前债市
走势可能出现质变，公平而言两组数据暂时未能作准；

• 商品市场中，纽约期油受惠拜登穷兵黩武的外交策略，
黄金则受惠特朗普减息方针，两人政策各有拥护者。虽
然两人执政期间，MSCI 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指数的变
化相差近两倍，但幅度皆在 2% 以内，两人对商品市场
表现的影响打成平手。

外交方面，美国针对中国发展已是两党共识，只是操作上
差异。在两人执政期间，中国 GDP 变化相若，反映特朗普
的“单挑”策略或是拜登的“围剿”策略，对钳制中国经济效
力不彰。欧元区经济却每况愈下，实际与自身长期内忧外
患，而非美国总统人选有关。

33 见路透社网站，http s://ww w.reuters.com/markets/us-regulators-visit-hong-kong-fresh-round-audit-inspections-sources-2023-03-16/   
34 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网站，http s://ww w.sec.gov/news/statement/gensler-statement-pcaob-113023   
35 见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网站，http s://ww w.frtib.gov/pdf/reading-room/PressRel/PR_2023-11-14_I-Fund-Benchmark-Change.pdf   
36 见彭博网站，http s://ww 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4-03-01/china-stocks-see-largest-weekly-outflow-since-october-says-b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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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Real Clear Politics 截至香港时间今年3月2日的数据37， 

综合 7 间传媒及民调机构得出的平均值显示，特朗普支持度
暂时高于拜登约两个百分点。在 2023 年首 3 季，两人的支
持度仍是叮当马头，支持度拐点出现在 2023 年 11 月，源于
自 2023 年 8 月起，特朗普因涉嫌企图推翻 2020 年总统大
选结果而被刑事起诉共 13 项罪名，包括煽动公职人员违反
誓词和串谋一级伪造文书等 38。不过，事件并没有打击他的
声望，反而令他自此气势如虹。相反，自 2023 年 10 月以哈
冲突爆发后，希望借战事助威的拜登，其民望不升反跌，
而且随着战事愈趋恶化，民望跌势愈急。除了部分民间声
音反对拜登政府处理冲突的手法 39，民主党人亦开始对他提
出质疑 40，市场开始预测若拜登纵容以色列的时间愈长，他
的总统职位面临的风险就愈大 41。为挽救民望，拜登政府不
得不软化对以军支持的立场，除软性警告以色列将失去国
际支持 42，亦已在加沙地带空投人道物资 43。在他的态度逆
转后，民望明显反弹。

Real Clear Politics提供美国总统大选民调结果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2 日

选 票 重 于 一 切， 预 期 投 票 日 前 民 调 将 左 右 美 国 政 府 的 政
策。美国在俄乌战事上已华丽转身，反观以哈问题渐成拜
登的绊脚石，加上距离投票日时日没多，尽快消除战火的
祛魅将有利拜登选情。

37 见 Real Clear Politics 网站，http s://ww w.realclearpolling.com/polls/president/general/2024/trump-vs-biden   
38 见路透社网站，http s://ww w.reuters.com/world/us/trump-charged-under-law-used-prosecute-mafia-bosses-2023-08-15/   
39 见 NBC 新闻网站，http s://ww w.nbcnews.com/politics/2024-election/poll-bidens-standing-hits-new-lows-israel-hamas-war-rcna125251   
40 见路透社网站，http s://ww w.reuters.com/world/us/inside-democratic-rebellion-against-biden-over-gaza-war-2024-02-27/   
41 见英国卫报网站，http s://ww 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4/feb/28/biden-netanyahu-israel-gaza-war-2024-election   
42 见 CNN 网站，http s://edition.cnn.com/2024/02/27/politics/joe-biden-israel-international-support/index.html   
43 见 BBC 网站，http s://ww 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68457937

47.1%

45.1%

综合上述分析，距离今年 11 月 5 日美国总统大选不足 3 季时
间，预期拜登若要成功连任必先兼顾财政纪律下扛住经济
下坠压力，减息是选项之一，但受制于忽悠的通胀数据，
达标难度相当高，否则超棒的 GDP 数值都不能拯救拜登下
滑的民望。回应上季分析，选举年间美股将是全球股市的
首选，外交上料维持甚至加力于压抑中国资产，债市在减
息憧憬下料走势乐观，商品市场短期波动料受民调导向所
左右，详情可参考下文分析。

大选民调：主导政策风向和投资标的 

美国总统大选前夕，现任总统普遍占有优势，主因可通过
调配政策达到自带光环的效果。比较其他成熟经济体，拜
登在经济方面已交出不错的成绩单，照理其支持度应较对
手们更高，但事与愿违，当中折射出美国国内政治及文化
撕裂愈见严重，选民对拜登执政存在诸多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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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过去多次反对联合国有关加沙停火的议案，在顾及国
体及与以色列关系之上，料未来投赞成票的机会不大，反
而 以 美 国 主 导 的 外 交 方 式 促 成 停 火 是 较 合 理 的 推 测。 至
于 讨 论 多 年 的“两 国 方 案”（Two-state solution）等 棘 手 问
题，不应奢望一蹴而就，再者在人道问题过后，以哈问题
作为全球焦点将被淡化。早在 2023 年的《宏观策略》章节
中预测，“印太战略”44 框架下，位处中国北部的俄罗斯及
西南部的中东地区战事只是“暖身”动作。美国同时介入多
条战线的成本偏高，尽早撤出较为合理。投票日愈近，美
国的军事资源料将转为集中在亚洲地区，估计以海事冲突
为主，而且主要在围绕中国的日韩、台海及南海比邻的海
域，但属“动口不动手”机会偏高。

枪火交锋降温将减少全球能源需求，制裁等对立局面有机
会缓和及红海袭击或会平息，有助全球运输成本由高位回
落，将不利油价走势及各股市中的能源板块，尤其欧美及
印度等在 2023 年盈利水涨船高的能源企业。同时，若全球
通胀跌势加快将可巩固各央行启动减息周期的基础，也会
刺激企业债券、派息类及周期性股份的表现。

另一方面，当特朗普民望首次超越拜登时，华尔街便开始
讨论“特朗普组合”的长仓部署，例如预测利率有更大的减
幅、各场热战尽快平息、与欧洲等盟国关系逆转等结构性
转变。如果未来特朗普民望持续抛离拜登，资金将在投票
日前继续增持此类投资主题。

极端变数亦不容忽视。年龄和健康状况将是选民重要的考
量点，现年 81 岁的拜登和 77 岁的特朗普，皆努力试图证明
自己能够胜任有余。此外，特朗普正为多项刑事审判而疲
于奔命，并可能需要支付巨额罚款或民事诉讼罚金，结果
难料。政治一日都嫌长，风险管理为先。

各资产部署详情可参阅本季《股票》及《债券》章节。

44 见美国白宫网站，http s://ww 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45 见世界经济论坛网站， http s://ww w.weforum.org/agenda/2023/02/friendshoring-global-trade-buzzwords/    
46 见中国人民网网站， htt p://finance.people.com.cn/BIG5/n1/2023/1218/c1004-40141187.html    
47 见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http s://ww w.brookings.edu/articles/us-china-relations-and-fentanyl-and-precursor-cooperation-in-2024/    
48 见美国国防部网站， http s://ww 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641103/pentagon-officials-host-chinese-

counterparts-for-high-level-talks/   
49 见路透社网站， http s://ww w.reuters.com/world/white-houses-sullivan-meet-with-chinas-foreign-minister-bangkok-2024-01-26/   
50 见南华早报网站， http s://ww 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253302/chinese-commerce-minister-meets-us-trade-

representative-wto-conference-abu-dhabi   

中国“两会”：为未来外交及经济定调 
2023 年第 2 季标题是《一决胜负》，当时预测两会确立中国
新领导班子的领导方针，尤其在经贸及外交上转为以更积
极 的 态 度 应 对 外 来 挑 战， 尽 显“斗 而 不 破， 但 也 斗 而 不 怕
破”的决心，群雄乱战将撼动全球经济。1 年后的今天，可
幸是方向上与当时预测相若，不幸是全球的乱局较想像中
更糟。

欧美主导的“脱钩断链”政策是要将产业链由中国转移至东
南亚，形成所谓“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 的国际新经济
模式 45。而中国就以“新三样”，即是电动车、锂电池、太
阳能电池，取代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来迎战，通
过提升产业链质量来维持国际贸易领先地位 46。

2023 年第 4 季标题是《冷和》，其时预测中美彼此未有足够
压倒对方的胜算时，两国博弈将迎来拐点，暂且休战重整
旗鼓为权宜之计。结果中美元首在 2023 年 11 月会面后，两
国关系略见改善，例子包括：

• 中美官员恢复有关限制芬太尼原料生产的谈判 47；

• 两国国防部举行年度中美防务政策协调会谈 48；

•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泰国会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
利文 49；

• 中 国 商 务 部 部 长 王 文 涛 在 阿 布 扎 比 会 见 美 国 贸 易 代 表 

戴琪 50。

1 年 过 去， 投 资 者 关 注 今 年 两 会 期 间 中 国 外 交 的 取 态 有 否
转变，与如何平衡国际格局中博弈，对往后投资市场极之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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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温婉而坚定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
记者提问时，释出最新外交取态的端倪，亦为投资市场带
来启示，内容节录包括 51：

• 全球格局：“我们愿同各国一道，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
平、 普 遍 安 全、 共 同 繁 荣、 开 放 包 容、 清 洁 美 丽 的 世
界。道路可能是曲折的，但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 中美关系：“立场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原则：相互尊
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既是对中美关系半个多世
纪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大国交往规律的把握，应当
成为中美双方的共同遵循和努力方向”；

• 中欧关系：“中欧并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也没有地缘战
略矛盾，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只要中欧开放
共赢，逆全球化就不会得势”；

• 地缘战事：“任何理由都不能再为冲突延续辩解，任何
借口都不能再为平民被杀戮开脱。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
动起来，将立即停火止战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将
确保人道救援作为刻不容缓的道义责任”；

• 区内关系：“我们坚持与邻为善。尊重彼此核心重大关
切，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使睦邻友
好深入人心，命运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

• 经 济 结 盟：“『全 球 南 方』不 再 是『沉 默 的 大 多 数』， 已
经 成 为 国 际 秩 序 变 革 的 关 键 力 量， 是 百 年 变 局 的 希 望 

所在”；

• 人工智能发展：“关注的主要是三个确保：一是确保有
益。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利于人类共同福祉，符合人类伦
理规范，符合国际法规则，符合人类文明进步方向。二
是确保安全。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不断提
高可解释性和可预测性，为此要建立各种风险评估和管
控机制。三是确保公平。在联合国框架下成立人工智能
国际治理机构，各国都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中平等
参与、平等受益”。

51 见中国人民网网站，htt p://lianghui.people.com.cn/2024/BIG5/458541/458666/index.html   
52 见哈佛商学院网站，http s://ww w.hbs.edu/ris/Publication%20Files/10-037_0fdf7d5e-ce9e-45d8-9429-84f8047db65b.pdf   

坚定的答案与过去处理外交事务上如出一辙，但圆滑的辞
令较之前偏向强硬的风格有所缓和，至少言词间仿佛拒绝
了美方提出竞争的“邀请”，这亦将是未来中美为主轴的全
球博弈新常态。世界回不了昔日中美关系的光景，更遑论
由历史学家尼尔 · 费格逊（Niall Ferguson）和经济学家莫里
茨 · 舒 尔 里 克（Moritz Schularick）提 出 的 全 球“中 美 共 治”

（Chimerica）模式 52。世界经济将如何适应及寻找各自处世
方向，相信是各国领袖未来的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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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稳扎稳打的操作
欧美媒体近年充斥着对中国经济悲观的论调，主要认为中
国有可能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后尘 53，或者长期停滞不 

前 54， 因 而 呼 吁 不 要 投 资 中 国 市 场 55。 当 然 中 立 评 论 不 

乏 56，但在耳濡目染下，各路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及相关资产
皆已心存戒备。

引述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林毅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专题》课程中的节录内
容 57，他认为：

• 传统概念上当人口负增长，劳动力占比下降，人口红利
消失后经济增长便要下滑。但只要人口老龄化前，政府
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劳动力质量后，有效劳动不一定会
下 降。 中 国 的 人 口 红 利 没 有 消 失，“人 才 红 利”正 在 形
成，正是有效劳动的增加；

• 上世纪 80 年代期间，为了遏制日本发展，美国国会通
过法案以日本对美国构成了不公平竞争为由，打压日本
的贸易。为使美国取消对其制裁，日本接受了放弃当时
如日中天的科技产业。但日本的情况不会在中国发生，
因中国人才多、国内市场大、产业配套齐全、传统产业
为主等，与当时日本截然不同；

本章总结：

• 全球经济螺旋式下坠情况未见改善，彼此仍在面临衰
退的困境中挣扎

• 全球多个国家将举行大选，结果将左右未来国际政经
局势

• 美国总统大选年间，民意走向与两党之争，间接影响
全球资产市场

• 中国在两会释出在外交及经济上采取稳扎稳打操作的
讯号

• 2035 年之前，中国经济还有 8% 增长潜力，每年可实现
5 至 6% 增长。从 2036 到 2050 年，应该还有 6% 增长潜
力，最终实现每年 3 至 4% 增长。由此推算，中国每年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达 3 成左右。因此，中国还是
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市场扩张最快的国家。

今年两会中，如何在经济政策上落墨是市场焦点之一。“新
质生产力”及“消费以旧换新”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
点， 当 局 将 今 年 经 济 增 长 目 标 订 在 5% 左 右， 符 合 市 场 预
期，亦有利经济走出阴霾，按部就班且稳扎稳打的操作将
有助投资者重拾对中国经济及资产的信心。更多详情可参
阅《股票》章节。

53 见纽约时报网站，http s://cn.nytimes.com/opinion/20230726/japan-china-economy/zh-hant/   
54 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http s://ww w.imf.org/en/Publications/fandd/issues/2023/12/China-bumpy-path-Eswar-Prasad   
55 见今日商业网站，http s://ww w.businesstoday.in/latest/world/story/dont-invest-in-china-now-goldman-sachs-wealth-management-

cio-issues-warning-despite-stock-market-fall-420126-2024-03-05   
56 见 CNBC 网站，http s://ww w.cnbc.com/2024/02/13/treating-china-as-un-investable-would-be-the-wrong-call-strategist.html   
57 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网站，http s://ww w.nse.pku.edu.cn/sylm/xwsd/5342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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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 2 季经济展望

环球经济展望

先进和新兴经济体今年将呈双轨复甦走势

东亚银行经济研究部

环球经济续现韧性，通胀大致保持回落走势
环球经济增长动力渐趋平衡。今年第 1 季，环球经济各个
环节均取得积极发展。首先，环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显
示工业活动恢复扩张，结束了长达 16 个月的收缩走势，这
反映环球需求经过一段时间去库存后，逐步恢复稳定。加
上，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推动了相关产业链的产出、出口和
投资。第二，环球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显示服务业活动保
持较快增长，主要受到旅游活动进一步扩张，特别是中国
内地游客出境游人次增长加快，以及先进经济体私人消费
保持平稳所支持。第三，金融状况在加息周期见顶的预期
下轻微放松，减低了高利率对消费和投资所构成的制约。

全球采购经理指数

环球主要央行将为调整货币政策作出准备。2022 年以来，
本轮环球货币紧缩周期历时大约两年，并以近数十年来最
进取的速度加息。显然，随着通胀逐步回落，大部分主要
央行的利率水平已明显高于通胀，长期维持紧缩货币政策
的必要性也随之下降。我们预期欧美主要央行将于今年年
中前后开始减息，减息速度料倾向审慎有序，这同时为亚
洲央行提供减息空间。由于日本正从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走
向正常化，预计日本央行会以缓慢的速度趋向紧缩货币政
策，与其他主要央行趋向减息的取态截然不同。

在外贸回升、服务活动畅旺和劳工市场稳健的支持下，环
球经济的复甦势头有望更趋平衡。再者，我们预期大部分
主要央行于今年年中前后启动减息，环球紧缩货币环境有
望得到纾缓，有助促进消费和投资信心改善。整体而言，
我们预期先进和新兴经济体在今年将呈双轨复甦走势，料
美国经济增长轻微放缓至接近 2%，欧洲则有望走出停滞
并回复低增长。而中国内地、香港和亚洲的经济将稳中有
进，实现平稳增长。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年 3月 22日
>50表示扩张

通胀大致保持回落走势。随着主要经济体实施紧缩货币政
策、市场供求状况回复基本平衡和企业的定价策略趋于审
慎，环球通胀整体保持降温走势。今年初，美国通胀略有
反覆，但通胀预期保持大致稳定。加上，2023 年的楼价
和租金增幅从高位放缓料将逐渐引导住屋通胀回落，让整
体通胀压力得到缓解。欧洲的高通胀问题在能源供应稳定
和经济增长疲弱下持续改善。至于亚洲通胀则普遍维持温
和。目前，环球经济已进入对抗通胀的关键阶段，未来的
通胀走势或会起伏不定，特别是欧美通胀有机会徘徊在其
央行的政策目标之上一段时间。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构成的通胀风险仍未消退，如红海事件持续已令国际航运
费用显著上升。

48

54

50

56

52

 综合       服务业       制造业

22年7月 22年10月 23年1月 23年4月 23年7月 24年1月2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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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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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维持减息 3 次中位数预测，核心通胀保持
黏性
2023年美国经济表现稳健，预料今年将温和放缓。2023年 

美国经济增长较 2022 年有所加快，其第 4 季增长以按季年
率计算达 3% 左右，显示美国经济就算在货币环境快速紧
缩下，因消费者和家庭开支受到强韧的就业市场所支持，
连同投资和政府开支，能继续为经济增长带来正面贡献。
纵使月度之间的数据或有反覆，但今年初多项美国领先经
济指标，如密歇根大学消费者情绪指数、供应管理协会及
标普全球采购经理指数等，均显示其经济大致保持稳步增
长。然而，持续高息环境势将制约美国经济表现，特别是
对商业投资的打击，而私人消费亦料会受到就业市场降温
和早前宽松财政政策复归正常等所影响，我们预期今年美
国的经济增长将温和放缓。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美国个人消费开支物价指数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年 3月 22日

通胀回落至政策目标的最后一公里仍具挑战。美国通胀自
2022 年上半年见顶以来，一直维持回落趋势，于 2023 年
下半年更受惠于高比较基数、供应链和需求回复正常而以
较快速度回落，惟近月通胀回落的速度则有所减慢，显示
通胀（特别是核心通胀）回落至政策目标的最后一公里仍具
挑战。以个人消费开支（PCE）物价及其核心指数计算的通
胀，已分别从 2022 年的高位 7.1 及 5.6% 回落至 2023 年底 

2.6及2.8%，惟今年首两个月两者回落的速度明显放慢。在
各通胀组成项目中，核心服务价格（扣除租金）仍具黏性，
与就业市场保持韧力有关。虽然各项就业数据已从疫情后
的高位有所放缓，但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新增非农职位
数目稳健、平均时薪持续高于与通胀目标相适应的水平，
均可能为通胀（特别是核心通胀）持续回落至政策目标带来
压力。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年 3月 22日

美联储再次保持息率不变，点阵图亦维持今年减息 3次的中
位数预测。美联储在今年 3 月的议息会议继续维持利率不
变，其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点阵图则上调了今年至 2026 年经
济增长及今年个人消费开支价格核心指数的中位数预测，
并维持了今年减息 3次合共 75基点，以及下调 2025年减息
4 次至 3 次的中位数预测。目前，美联储指出需要更大信心
确信通胀将持续回落至 2% 目标才会开展减息，但美联储主
席鲍威尔曾指距离获得该信心已经不远，且在议息会议后
的记者会亦提到今年 1 及 2 月的通胀较预期为高是通胀回落
过程中的一些反覆，料不致令美联储对通胀和息率走势的
评估产生太大影响。我们预期美国将在今年年中前后开始
减息，随后减息的步伐约为每季 25 基点。此外，鲍威尔亦
指出会于不久将来开始放慢缩表步伐，以减低货币市场或
因流动性紧张而可能受压的风险。

11年12月 14年12月 20年12月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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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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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从 2023 年秋冬季黯淡前景略有改善
欧洲经济大致停滞的趋势未变。受制于利率高企、财政提
振力度减弱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等困扰，2023 年下半
年欧元区经济动力疲弱。继 2023 年第 3 季经济实质按季收
缩 0.1% 后，同年第 4 季表现持平。2023 年全年，欧元区经
济虽然轻微增长 0.4%，惟各主要成员国表现分化。其中，
德国经济受制造业疲弱所拖累，全年收缩 0.1%；法国及意
大利经济分别温和增长 0.9 及 1.0%；西班牙经济则受惠于
旅游等服务业表现强劲所带动，全年增长 2.5%。英国方
面，2023 年第 4 季净出口表现恶化，加上家庭和政府消费
开支疲弱，拖累英国经济在 2023 年下半年连续两季录得收
缩，陷入技术性衰退。2023 年全年，英国经济仅轻微增长
0.1%。不过，今年初的商业调查指标显示，欧元区及英国
的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双双回升，反映区内经济正从 2023 年
秋季低迷水平逐渐复甦，而西班牙及意大利等依赖服务业
的南欧经济体表现则仍较具韧性。

欧元区及英国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年 3月 22日

欧洲通胀需时回落至政策目标水平，央行维持审慎的货币
政策取态。欧元区及英国通胀延续温和放缓趋势，主要受
惠于能源价格持续下滑，以及部分商品价格低企。不过，
鉴于劳工市场偏紧及工资增长较快，服务相关的通胀压力
持续，显示两地通胀回落至 2% 政策目标的最后一英里的道
路并不平坦。因此，欧洲央行及英伦银行自 2023年 10月维
持利率不变以来，虽然皆认为通胀有放缓之势，但两地央
行皆表示需要获得更多劳工市场状况、工资增长和服务业
价格等证据，才能有更大信心确认通胀正持续返回其政策
目标。我们预期欧洲央行或于今年年中前后具备下调政策
利率的空间。英国则鉴于其通胀水平仍然偏高，预料英伦
银行或会稍迟才开始减息。

欧元区及英国政策利率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年 3月 22日

展望未来，欧洲经济从 2023 年秋冬季低迷之中已见略有
改善，或可支持当地经济走出大致停滞的困局，并有望录
得轻微增长。通胀回落及工资增长较快均有助改善家庭实
质收入，巩固消费开支。另外，在减息预期升温，货币环
境从紧缩逐渐走向中性下，亦有助提升企业投资意欲。然
而，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则可能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并拖
慢其贸易复甦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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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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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出口回升，亚洲经济复甦势头进一步稳固
在利率持续高企下，2023 年环球商品需求放缓，加上电子
产品周期仍处于调整阶段，令多个亚洲出口导向型的经济
体持续受压。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在 2023 年普遍放缓，但日
本的经济则受惠于汇率下滑、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和汽车出
口稳健的刺激而有所加速。不过，2023 年第 4 季以来，环
球贸易活动渐见回稳，尤其是半导体产业在人工智能需求
急增的带动下显著复甦，同时区内旅游业活动亦见活跃，
让亚洲经济体的出口呈逐步回升势头，并成为稳定区内经
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亚洲个别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

除日本央行外，其他亚洲央行有望放宽货币政策。即使通
胀显著回落，今年第 1 季大部分亚洲央行仍维持利率不变，
主要是考虑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主要央行仍未采取放宽行
动，特别是外汇市场有机会因货币政策转变而大幅波动。
随着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下半年或会启动减息周期，大部
分亚洲央行将有空间跟随放宽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日本
央行于今年 3 月宣布结束负利率政策，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0

至 0.1% 区间，并同时结束控制孳息曲线及购买交易所买卖
基金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等。纵使日本央行结束了负利
率政策，但未来任何进一步紧缩的举措料只会审慎和有序
地进行，整体金融状况将维持宽松。

亚洲个别经济体的政策利率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年 3月 22日

今年第 1 季，亚洲出口延续回升趋势，区内大部分经济体的
商品出口录得按年上升，反映外围需求持续回暖。此外，
随着签证互免政策生效和国际航线恢复，中国内地旅客出
境旅游的需求快速复甦，不少亚洲城市均是中国内地旅客
的热门旅游市场，这为亚洲经济复甦注入了更多新动力。
再者，亚洲劳工市场保持稳健，失业率持续处于较低水
平。整体而言，我们预计亚洲经济可延续稳步增长。

亚洲通胀持续放缓，并逐步趋向通胀目标水平。受惠于大
宗商品的低基数效应和食品价格回落，今年第 1 季区内通
胀问题进一步改善，大部分亚洲经济体的消费物价通胀已
放缓到 2 至 3% 左右的央行通胀目标水平。事实上，亚洲没
有出现欧美市场的经济过热问题，加上汇率基本稳定，区
内潜在通胀压力大致平稳，料亚洲整体通胀有望进一步受
控，并回落至各亚洲央行的目标区间。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年 3月 22日

在出口回升和内部需求稳固的带动，加上美联储和欧洲央
行预期在今年年中减息，将有助刺激跨境投资活动，预计
亚洲经济可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区内经济增长动力
有望逐步加强，并于下半年加速。整体上，我们预料今年
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较 2023年有所加快。

12年10年 14年 16年 18年 20年 22年 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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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经济展望

2024 年初内地经济起步平稳
2023 年中国内地经济稳步复甦。随着经济及社会活动于疫
后有序复常，内地于2023年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
超出 5% 左右的政府工作目标。年内，最终消费支出是推动
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其次为资本形成总额，两者共同抵
销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中国内地经济年度增长

中国内地零售销售、工业生产及固定资产投资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年 3月 22日

今年内地经济起步平稳并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在经济有序
复常和内地当局加大宏观政策支持的背景下，今年首两个
月主要经济指标大致优于预期。受惠于春节假日畅旺气
氛，餐饮、住宿、交通等活动录得显著增长，1 至 2 月的服
务业零售额按年上升 12.3%。同时，零售销售表现稳健，
首两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按年增长 5.5%。工业生产亦持续
向好，首两月按年增长 7.0%，较 2023 年 12 月的 6.8% 升幅
为高，主要受到高技术制造业（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
业）、消费相关的制造业及工业出口改善所支持。另外，固
定资产投资亦有改善迹象，按年增速从 2023 全年 3.0% 加
快至今年首两个月 4.2%，其中民间投资扭转了跌势，于首
两月录得 0.4% 按年升幅。按行业划分，制造业及基建投资
增长分别加快至 9.4%及 6.3%，抵销了房地产投资疲弱的拖
累。此外，上述数据尚未反映国务院于今年 3 月中发布《推
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预料方案
将推动升级类商品（如︰汽车、智能家电）及先进设备相关
的消费及投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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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年 3月 22日

房地产市场仍处于低位整固阶段。今年 1 至 2 月，商品住宅
销售、住宅新开工面积及房地产开发商到位资金分别按年
下跌 32.7、29.7及 24.1%，反映房地产市场仍大致处于低位
整固阶段。不过，个别指标略有回稳迹象，如一线城市二
手楼价按月跌幅收窄，以及住房相关的零售销售表现有所
改善等。事实上，自 2023 年以来，内地当局持续加强对房
地产市场的支持力度，以保交楼、提振购房者信心、为优
质房地产开发商提供稳定资金环境，以至加大发展保障性
住房等为目标，推动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具体措施
包括：下调 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降低各类按揭贷款利
率、重启抵押补充贷款、建立房地产项目“白名单”以提供
融资支持等。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于 5.0% 左
右，既考虑了促进就业增收、防范化解风险等需要，亦与

“十四五”规划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相衔接，也考虑
了经济增长潜力和支撑条件。内地当局将继续实施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
合。财政政策方面，今年的预算赤字率设于 3%；地方政
府专项债发行目标上调 1,000 亿至 3.9 万亿元人民币；并再
次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1 万亿元人民币，以支持国家重大
战略发展项目。货币政策方面，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
标相匹配，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并大力发展科技
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等，故
我们预期今年将尚有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
的空间。总体而言，我们预期今年内地经济动力将更趋平
衡，并聚焦加强新质生产力及推动高质量发展。

%

0

8

6

4

12

10

2

23年21年19年17年15年13年11年



22

宏观经济

东亚银行  | 东亚睿智 |  2024年第二季

香港经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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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经济复甦将趋更加平衡
在私人消费和访港旅游复甦的支持下，2023 年香港经济录
得 3.2% 的稳健增长，预期今年将迈向更平衡的复甦。踏
入 2024 年，私人消费及访港旅游业将继续是香港经济复
甦的主要动力，当中劳工市场稳健，以及香港特区政府推
出的吸纳人才和提振经济措施奏效，均有助支持私人消费
表现。此外，市场预期环球主要央行将于今年年中前后开
始减息、《财政预算案》推出有利经济、股市和楼市复甦措
施，并推动大型基建项目上马，再加上，中国内地经济延
续回升向好趋势，以及外贸表现有望逐步靠稳等，将支持
香港整体经济表现并迈向更平衡的复甦。香港特区政府最
新预测今年全年经济增长将介乎 2.5至 3.5%。

访港旅客数据
每日入境人次

本章总结：

• 环球经济复甦动力更趋平衡，通胀延续回落走势，主
要央行料于今年年中前后开始调整货币政策

• 美国经济增长料温和放缓，通胀回落至政策目标仍具
挑战，美联储维持今年减息3次的中位数预测

• 今年中国内地经济起步平稳，内地当局将增强宏观政
策取向一致性，延续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

• 今年香港经济将迈向更平衡复甦，住宅楼价将呈前低
后稳趋势

才来港势将为本地消费带来新的需求，有助部分抵销近期
港人北上消费热潮的影响。

息率回落及政策措施出台预期将推动香港经济更平衡发
展。目前，市场普遍预期主要央行将于今年年中前后开始
有序减息，港元利率亦将见顶回落，香港货币环境有望逐
渐宽松，既有助推动资产市场回稳，亦可促进商业投资和
私人消费信心恢复。再者，2024 至 25 年度《财政预算案》
公布多项家庭和企业支援措施、一系列涉及金融业、创科
和大湾区建设的政策措施，以及多项大型基建项目等，为
香港经济创造大量业务和就业机会。

香港住宅售价及租金指数指数
2010年 1月为基数 100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年 3月 22日

访港旅游业料将进一步复甦。今年 1 月及 2 月访港旅客合共
约 780 万人次，达 2018 年同期七成以上水平。从今年 3 月
起，个人游计划扩展至西安市和青岛市，再加上香港特区
政府计划推动盛事经济及多元特色旅游活动，将进一步带
动入境旅游复甦。

香港失业率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截至 2024年 3月 22日

就业市场靠稳有利支持本地消费。今年初香港失业率一直
维持于约 3% 左右的接近全民就业水平，就业不足率则维持
在 1% 左右。为应付经济长远发展的人才需要，香港特区政
府推出多项人才计划，成效显著。2023 年全年约有 9 万名
人才来港，超出全年输入 3.5 万名人才的目标。当中，经高
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来港的人才约有 3.6 万名，大量海内外人

资料来源：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截至 2024年 3月 22日

楼市政策放宽有利住宅物业交投回升。在货币政策快速收
紧的环境下，香港住宅楼市经历两年的有序整固（住宅楼价
指数于2022年及2023年分别按年下跌 15%和7%，2024年 

1月录得按月下跌 1.6%），并于 2023年创下住宅买卖宗数的
纪录新低，令部分准买家持观望态度。2024 至 25 年度《财
政预算案》撤销所有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随后金管局亦
对物业按揭贷款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及相关监管政策
作出调整。在措施推出后的数星期内，住宅楼市交投有明
显回升的迹象，或有助于缓和楼市下行压力。我们预期美
联储在今年年中前后开始减息，香港住宅楼价料将逐步回
稳，全年呈先低后稳趋势。

23年 24年11年10年 13年 15年 17年 19年 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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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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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银行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 李振豪

派对之后

上季标题是《乾坤挪移》。当时全球股市异象处处，资金偏
重于成熟市场，尤其是科技相关的增长型板块。可是历史
数据显示，当成熟市场多次加息后，经济势将出现衰退，
经济表现与股市走势背驰仍是现时的核心投资风险之一，
但此情况对防守类股份反而有利。减息一直只闻楼梯响，
高利率依然压抑资金流，为高息股及价值股提供了反扑空
间，金融股随着美国地方银行问题的阴霾逐步消散，料有
望成为逆市奇葩。对于本季的股票投资策略，投资组合中
仍应继续配置气势如虹的科技股，但同时须进一步多元化
美股组合。历年美国总统大选年间，美股表现完胜其他主
要股市，尤以防守性及价值型股份表现较为突出，历史数
据与现况分析不谋而合。过去预测大致与现在结果相若。

本季标题是《派对之后》。今天“唯恐错过（Fear of Missing 

Out，FOMO）”心态营造出狂欢炽热的氛围，全球投资者前
仆后继地涌入 3 大投资主题，分别是美股、日股及科技股。

美 股 创 历 史 新 高， 资 金 流 向 显 示 个 人 投 资 者 持 续 涌 入 之
际，机构投资者和国际资金却已率先转战亚洲股市。短期
动态预示，美股向上的动力正在减弱，尤幸的是当前估值
尚算合理，科技股以外的板块轮动，才是美股真正的主菜。
日股同样创历史新高，各动态指数反映日股正气势如虹，
惟估值已严重偏离基本因素，技术指标亦预示升势将会放
缓。同时，日股的盈利预测十分参差，真正支持当前升势
的行业寥寥可数，政经因素若变得不利，或成为日股的索
命符。

科技狂热笼罩全球，颠覆创新的垄断成为部分科技股的护
城河，当中人工智能（AI）及芯片行业更是牢不可破。“别无
他选（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心态诱使资金流入
各地的科技股份。历史上创新产业链的演进主导行内企业
的盈利表现。科技股屡创高峰之际，调整好投资心态较依
赖冰冷的技术分析来得重要。

美股、日股及科技股 3 大派对内，各人情绪仍正亢奋，但
当音乐蓦然停止一刻，众人势将尽兴而归，依然留恋派对
的余温者，最终只会感到落寞萧杀。更不幸的是，若派对
突然出现任何闪失，嘉宾慌忙逃跑，互相踩踏造成血流成
河，结果只会令人惋惜。乐极生悲的警惕在激昂情绪中，
总是忠言逆耳。

屡创高峰之际，调整好投资心态较依赖冰冷的技术分析来得重要

美股创新高：高处不胜寒
截至今年 3 月 12 日，标普 500 指数收市报 5,175 点，创出自
1957 年 3 月 4 日成立以来的新高，预计未来好大可能再创高
峰。回顾该指数的里程碑，首次突破 100 点整数大关共用
了约 11 年。其后再足足花了近 30 年时间，在 1998 年才突破
1,000 点大关。往后美国经济腾飞及央行多次推行量化宽松
政策，带动该指数拾级而上，升破 2,000 及 3,000 点关口
只分别用了 17 及 5 年时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标普 500

指数是全球疫情的“受惠者”，当时各国央行齐心再大幅提
高流动性，以挽救受疫情重创的经济，令资金涌入美股，
最后只花了约两年时间便升穿 4,000 大关，破关的时间一
次较一次短。适逢近年 AI 大行其道，标普 500 指数在突破
4,000 点后，仅花掉约 3 年时间，在今年 2 月 9 日成功升穿
5,000 点大关。

AI 行业正颠覆全球，FOMO 心态驱使全球资金在千禧年科
网泡沫后，再次蜂拥挤进美国科技股。不过，2000 年科网
泡沫爆破的教训仍历历在目，投资者心底里不禁反问：科
技股现时只升不跌的神话式走势何时逆转？

标普 500 指数历史数据：

日期 收市价（点） 与上一重要点数
关口相距年数

1957 年 3 月 4 日 44.1 不适用

1968 年 6 月 4 日 100.4 11.3

1998 年 2 月 2 日 1,001.3 29.7

2014 年 8 月 26 日 2,000.0 16.6

2019 年 7 月 12 日 3,013.8 4.9

2021 年 4 月 1 日 4,019.9 1.7

2024 年 2 月 9 日 5,026.6 2.9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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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向：美股升势料将放缓  

标普 500 指数升势很大程度上是受惠于投资者 FOMO 的心
态，驱使全球资金汇聚美股。参考标普 500 指数每天成交
金额数据，年内 10 天滚动平均值约 766 亿（美元，下同），
较 3 年平均值 712 亿高约 7.6%。截至今年 3 月 4 日，年内标
普 500 指数同样上升约 7.6%，走势与成交量升幅吻合。在
3 月 4 日当日，成交金额的滚动平均值报 859 亿，相较上一
次高位约 1,007 亿，仍有 17% 的潜在上升空间，距 3 年峰值
约 1,057 亿更有 23% 的距离，反映资金仍有力带动指数再创
高峰。

标普 500指数走势与每日成交金额（10天滚动平均值）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

再参考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精明钱”资金流指数，得出的
结果却截然不同。过去 3 年该资金流指数的走势与标普 500

指数背驰，反映“精明钱”在股票指数弱势时不断趁低吸纳
股票，为推动股市由弱转强的先驱。当“精明钱”意识到指
数将近见顶，每每是个人投资者入场接力延续指数升势之
时，“精明钱”的交投同时减少，甚至悉数获利离场。若当
个人投资者的交投都出现呆滞时，股市往往会应声下跌。
截 至 今 年 3 月 1 日，“精 明 钱”资 金 流 距 离 上 次 高 峰 只 差 约
2%，距离 3 年峰值亦仅差 4%，反映机构投资者开始收紧缰
绳，预期股市升势仍有余温，但风险却正暗暗上升。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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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普 500 指数（左）       “精明钱”资金流指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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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普500指数（左）      每日成交金额 — 10天滚动平均值（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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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钱”资金流指数与标普 500指数走势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3 日

除了现货交投数据，由美国投资公司协会提供在美注册长
线基金及交易所买卖基金（ETF）的资金流数据亦具参考价
值。 年 内 所 有 基 金（包 括 股 票、 债 券、 混 合 及 商 品 4 大 类
别）合计录得 549 亿（美元，下同）净流入，但股票基金则
录得净流出 182 亿，反映基金投资者普遍对股票存有戒心。
其中，美国本土股票基金的净流出更高达 220 亿，环球股
票基金则有约 38 亿的净流入，显示出基金界对美股升势存
疑，先行离场者与上述“精明钱”资金流分析结果相若。再
观察年内首 8 星期的数据，各星期的股票基金资金流表现皆
逊于整体数据，反映股票基金资金流量的弱势并非投资者
一时冲动所致。而美国本土股票基金有约一半时间出现资
金流出，特别是在今年 2 月 7 日单周流出 209 亿，当时市场
正炒作通胀数据反弹，美联储未来应加息而非减息，令美
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随之攀升至年内高位 4.31%，反映美
股走势明显受到利率预测所影响（下文将有详细分析）。

美国注册基金今年首8周之资金流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投资公司协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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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研 究 机 构 公 布 的 数 据 却 呈 现 霄 壤 之 别。EPFR

（Emerging Portfolio Fund Research）在 今 年 2 月 的 报 告
显示 1，年内有超过 650 亿美元资金流入国际股票基金，是
2023 年同期流入量逾 5 倍。当中，中国、日本和印度的股
票基金录得持续最多流入。

综合两间机构数据结果，投资在股票基金的资金正流向非
美市场，反映长线及被动资金大多认为美股现时的升势难
以维持，尤其是美国经济有可能转弱，令资金转投经济有
望持续增长或更具潜力的亚洲股市。

短期动态分析：有序减速  

除了通过成交额及资金流来分析投资者现时 FOMO 的投资
取态之外，相对强弱指数（RSI）亦可折射出个中玄机。RSI

为短期资金流入或流出市场的热度指标，普遍以数值 70 及
30 水 平 代 表“超 买”及“超 卖”。 截 至 今 年 3 月 4 日， 过 去 

5 年共 261 周的数据中，标普 500 指数及纳斯达克 100 指数
之 RSI 同时高于 70 的超买水平只有 22 周，占总数约 8.4%。
两项指数超过 1 周连续同时处于超买水平的情况集中出现
于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2021 年 7 至 9 月及 2024 年
1 至 3 月，分别各维持了 6、7 及 5 周。数据反映近期市况炽
热 实 属 罕 见， 而 且 有 可 能 在 短 期 内 降 温。RSI 的 分 析 预 视
两项指数升势将有机会出现放缓，与上述资金流分析结果 

相若。

相对强弱指数 — 标普 500指数及纳指 100

1  见 EPFR 网站，http s://epfr.com/insights/global-navigator/for-equity-investors-plenty-of-sunlit-uplands-equity-fund-flows-bond-

flows-money-market-fund-flows-esg-fund-flows-investor-sentiment-financial-markets-data/
2 见 CNN 商业网站，http s://edition.cnn.com/markets/fear-and-greed 

短期指数走势亦可参考标普 500 指数认沽期权除以认购期
权合约量的比例。以 1 为参考水平，高于 1 为认沽偏重，看
淡资金较多，反之亦然。截至今年3月1日的过去5年数据，
该比例与标普 500 指数走势呈背驰，即当看淡资金偏多令
该比例上升时，标普 500 指数在未来 3 个月内好大可能下
跌。今年标普 500 指数屡创新高时，同期该比例徘徊在 1 水
平，平均值约 0.96，反映好淡资金仍在争持角力，对指数
走势未有明显启示，相信与年内通胀敏感的经济数据好坏
参半有关。市场正静待美联储之后的议息会议及更新利率
点阵图，利率预期变化的结果将成后市关键，投资者也应
紧盯期权比例的变化，助判断后市去向。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标普 500指数认沽期权和认购期权合约
量比例与标普 500指数走势

24年3月19年3月 20年3月 21年3月 22年3月 23年3月

70.0

30.0

76.8

74.0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3 日

坊间亦常参考一项由传媒机构 CNN 提供的恐惧与贪婪指数
（The Fear & Greed Index）2。该指数是根据 7 种不同市场

指标，综合加权计算并设定范围介于 0 至 100 之间。数字
愈小，代表市场愈恐惧，反之即愈贪婪。投资应用上以相
反理论为基础，即当市场极度贪婪时，投资者应先套现离
场，反之亦然。

在今年3月5日，该指数报79点，即市场正处于“极度贪婪”
状态。而且不论前一天、前一周或前一个月，皆处于“极度
贪婪”状态，投资者或会开始获利离场，暗示市场出现调整
的风险偏高。参考过去 1 年该指数走势，由 2023 年 12 月起
已徘徊在“极度贪婪”状态，同样情况在 2023 年 6 至 7 月间
亦曾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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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数内 7 种不同市场指标中，有 5 项处于“极度贪婪”领
域，分别是标普 500 指数与其 125 天移动平均线走势、纽约
交易所中创 52 周新高及新低股份的比例、5 天平均认沽期
权除以认购期权比例、过去 20 天美国综合股债回报差距，
以及高评级与高息债券的信贷息差差距。虽然衡量市场超
买和超卖水平的麦氏综合指标只处于“贪婪”状态，而标普
500 波动率（VIX）指数与其 50 天移动平均线更只评为“中
性”，两者反映短期内股市未必即时应声下跌，但迫近逆转
的拐点已不容争辩。

市值及估值：经济前景 vs 盈利预测 

上季分析美国经济与美股指数走势背驰是近 50 年罕见的现
象，在此不再赘述。2023 年第 3 及 4 季美国按季国内生产
总值（GDP）由 4.9 下降至 3.2%，预期今年第 1 季的 GDP 将
进一步下跌。不过，由 2023 年下半年至今年 3 月 4 日，道
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普 500 指数及纳指 100 分别上升了
16.6、26.7及48.2%，升幅惊人，正进一步与经济走势脱轨。

巴菲特指标（Buffett Indicator）是计算该国家整体股市的总
市值除以其 GDP 的比率，以此反映股市市值是否受到实体
经济支持。参考过去 20 年世界及美国股市的巴菲特指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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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的指标长期高于世界，主因美国经济体量及主导全
球经济能力较强，高于世界指标尚算合理。然而，2023 年
数据显示，美国与世界的指标相差近 7 成，较两者的 20 年
均值差距约 5 成为高。另外，现水平世界指标高于其 20 年
均值约 22%，但美国却高于其 20 年均值近 34%。以上反映
美股整体市值已偏离实体经济，与上季本章节分析结果相
若。以此推算，当美国经济在未来如预期般有序下跌，美股
市值理论上应下调15至20%，才算是回归至相对合理水平。

巴菲特指数 — 世界及美国股市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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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与低是相对概念。剔除 2020 年疫情期间因非经济因素引
致的极端数据后，截至今年 3 月 6 日，美股中预测市盈率最
高理所当然的是盈利增长潜力较高的纳指 100，最低是传统
行业偏重的道指。

集中观察市场焦点的纳指 100，该指数在今年 3 月 6 日的未
来 12 个月预测市盈率为 32.9 倍，与其过去 5 或 10 年均值分
别高出约 22 及 38%，估值偏高常常成为淡友狙击的目标。
如考虑所谓“工业革命 4.0”的 AI 因素，较合适作估值比较时
区应该是对上一次科技领域的突破点，即千禧年代的互联网
普及化。数据上标普 500 指数、纳指 100 及道指的 30 年峰
值皆出现在此时区，而 3 者现时预测市盈率分别低过峰值约
29、57 及 25%，显示美股今天估值未算夸张，背后原因是
科技突破令不少企业盈利能力大增。今天的 AI 较千禧年代
的互联网普及化更胜一筹，毕竟 AI 在应用层面上给投资者
的感受较当时互联网概念更见实在（下文将有详细分析）。

不难理解由 AI 所延伸的多个产业均能受惠今轮的 AI 狂热，
例如新一轮软件研发及应用硬件更换潮等。标普 500 指数
及道指的成份股也有包含该类股份，有助推升指数及其估
值，但幅度上当然不及纳指 100。另外，罗素 2000 指数的

预测市盈率峰值出现在 2009 年，即金融海啸时区，反映小
型股一般难在大型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即时受惠，反而在热
切的金融炒作或财技衍生的时代下，才会成为投资者追捧
的宠儿。再者，数据上不论如何比较，罗素 2000 指数的变
化都是最大，反映小型股份波动性及对市场变化的敏感性
均偏高的特性，投资者应多加注意。

盈利预测：科技股以外的选择  

科技股飙升建基于盈利增长。截至今年 3 月 6 日，参考标普
500 指数的 11 项行业分类指数，今年第 2 至 4 季科技行业的
盈利按年增长预测分别为 15.4、15.1 及 14.7%，反映未来数
季科技行业盈利增长速度将大致持平，亦暗示借盈利增长
带动的股价升势将会放缓。

亮丽的盈利预测并非科技行业独有，投资者可从其他行业
中寻宝。盈利增长预测按季持续上升且是正回报共有 3 个行
业，分别是医疗护理、公用及工业行业。另外，抽出盈利
预测在未来 3 季全数录得双位数按年增长及增长幅度优于
综合指数的行业也有 3 个，分别是医疗护理、通讯服务及科
技。若以未来 3 季行业盈利预测的平均增长计算，首 3 位按
次序分别是医疗护理﹑通讯服务及科技。

 现水平       过去 5 年均值       过去 10 年均值       过去 30 年峰值

8010 40 5020 6030 70

另外，市场多以预测市盈率作为评估股市估值合理与否的指标。参考过去 30 年数据，并以美股 4 大指数为代表，分别是标
普 500 指数、纳指 100、道指及罗素 2000 指数。数据如下：

未来 12个月预测市盈率（倍）

标普 500

纳指 100

道指

罗素 2000

2001 年第 4 季
1999 年第 4 季

1999 年第 2 季
2009 年第 4 季

指标 标普 500 纳指 100 道指 罗素 2000

历史估值与现水平差距（%）

与过去 5 年均值 1 22.3 -4.4 -41.7

与过去 10 年均值 9.5 38.4 3.2 -27.8

与过去 30 年峰值 -28.6 -56.7 -25 -63.9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6 日 

以上剔除 2020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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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 500各行业分类指数季度盈利增长按年变动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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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1 日

21 15.1 15.1 9.8 7.1 8.2 -3.1 4.3 5 4.4 8.3 6

标普 500 行业分类指数年内表现亦大致反映出以上盈利预
测的结果。截至今年 3 月 6 日，科技行业表现众望所归，紧
随其后是通讯服务，医疗护理及金融行业指数的表现亦步
亦趋，与综合指数表现叮当马头。

标普 500 各行业分类指数年内表现：

指数或行业 年内表现（%）

科技 11.1

通讯服务 10.6

金融 7.6

综合指数 7.4

医疗护理 7.1

工业 7.0

必需品 4.4

能源 4.4

物料 4.1

非必需品 2.4

房地产 0.0

公用 -0.2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1 日

上季已分析在历次美国总统大选年间，美股整体表现优于
其他地区股市。加上，年内美国经济有序下滑及憧憬美联
储将启动第 1 次减息，将有利美股中的高息、价值型和防守
型股份。而从行业分析，预期金融、必需品及医疗护理行
业的相关指数表现会较为优胜。以上结果与早前预测相若。

本季《宏观策略》章节中分析提及，如果未来美国经济有序
调整，价值型股份将会受惠，有利相关行业指数未来的走
势。综合以上分析，反映美股中除科技行业以外，其实还
有很多其他行业可供选择。

在万夫莫敌的科技热潮下，其实“春江鸭”早已另有部署。
在此再重申绝非一股不留科技股，只是在投资美股时应更
加 讲 求 风 险 与 回 报 的 平 衡， 将 更 多 的 仓 位 调 配 至 不 同 行
业，分散科技股有可能回撤的风险，实在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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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股创新高：浮沙上的荣耀  
日经 225 指数在今年 3 月 4 日收市报 40,109 点，首次突破 

4 万 点， 也 是 自 1989 年 12 月 29 日 报 38,915 点 后， 事 隔
近 34 年 再 创 出 新 高， 这 是 一 个 历 史 里 程 碑。 日 股 在 过 去 

30 年历尽折腾，今日登顶的荣耀确实得来不易，令人振奋
之余，也心怀黯然。

日股在上世纪80年代末达峰后无以为继，陷入“失落的30年”
困境，日经 225 指数在 2009 年 3 月 10 日更跌至 7,055 点的
低位。股市触底后经过多任首相的经济改革及全球经济逐
步走出金融海啸的阴霾，日股才明显反弹。自 2009 年的低
位起计，日经 225 指数花了约 5 个月时间重上 1 万大关，但
突破 2 及 3 万点大关，却分别花了近 6 及 8 年，经济不振的
局面前后共花掉约 14 年时间才渐渐有所突破。

当前日股最大的风险是不消 1 年时间便升穿 4 万点大关，升
势之急令人质疑，尤其是经济层面上未见较过去 30 年有突
飞猛进之处，实体经济未有足够基础支持股市迅猛的升势。
日经 225 指数历史数据：

日期 收市价（点） 与上一重要点数
关口相距年数

2009 年 3 月 10 日  7,055 不适用

2009 年 7 月 27 日  10,089 0.4

2015 年 5 月 19 日  20,026 5.8

2023 年 5 月 17 日  30,094 8.0

2024 年 3 月 4 日  40,109 0.8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

日股颷升脱离经济因素 

历 史 上 普 遍 认 为《广 场 协 议》（Plaza Accord）是 日 本 经 济
由盛转衰的转捩点。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创新工业出口强
劲，例如家电、汽车、光学、医药等行业可说在全球首屈
一指，带动当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直到1985年9月22日，

亿
日

圆

 按年 GDP（正值）（左）       按年 GDP（负值）（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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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及德国 5 个国家的财金代表于美国
纽约的广场饭店签署协议，同意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日
圆兑美元及当时的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有序升值，以解决
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对全球的影响，但同时严重打击高度依
赖国际贸易的日本经济。

签 署 协 议 同 年 第 4 季， 日 本 GDP 仍 报 升 7.2%， 甚 至 在 

1990 年第 3 季的增长仍高见 7.7%。可是，协议后 10 年间，
美元兑日圆由近 252 水平大幅下跌至 85，跌幅近 66%。日
圆长期颷升严重削弱其出口能力，顽强的经济底子未能抵
御持续的冲击，最终磨灭了经济核心动力，再拖垮本土楼
市，继而经济出现崩溃。其后的亚洲金融风暴、科技泡沫
爆破、中国经济崛起等外围因素均令日本经济反弹乏力。
贸易问题更见明显，上世纪 90 年代起，日本的贸易盈余反
覆下跌，尤其在 2008 年后，多国央行推出量宽政策，间接
令量宽“鼻祖”的日本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威力大减。就算
日本央行在 2016 年 9 月宣布实行负利率政策，但始终返魂
乏术。及至疫情期间，当地的贸易赤字更大幅扩大至近代
高点。截至今年 3 月 4 日，贸赤高见 1.8 万亿日圆，对照上
世纪 80 年代当时得令的贸易盈余高峰约 1.8 万亿日圆，今
昔情况令人唏嘘。

日本按年GDP变动及贸易盈余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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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年，日经 225 指数再次创出历史新高，但日本经济
与过去 30 年有何显著改善之处？参考以股市总市值与当地
经 济 体 量 比 较 的 巴 菲 特 指 数， 日 股 在 2023 年 底 的 数 值 为
1.55，除了是过去 20 年最高，亦与世界股市的指标相差近
45%，再与两者 20 年均值差距约 13% 作比较，明显偏高。
此外，现时世界股市的指标高于其 20 年均值约 22%，但日
股却高于其 20 年均值近 57%，反映日股整体市值已严重偏
离实体经济。若日本经济增长往后不似预期，以此推算，
日股市值将要下调近 3 成，才算是回归至相对合理水平。

巴菲特指数 — 世界及日本股市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

短期动态分析：热辣滚烫  

日 股 是 全 球 FOMO 情 绪 的 受 惠 者。 引 述 上 文 全 球 资 金 流
分析，显示资金正有序由美股流出，改为流入亚洲地区股
市，日本是录得 3 大净流入的国家之一。参考日经 225 指数
在过去 10 年每日成交金额的 10 天滚动平均值，在 2020 年 

前 走 势 相 对 平 稳， 但 其 后 成 交 金 额 有 序 上 升， 到 2023 年
更是急速攀升，带动股指同步拾级而上。日经 225 指数在
2014 至 2023 年 的 平 均 每 日 成 交 金 额 约 1.5 万 亿 日 圆， 但
2023 年至今年 3 月 7 日期间的日均成交额则大增至约 2.4 万
亿日圆，升幅近 6 成，显示出资金由 2023 年起不甘后人大
举转投日股。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7 日

京都证券交易所日经 225 指数认沽期权除以认购期权合约
量的比例与日经 225 指数的走势图显示，该比例自 2017 年
起长期处于 1 以上水平，反映较多投资者看淡日股。不过，
有趣的是同期日经225指数却屡屡破顶，迫使持仓者再大量
投入认沽权证以对冲风险。过去10年该比例平均值为1.39，
截 至 今 年 2 月 29 日， 比 例 为 2.04， 高 于 均 值 近 47%。
虽 然 情 况 已 非 比 寻 常， 但 仍 未 达 2017 年 7 月 创 下 的 5 年 

峰值 2.73，及 2022 年 2 月时的 2.35。投资者炽热的情绪未
见降温，对下行风险早已抛诸脑后。

京都证券交易所日经 225指数认沽期权和认购期权合约量
比例与日经 225指数走势

点

24年2月16年2月 18年2月 20年2月 22年2月

  日经 225 指数认沽期权除以认购期权的合约量比例（左）      

 比例平均值（左）       日经 225 指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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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

日经 225指数走势及每日成交金额之 10天滚动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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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因素指标中最耀眼的是每股盈利增长预测，未来 12 个 

月 预 测 增 长 达 17.6%， 超 越 当 前 炙 手 可 热 的 纳 指 100 约
16.1% 的增幅，亦抛离标普 500 指数约 9.0% 的增长，更大
幅跑赢每股盈利预测约 1% 负增长的欧斯托克 50 指数。日
股的基本因素预期较其他股市更好，为国际资金流入的其
中一个原因。

基于盈利料有强劲增长，日经 225 指数的未来 12 个月预测市
盈率现约 23 倍，与其 10 年均值 22 倍相差不远，但较 5 年峰
值近 40 倍仍有一段距离，估值仍算合理，支持当前升势。
不过，其市账率现水平约 2.3 倍，明显高出 10 年均值 1.9 倍
约两成，反映日经 225 指数成份股的资产升值幅度未及股价
上涨幅度，重资本企业的股价或有较大的调整压力。至于日
经 225 指数股息率现水平约 1.6%，与未来 12 个月的预测一
样，但未来 24 个月的预测股息率则料会升至 1.9%，较现水
平股息率多约 19%，侧线支持今天日股的升势。

日经 225指数之预测市盈率及市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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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 日

技术分析：预示走势将会放缓 

除了短期动态指标外，日经 225 指数的基本因素指标也同样
为指数强势带来一定支持。参考彭博的综合预测数据如下：

日经 225 指数基本
因素指标

未来 12 个月预测 未来 24 个月预测

每股盈利增长（%） 17.6 11.7

市盈率（倍） 23.4 21.0

市账率（倍） 2.2 2.1

股息率（%） 1.6 1.9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7 日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7 日

相对强弱指数（RSI）显示结果相若。截至今年 3 月 1 日，日
经 225 的 RSI 报 79.5，为过去 5 年第 2 高水平，峰值出现在
2023 年 6 月，当时达 82.2，两者相距甚近。再者，近 5 年
高于 70 超买水平的比率只有 9.6%，反映 RSI 升至近 80 已
届严重超买程度，火热的市场气氛持续，投资者依然义无
反顾地涌入已呈超买的日股。未来如日本的经济或利率走
势有任何闪失，日股出现人仰马翻，互相踩踏的情况将会
非常惨烈（利率分析详情可参阅《外汇》章节）。

相对强弱指数 — 日经 225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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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彭博的分类指标，把日股另一主要指数东证股价指数
（Tokyo Stock Price Index，简称 TOPIX）拆分成 11 项行业

指数，各行业在今年第 2 至 4 季的预测盈利变化数据如下：

行业指数 预测盈利变化（%）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公用 148.8 115.3 159.8

非必需品 41.5 22.8 1.6

物料 27.9 13.7 -3.5

工业 23.3 -2.2 27.8

综合指数 21.9 -6.7 10.3

能源 21.9 16.6 -7.5

金融 20.7 10.9 17.8

房地产 17.4 1.3 -4.7

必需品 10.9 6.1 8.9

科技 6.7 -0.5 -12.8

医疗护理 3.8 -10.3 -10.5

通讯服务 -43.7 -99.2 35.8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7 日

上述数据显示各行业的预测盈利变化非常参差，而且按季
波动非常大。另外，以上共 36 项预测中，有 11 项为负值，
反映近 3 成行业指数的盈利有倒退危机，将拖累当前指数的
升势。再者，市场预期没有 1 个行业能够连续 3 季录得盈利
上升，情况与指数凌厉的走势大相径庭，或预示当前日股
的升势将会放缓。在第 2 季的盈利预测中，盈利增长有望高
于综合指数的有 4 个行业，分别是公用、非必需品、物料及
工业。至于在未来 3 个季度均有机会录得盈利增长的行业共
有 4 个，分别是公用、非必需品、金融及必需品。由此可
见，公用及非必需品在盈利预测向好的支持下，其表现有
望较其他行业更佳。

政经因素：回归基本面 

日本经济在上世纪 80 年代如日中天，但其后在内忧外患冲
击下，当地经济盛极而衰。日本今天“败部复活”，在炽热
的投资情绪加持下，其股市井喷式上升，但投资者的热情
总有一天会冷却。回归基本分析，政治、经济和利率因素
皆突显日股的处境其实相当被动：

• 政治方面，日股触底反弹始于 2009 年下旬，其时受惠
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大力推行“东亚共同体”3，这是崭
新且突破传统思想框架的战略构想。“东亚共同体”的宗
旨是“先经济，后政治”的综合概念，目标是日本须在中
美两大势力中采取平衡角色，而且是等距的三角关系。
风险是只要日本倒向中美任何一方，都会造成美国势力
的 干 预 或 中 日 关 系 紧 张。“东 亚 共 同 体”属 双 刃 剑， 它
虽有望让日本重拾政治大国地位，但也可让日本陷入进
退维谷的困境。鸠山由纪夫的高瞻远瞩，仿佛预言当前
中、美、日 3 国的状况。

• 经济方面，在每年春天，日本的劳资双方都会讨论未来
1 年加薪幅度，即所谓“春斗”。日本大型企业同意在今
年 平 均 加 薪 5.28%， 为 1991 年 以 来 最 大 的 加 幅。 过 去
30 年，日本实质按月平均工资增长与日经 225 指数虽有
数个月滞后，但走势相若，即工资变化的影响将在数个
月后在日股走势中反映出来。日本的工资变幅由近年低
位负 2.9%，上升至今年 3 月初的负 0.6%，但仍未出现
正值，而且过去30年来，录得负值的占比高达六成一，
反映雇员收入长期萎缩，直接打击以内需为主的日本经
济。另一大原因是当地近年通胀受入口价格上升及汇率
下跌推升，间接压下实质经济增长。今天日股升势已与
工资升幅脱轨，今年“春斗”结果料有助日本内需增长并
利好日本经济，投资者对日股的热情短期仍会持续。

日本按月平均实质工资增长及日经 225指数

3 见海峡评论网站，http s://haixia-info.com/articles/5520.html   

点

 日本按月平均实质工资增长（左）       日经 225 指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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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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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方面，已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动的“安倍经济
学”，是先利用激进的货币政策大量释出流动性，最著
名 的 是 在 2016 年 9 月 日 本 央 行 实 施 负 利 率 政 策， 并 再
配 合 进 取 的 财 政 政 策 及 刺 激 私 人 投 资， 稳 住 了 当 时 经
济 的 颓 势， 亦 刺 激 到 日 股 节 节 上 升。 不 过， 美 联 储 在 

2023 年开始停止加息，日本的利率优势渐退，以日圆
积 弱 来 支 持 经 济 的 如 意 算 盘 已 不 奏 效， 更 甚 是 欧 美 等
成熟市场央行有意在今年启动第 1 次减息，反观日本央
行在通胀高企时取消实施多年的负利率政策。此消彼长
下，日圆反弹的机率递升，对日股来说不是正面因素。

日经 225指数走势及美元兑日圆走势

4 见路透社网站，http s://ww w.reuters.com/technology/ahead-g7-summit-japan-pm-says-he-expects-more-investment-global-

chipmakers-2023-05-18/   
5 见日经亚洲网站，http s://asia.nikkei.com/Business/Tech/Semiconductors/Chips-at-center-of-G-7-discussion-of-how-to-counter-China-s-rise   
6 见经济时报网站，http 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tech/technology/japan-pm-fumio-kishida-expects-more-investment-

from-global-chipmakers/articleshow/100318934.cms?from=mdr   
7 见日本海上自卫队网站，http s://ww w.mod.go.jp/msdf/en/release/   
8 见政客网站，http s://ww w.politico.eu/article/germany-now-world-third-largest-economy-japan-recession/   
9 见日本央行网站，http s://ww w.boj.or.jp/en/mopo/mpmdeci/mpr_2022/rel221220h.pdf   

日本 GDP 增长幅度明显大不如前，但中美博弈下，美国刻
意在中国科技发展上“卡脖子”4，并鼓励其他国家的科技企
业在日本设厂，例如 2023 年 5 月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
集团”峰会中，环球各大芯片巨企均称有意落户日本 5。日
本首相岸田文雄也立刻回应指，会在政策及财政上给予支
持 6。近日美日联合军演更触动了中国的神经 7。正如上述鸠
山由纪夫的观点，如何拿捏中美之间的平衡，是艺术而非
科学的考验。日本在国际关系上正如履薄冰，任何失误将
直接打击日股走势。

利 差 是 互 动 的， 国 际 利 率 的 话 语 权 早 已 落 在 欧 美 央 行 手
中，他们的决定将会影响日本央行的利率政策。毕竟日本
的经济体量已被德国超前，也被印度紧追在后 8。日本自身
经济低迷了 30 年，逆转利率政策无疑是押上各前任首相奋
斗的成果，何况过去数十年全球大量资金透过日圆进行套
息交易，利率由负转零对全球资产的冲击不容忽视。

参 考 上 次 日 股 达 峰 时， 美 元 兑 日 圆 报 144， 今 天 报 150 水
平。日股与日圆汇率走势相关性偏高，日本央行在 2022 年
底曾在汇率约 150 水平时宣布有限度修正国债收益率曲线
控制（Yield Curve Control）9，其后美元兑日圆顿时下跌，
市场认定此乃日央行可接受的上限。如今又见 150 水平，现
任央行行长植田和男会否萧规曹随？与上世纪 80 年代签署

《广场协议》后的高峰近 158 水平只差一线，央行会否放手
令汇率任意上升？又如何平衡海外资金投资日本资产的汇
兑风险，以及逆向套息交易的冲击？汇率的反噬仿如投资
日股头上的利刃。

撇开所有金融分析，以上的政治、经济和利率阴霾如未能
消散，日股屡创新高的荣耀，只会犹如建于浮沙之上，随
时一夕塌落。

 日经 225 指数（左）       美元兌日圆（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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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

综合以上政治、经济和利率的风险因素，再参考过去 40 年
日经 225 指数、美元兑日圆及日本经济数据，与上次日股
创出高峰时的状况比对如下：

日期 日经 225
指数（点）

按年 GDP
（%）

贸易盈余
（亿日圆）

美元兑
日圆

1989 年
12 月 29 日

38,915 6 8,950 144

2024 年
3 月 4 日

40,109 1 -17,600 150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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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股颷升：摆好投资心态  
美国上市的科技股仿如宇宙中的黑洞，由 FOMO 及 TINA 引
发出的巨大引力，让科技股吞噬全球资金，主动或被动资金
都莫问因由，只能顺应潮流买入科技股。随着科技股的股价
腾飞，截至今年3月7日，全球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下同）
的 4 间巨无霸企业中，有 3 间为科技企业 10。2 万亿是什么概
念？其体量相当于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 11 的国家，并超
越了墨西哥、俄罗斯、南韩及澳洲等国。若该 3 间科技巨企
的市值进一步膨胀至 3 万亿的话，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
名将会晋升至第 8 位，紧次于法国，可说是富可敌国 11。

采取顺势而为或是逆势而行的投资策略是投资界的世代之
争。人称“股神”的投资巨匠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过去
近 30 年对投资科技行业取态的转变可作参考。根据美国全
国广播公司（CNBC）在 2018 年的报导 12，巴菲特于 1996 年
公开表示偏好变化不大的行业，也不太了解科技行业的营
运。直到 2011 年他才开始投资电脑公司，于 2016 年始首次
投资智能手机公司。在火红的年代里兼股东褒贬交杂，同
时抵住股价颷升的诱惑，巴菲特仍能保持谨慎且平衡的作
风，这才是真正“高难度”的操盘。正如与他合作无间的已
故合伙人芒格（Charlie Munger）在“穷查理的普通常识”一
书中常用到“鲁拉帕路萨效应”（Lollapalooza Effect）来指
出“偏见叠加时被增大”的理论，投资者应警惕把事情形容
得“一面倒”的偏见。

以史为鉴：冠名式投资的风险  

科技世界里多以缩写来表示概念，例如企业对企业（B2B）及
物联网（IoT）等。投资世界里也常对科技行业冠以易于琅琅
上口的简称，例如 2017 年面世的“FAANG”，用来描述当时
美国上市 5 大最受欢迎和表现最佳的科技公司；仿傚上世纪
60 年代经典电影《七侠荡寇志》而将 AI 相关且在 2023 年表现
最佳的 7 只美国上市科技股称为“科技七雄”（M7），到今天
综合全球 5 只芯片制造及研发商龙头股份，名为“AI-5”13。

今次投资市场的科技狂热始于 2020 年全球疫情大流行之
时，在家工作普及化，以及人与人减少接触后，对视频、
串流和游戏等网络服务需求急增，带动新一轮更换手机及
电 脑 潮。 加 上， 各 国 央 行 释 放 大 量 游 资 以 力 保 下 行 的 经
济，但副作用是令大批投机资金炒作在疫情期间盈利爆发
式增长的科技股。截至今年 3 月 7 日，参考过去 5 年炙手可
热的冠名式科技行业指数之表现如下：

各冠名式科技相关行业指数表现之变动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7 日

指数 起始年份 数据初值至
达峰所需周数

彭博“FAANG”2.0 指数 2019 163

Solactive“元宇宙”指数 2019 142

BITA“NFT”与区块链精选指数 2021 7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

投资者耳熟能详的 FAANG、元宇宙及非同质化代币（NFT）
或区块链，莫问当时如何火热，被指数公司冠名推出指数
的 FAANG 及 元 宇 宙 相 关 指 数， 在 指 数 面 世 后 平 均 大 约 在
153 周便会升至顶峰，其后走势无以为继。最夸张的是欠缺
盈利支持的 NFT 主题，只维持了 7 周后便急挫，截至今年 

3月7日之表现仍报负48%。当前 M7及 AI-5走势仍然凌厉，
AI 概念实质由 2023 年起炒上，至今维持了 62 周，是上述
分析约一半时间。

注意的是，为热炒股份冠名目的之一，显然是要令投资者
更加容易理解及记起，尤其是个人投资者对冠名式投资一
般较机构投资者受落。在传媒高调地广泛宣传下，个人投
资者鱼贯进场，及后市场充斥着高杠杆衍生产品，往往便
是 音 乐 的 尾 声。 传 统 智 慧 提 醒， 放 在 眼 前 看 似 美 味 的 奶
酪，往往令人忽略了头上的铁夹。冠冕仿佛成为了投资界
的魔咒。

%

-100

100

150

0

50

-50

250

300

200

19年3月 20年3月 21年3月 22年3月 23年3月 24年3月

 彭博“FAANG”2.0 指数       Solactive“元宇宙”指数      

 BITA“NFT”与区块链精选指数

133.6%

-48.1%

39.2%

10 见全球排名网站，http s://companiesmarketcap.com/#google_vignette   
11 见福布斯网站，http s://ww w.forbesindia.com/article/explainers/top-10-largest-economies-in-the-world/86159/1   
12 见 CNBC 网站，http s://buffett.cnbc.com/2018/04/02/over-time-buffett-softens-stance-on-tech-stocks.html   
13 见纳斯达克网站，http s://ww w.nasdaq.com/articles/spotlight-on-the-ai-5:-microsoft-tsmc-broadcom-nvidia-and-a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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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的迷思：寻找阶段性受惠者
投资科技行业是基于憧憬或信念，往往利用能够颠覆生活
的愿景，令人乐意成为投资先驱。千禧年代时憧憬无远弗
届的网络巨变，最后花了多少年才真正出现？由概念转化
成收入甚至盈利是以年数计算，要在日常生活中普及须更
多时间。历史上科技泡沫爆破后投资者才如梦初醒，投资
科技股的痛点在于忽略了科技行业盈利的演进及如何引流
资金及股价，解决痛点的关键是查找各阶段性的受惠者。

简单而言，AI 核心是芯片，好比人类大脑的硬件，需要透过芯
片运算深度学习等高端程式，才能产生人工智能。AI 产业发展
初期受惠者是垄断芯片科技的数间生产商，再销售至程式研发
商，这是真金白银赚到的盈利。及至发展中段，当研发商发展
至一定程度，相关高端且昂贵的产品便会推出市场，研发商才
开始获利。尾段的主角是普惠民间的终端仪器，例如智能手机
或平板电脑，终端生产及服务商才真正受惠。其后不断循环创
新突破至更换终端产品，产业的盈利链才会完整。近代最好的
案例是自 2007 年手机生产商公布第 1 代智能手机后，缔造了
超过 10 年的智能手机盛世，亦带挈相关产业链的辉煌成绩。

近月美国科技公司公布的业绩反映，在 AI 产业的初始阶段，
芯片昂贵，垄断技术的芯片商盈利极高，不幸的是这代表 AI

产业链的下游公司成本便愈高。投资者认清事实后，M7 中
两间主打手机及电动车的生产商的股价由年初至今出现双位
数下跌。机构投资者愈来愈看重科技股的盈利，长仓具盈利
增长的科技股，同时短仓低盈利增长甚至亏损的科技股。此
举除了打击了部分盈利欠说服力的科技股的股价之外，其影
响更蔓延至其他徒具 AI 虚名，甚至是浑水摸鱼的股份 14。

科技及AI相关指数与世界股票指数表现之变动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7 日

参 考 过 去 6 个 月 AI 相 关 的 股 票 指 数， 在 2023 年 底 时 整 体
走势相若。不过，自今年起，半导体及仪器工业股明显跑
出，其次是程式研发商，之后才是综合 AI 指数。截至今年
3 月 7 日，半导体指数升幅已超出后者超过 1 倍，更较纳指
100 及 MSCI 世界股指超出 3 倍。“胜者全取”是科技行业的
特色，技术垄断的护城河一天仍在，芯片巨企的股价相信
难以大幅下跌，毕竟更高端的芯片将推陈出新，高盈利增
长令投资者欲罢不能。

最后，细心分析不难发现到，现今除了 AI 大行其道，其实
通讯服务亦是不可或缺的，当中 6G 将是兵家必争之地。试
问再高端昂贵的 AI 仪器，如果不能上网或网速不足，将是
英雄无用武之地。AI 愈普及，通讯服务供应商将以黄雀在
后 之 势 等 待“食 糊”。 截 至 今 年 3 月 7 日， 年 内 标 普 500 行
业指数中，科技行业升幅居首，报升 13.2%，次席为通讯行
业，升约 10.6%。当市场仍未为通讯概念冠名之前，聪明钱
其实已早着先机。

技术分析：观点与角度之辩
除了在质化及历史分析上摆好投资心态，分析数据时都须
要辨清当中异同。数据高低是相对的，取决于比较对象。
眼前科技股颷升令人回忆起千禧年科网泡沫，非理性亢奋
带来的痛楚仍犹有余悸。以下陈列各基本因素分析与当时
状况作比对：

• 今 天 AI 独 霸 武 林， 当 中 芯 片 生 产 商 更 是 天 之 骄 子。
FOMO 心 态 下 吞 噬 全 球 资 金 外， 市 宽 狭 窄 情 况 值 得 小
心。回顾千禧年代，网络热潮席卷全球，资金蜂拥流入
软件及网络营运商。以标普 500 科技行业指数成份股的
市值数据，比较 2000 和 2024 年 3 月 11 日市值首 5 名总
和占整体之百分比，结果如下：

指标 2000 年 
3 月 11 日

2024 年
3 月 11 日

首 5 名市值总和
（万亿美元）

1.8 8.8

指数总市值
（万亿美元）

4.1 13.2

占整体指数之
百分比

44.2 66.5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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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67.9%

19.8%
15.0%

33.1%

14 见 Investing.com 网站，http s://ww w.investing.com/analysis/hedge-funds-continue-betting-against-big-us-tech-stocks-20064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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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显示今天首 5 名科技股的市值占总体科技股市值近
67%，反映今天资金的集中度较当年更高，暗示未来行
业指数甚至整体大市走势的兴衰，将依赖该 5 只股份的
表现，市宽非常狭窄且极不健康。今天科技行业指数的
市值是当年约 3.2 倍，行业发展神速是其他行业望尘莫
及，个别行业高度集中将为整体后市带来更大的潜在波
动风险；

• 除 了 市 值， 科 技 及 通 讯 行 业 指 数 表 现 抛 离 其 他 行 业 指
数，扭曲了综合指数的表现。截至今年 3 月 8 日，美股
此轮急升由 2023 年起持续至今，维持超过 5 季。以标
普 500 指 数 剔 除 科 技 及 通 讯 行 业 指 数 作 为 传 统 行 业 代
表，并与纳指 100 表现差距比较作为测量市宽的标准，
时间上同样以千禧年峰值前 5 季表现作比较，历史数据
发现当年两项指数表现差距约 137 个百分点，反映当时
资金非常集中，令纳指 100 大幅抛离传统行业指数。截
至今年 3 月 8 日，该差距约 47 个百分点，反映市宽已经
偏窄但仍远低于千禧年时状态。另外，注意当年达到峰
值后，纳指 100 便出现急坠，峰值之后 5 季表现差距约
为负 68 个百分点，而传统行业仍录得正回报，突显当
年纳指 100 急升急跌的疯狂表现；

 当年与今天各指数表现及差距：

时段 指数变动

标普 500 除
科技及通讯

行业指数

纳指
100

差距

2000 年 3 月
31 日之前 5 季

2.9% 139.5% 136.7
百分点

2000 年 3 月
31 日之后 5 季

9.6% -58.4% -68.0
百分点

由 2023 年至
2024 年 3 月 8 日

17.4% 64.7% 47.3
百分点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8 日

• 部分的分析认为，今天科技狂热并非千禧泡沫，主因当
时是炒作欠缺盈利前景的科技概念，而今天的科技股已
有坚实的盈利数据，特别是芯片生产商，故现时科技股
的估值仍属合理水平。以预测市盈率作比较如下：

时段 纳指 100 标普 500
科技行业指数

标普 500
通讯行业指数

未来 12 个月预测市盈率（倍）

千禧泡沫时
峰值

75.9 69.4 33.9

2024 年
3 月 11 日

26.7 37.6 18.8

差距 184.3% 84.6% 80.3%

前 1 年之未来 12 个月预测市盈率平均值（倍）

千禧泡沫时
峰值

62.0 56.2 32.7

2024 年
3 月 11 日

34.9 32.7 18.7

差距（%） 77.7% 71.9% 74.9%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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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 美股创历史新高，资金流及动态分析预示股市调整将
至，但盈利增长及经济乐观情绪暂支撑着后市走势

• 日股创历史新高，但撇开金融分析，如政经阴霾未能
消散，日股的荣耀犹如建于浮沙之上

• 屡屡破顶的科技股令投资者欲罢不能，但控制情绪和
调整心态较冰冷的数据来得重要

 以上数据突显了当年炒作科技概念的疯狂，纳指 100 及
标普 500 科技行业指数的预测市盈率被炒至约 70 倍的
水平，今天仅约 20 至 30 倍水平只属九牛一毛，当年纳
指 100 数值更是今天的 1.8 倍以上。通讯行业的情况不遑
多让，当年数值高出今年约 80%，就算取 1 年平均值作
比较，当年该 3 个指数的预测市盈率平均值都超出今年
超过约 70%。须留意的是，以上分析存在一定的缺憾，
例如今天数据仍未知是否已经达峰，故并非以“峰值对
峰值”比对；

• 科 技 行 业 吸 引 投 资 者 之 处 是 其 业 务 具 有 高 速 增 长 的 潜
力。参考 2000 和 2024 年 3 月 11 日，标普 500 科技行业
指数成份股的平均每股盈利增长分别为 134 及 105%，
反映当时整体行业的爆炸性及创新科技的颠覆性超越今
天水平，但首 5 大市值的巨企，其平均每股盈利增长分
别约 4.4 及 951%，反映今天行业增长非常集中在数间巨
企，较当年百花齐放的状态乃天渊之别，或许今天“胜
者全取”较过去更甚，风险亦较当年更高。

 当 年 与 今 天 标 普 500 科 技 行 业 指 数 的 每 股 盈 利 增 长 及 

差距：

时段 每股盈利增长

整体平均值 首 5 名平均值 差距

2000 年
3 月 11 日

134.0% 4.4% 129.6 个
百分点

2024 年
3 月 11 日

104.7% 950.9% -846.2 个
百分点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8 日

以上的分析反映出今天与当年的投资市场状态各有千秋，
科技股炒作炽热背后，同样具一定风险，仅是风险定位各
有不同。简单而言，基本因素分析显示今天科企的估值正
存在泡沫，但未至于失控。当前乐观的盈利预测刺激市场
投资情绪，而且暂未有如过去泡沫爆破时高杠杆投资产品
违约的情况出现，短期内科技股出现崩塌式下坠的机会不
大，但不排除较明显的调整已经临近。

科技股屡屡破顶，令投资者对科技行业欲罢不能，刻下控
制好投资情绪和调整心态，较冰冷的数据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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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银行财富管理处投资策略师 陈伟聪

香港及中国内地股市展望：乍暖还寒

上季题为“砥砺前行”，意谓短期市况纵然崎岖不平，投资
者只要沉稳以待，捕捉市场恐慌抛售之后的见底时刻，仍
可斩获不俗回报。现时回望，结果与预期相差不远。

今年首季港股与中国内地 A 股市场上演了先低后高的“过山
车”式走势。1 月开局不利，主要受到内地经济不振及疲软
的通胀数据拖累，加上市场显著下调美联储年内降息的预
期幅度，触发外资继续大举沽售中资股，恒生指数及沪深
300 指数曾分别急坠 12.2% 和 9.4%，最低曾各跌至 14,794

点和 3,108 点，走势与环球股市大相径庭。

在市场千呼万唤下，中央政策方向渐转吹暖风。多个部委
接二连三加码推出稳增长措施，包括超预期降准 50 点子、
下调 5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25 点子、重启抵押补
充贷款（PSL）支持“三大工程”、建立房地产项目融资白名
单、放宽一线城市的楼市限购令等。此外，为缓和股票市
场的沉重沽压，一系列提振资本市场的政策亦接踵而来。
例如，国资委宣布将市值管理纳入央企负责人业绩考核指
标，市场憧憬大型央企和国企未来会进一步增加派息比率
和股份回购规模。另配合中央汇金、社保基金及保险资金
等“国家队”的中长期资金积极入场撑市，在一众高收益价
值型“中特股”领涨下，港股及 A 股绝地反击。截至2月底，
恒指和沪深 300 指数从低点分别反弹最多 14% 和 13.1%。

市况回暖之际，也须采取严格控制注码、分散风险、选股为先的投资规律

2024年第 1季恒生综合行业分类指数表现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21 日

及至 3 月上旬，内地的两会顺利召开，期间公布的经济政策
目标及方向大致与市场预期相若，如年度经济增长达 5% 及
通胀约 3% 的目标、发行 1 万亿人民币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
债发行规模达 3.9 万亿人民币、货币政策偏宽松方向、支持
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整体而言，尽管未能令投资者感到特
别惊喜，但仍无碍股指延续反弹势头，恒指和沪深 300 指
数一度分别升至期内高位的 17,214 点及 3,605 点，资金亦从
价值型板块切换至科网、消费、有色金属等增长型及周期
性板块。

截至 3 月 21 日，恒指及沪深 300 指数在首季分别下挫 1.1 及
上 升 4.4%。 港 股 板 块 表 现 方 面， 能 源、 原 材 料、 公 用 事
业、电讯、工业及非必需消费均能跑赢大市并逆市走高，
其中能源和原材料板块更分别上升 24 及 17%。反之，医疗
保健及地产建筑业分类指数敬陪末席，分别下跌 18 及 11%。
至于上季建议的重点关注板块，当中评为“看好”的中资电
讯股和本地高息概念股，以及评为“审慎乐观”的澳门博彩
股，表现均走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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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能见度偏低，后市看中央经济政策及资金流
本 季 题 为“乍 暖 还 寒”， 意 谓 A 股 及 港 股 的 寒 冬 已 过， 但
走势预期仍将犹如初春天气般变幻莫测，早春薄寒。投资
者在享受市况回暖之际，也须采取严格控制注码、分散风
险、选股为先的投资规律，方可有备无患。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两会期间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大抵
确立了稳增长的经济发展主线，但在个别范畴上依然未能
为投资者拨开云雾。未来刺激经济政策推出的时间与规模
将继续主导资金流向和大市走势，下文将详细拆解。

1.  产业监管政策料减辣，支持估值修复
 李 强 在《政 府 工 作 报 告》中 强 调“宏 观 政 策 一 致 性 评

估”，意味实施任何经济或产业政策前，有关当局须作
出综合性和全局性评估，并提升政策透明度，确保政策
推出后不会对经济稳定性及市场预期稳定性带来明显副
作用。我们相信内地决策层将以稳字当头为短期的施政
方针。因此，过去数年曾令国际投资者闻风丧胆的产业
监管和整顿措施即使未有太多松绑空间，也至少不会在
现阶段再度“加辣”，有助降低股票因政策不明朗而带来
的额外风险溢价，从而支持估值修复。互联网、游戏视
频、教育、医疗护理、餐饮消费等板块将是监管政策风
险降低的潜在最大受惠者。

2.  中央预算赤字审慎克制，关注财政资金投放领域
 财政政策方面，今年中国内地的预算赤字率设为 3%，

相较于 2023 年底调升后的 3.8% 或市场普遍预期的 3.3

至 3.5%，无疑是有点落差，反映中央扩大财政开支仍
较克制。但与此同时，当局宣布今年将续发行 3.9 万亿
人民币地方债，以及总额高达 1 万亿人民币的超长期特
别国债，用于国家重大战略产业实施及工程项目建设，
且表示这类长期特别国债拟今后连续几年发行，意味广
义财政将会持续扩张。我们认为，目前内地的低利率环
境正正是中央适度增加杠杆率以稳增长的绝佳时机，料
可为港股及 A 股带来一定托底支持作用。惟不能忽略的
是，地方政府卖地收益大减的颓势未止，加上融资平台
去杠杆压力，可能某程度上摊薄了中央加杠杆对刺激实
体经济的边际效益。整体而言，投资者须观望年内长期
债券的实际发行进度，以及资金主力投放在哪些领域，
方可制定更全面精准的投资方向。

3.   低利率宜选高收益国企，通胀重临可振风险胃纳
 货币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内的措辞表述跟2023年 

相差无几，例如“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和“社会融资规
模需与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然而，
两会期间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于记者会上的发言，其中
包 括“把 推 动 物 价 温 和 回 升 作 为 货 币 政 策 的 重 要 考 量”
和“目前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平均在 7%，后续仍有降准空
间”，似乎暗示着一旦内地的通缩风险威胁增加，人行
将会当机立断进一步降准、减息及加大 PSL 的净投放。
短期来说，随着货币政策偏宽松方向未变，内地市场利
率料于较低水平徘徊，如中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
度下试历年新低 2.3% 水平，令保守型固定收息资产的
吸引力已大不如前。收益率下跌的情况或加速引导中长
线资金重新调配其投资组合的资产分布，即减持国债及
投资级别企业债，转投至高收益价值型股票上，尤其以
增持现金流稳定、净负债率偏低或处净现金水平、派息
比率较高的大型央企及国企股票为主。符合上述条件的
股份大多在内银、能源、电讯、公用、公路等板块。事
实上，随着中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2023 年底的 2.6%

降至现时约 2.3%，恒生沪深港（特选企业）高股息率指
数 呈 现 强 势， 年 初 至 今（截 至 3 月 21 日）升 幅 达 8.7%，
表现凌驾于恒生指数。即使前者现时的股息率已回调至
约 8%，惟仍远高于内地的无风险利率，预期待股价出
现轻微调整后，将会继续获得内地中长期资金青睐。除
此之外，投资者须紧盯内地未来两季的通胀数据，受益
于过去数月人行大举放宽银根之成效逐步显现，加上按
年基数回落，我们相信中国内地的消费物价指数（CPI）
和生产物价指数（PPI）于本季将会走出谷底，前者更有
望扭负转正。若市场确认内地通缩阴霾消退，势将提振
市 场 风 险 胃 纳， 其 中 消 费 及 原 材 料 板 块 可 望 成 为 最 大 

赢家。

恒生沪深港（特选企业）高股息率指数和恒生指数走势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21 日
注：2023 年 12 月 29 日为基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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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沪深港（特选企业）高股息率指数与中国国债债息走势  国策支持固然是一大优势，但不能忽略的是，以上部分
创新产业近期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导致相关股票价格一
沉百踩。当中最大的“紧箍咒”莫过于是美国政府或国会
频繁针对中国创科企业施加的各种禁令。继 2023 年收
紧对中国半导体企业的生产设备供货管制，以压制中国
AI 技术发展后，近月又通过《生物安全法案》，旨在禁止
中国生物科技公司与美国药企的业务来往。今年 11 月美
国总统大选举行之前，华府会否进一步通过制裁法案，
以钳制中国的智能电动车、商用电脑、智能手机设备、
6G 电讯设备在内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实属投资市场短
期的最大风险。

5.   以旧换新成效视乎细节，消费及工业股择优而取
 今次《政府工作报告》在促消费和扩投资上也着墨不少。

当中以“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大规模推动各类生产
和服务设备更新”属重头戏。一如以往，消费品以旧换
新的主要目标为家电及新能源汽车，可惜的是，今次报
告并未提及政府具体补贴额度。观乎国务院其后发布的
相关行动方案，仅以鼓励车企开展促销活动、优化汽车
限购措施、提供税务及信贷支持等方式推行，刺激力度
似乎略逊一筹。当然，个别城市如上海，早前就发布新
一轮汽车以旧换新及智能家电消费补贴政策，单次最大
资助额分别为 1 万元和 1 千元人民币。我们不排除未来
会有更多一、二线城市仿傚这类真金白银之补贴活动，
故宜伺机择优吸纳非必需消费股。至于在生产设备更新
的一环，则聚焦于工业、建筑、交通、农业、医疗等行
业，透过引导企业升级换代，目标于 4 年内将以上各范
畴 的 设 备 投 资 规 模 增 长 25%。 当 局 所 订 目 标 固 然 进 取
有余，惟企业实际投资进度将取决于具体补助范围及规
模。若最终推出的方案令市场感到惊喜，料可提振液化
天然气（LNG）重卡设备、铁路机车设备、建筑机械、电
力设备、船舶制造等板块。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21 日

2008年至今中国PPI与恒生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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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21 日

4.  新兴创科行业有危有机，警惕美国制裁风险
 产业政策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成为今年两会重中之重

的主题。具体可分为三大领域：

 i) 产业链及供应链优化升级，旨在推动传统产业迈向
高端化、智能化、节能化转型；

 ii) 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包括智能网联新能
源车、氢能、生物制药、高端装备、商业航天等；

 iii) 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开展“人工智能 +”行动， 

料 惠 及 半 导 体 设 备、 数 据 中 心、 云 计 算、 生 成 式 人 

工智能（AI）大模型开发、AI 智能硬件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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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面：外资沽压收敛，国家队功成身退？
经过 2023 年 8 月起连续 6 个月外资撤离中国股市后，今年
2 月终于迎来转机。参考“沪深港通”的北向资金流数据，
今 年 2 月 和 3 月（截 至 3 月 21 日）分 别 录 得 净 流 入 607 亿 和
197 亿 元 人 民 币，2 月 净 加 仓 A 股 的 规 模 更 创 下 13 个 月 新
高。我们不排除部分北向资金实际上是由离岸“国家队”贡
献，欧美资金对 A 股和港股的看法仍相对谨慎，惟至少已
扭转过去半年大举抛售和极度低配中资股的格局。至于未
来数月外资会否进一步增持中国股票，还须视乎内地物价
回升的进度、稳增长政策的力度、中美关系发展等因素，
但整体而言，仍具有不少阻力。此外，近期多个亚太区或
新兴市场股市表现气势如虹，自然吸引海外长仓基金持续
加仓，也分薄了资金配置中资股的比例。

过去3年“沪深股通”每月成交净额

22 日，沪深 300 指数及中证 500 指数的 ETF 产品，年内暂
分别录得 360 亿及 60 亿美元的净流入，分别约占过去 1 年
两者净流入额度的 60% 及 76%，反映“国家队”资金在今年
首季的参与程度远较 2023 年活跃。然而，参考以往经验，

“国家队”资金往往在市场信心极度虚怯，甚至出现恐慌性
抛售之际才会挺身而出，即是以低位吸纳为目标，而非持
续提供上升动能，故当市场气氛趋于稳定之后，可能就是

“国家队”资金鸣金收兵之时。大市此后能否再往上冲，说
到底其他不同的资金仍属关键。

下调港股盈测与估值倍数，恒指目标 18,500 点
尽管内地经济仍受到房地产行业销售疲软、房企违约风险持
续、地方政府去杠杆等因素拖累，预期企业盈利向上修复需
时，惟中央在货币、产业及资本市场相关政策上渐吹暖风，
加上“国家队”资金护盘态度坚决，相信可稳住估值进一步
下调之压力。整体而言，我们将恒指今年的每股盈利预测从
上季的 2,170 港元下调至 2,100 港元，略高于目前彭博的市
场预测共识约 2060 港元。估值方面，恒指目前约 8 倍的预
测市盈率已低于过去 10 年平均值 2 个标准差，若满足以下条
件：i）美国今年中开始减息；ii）内地加大刺激经济的力度；
iii）中美关系改善，相信可触发港股估值重估。我们给予恒
指今年的预测市盈率目标为 8.8 倍，因而将恒指今年的目标
水平由上季预测的 19,500 点下调至 18,500 点。

年初至今恒生指数盈利预测趋势
注：2024 年 3 月的数据截至 3 月 21 日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21 日

另 一 边 厢，A 股 和 港 股 在 今 年 1 月 见 底 回 升，“国 家 队”资
金自然是功不可没。正如上季在《砥砺前行》的章节中所预
测，中央将多管齐下提升中长期资金配置股权类资产的比
例，过去 3 个月就从多方面兑现，包括：i）中央汇金表示扩
大对交易所买卖基金（ETF）的增持范围和规模；ii）中证监
宣布引导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公司、社保基金、保
险机构等各类机构投资者更大力度入市；iii）国资委宣布启
动国企公司市值管理考核，鼓励国企透过增加派息或股票
回购比例，以提升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回报。由于“国家队”
资金进场护盘多以增持 A 股指数 ETF 为主，故近月相关指
数 ETF 的资金净流入屡创新高。根据彭博数据，截至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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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 2 季重点关注板块：

行业/主题板块 重点投资逻辑 看好程度 #

中资电讯 1. 受惠内地数码化加速、AI 大模型训练及应用范畴扩大，电讯行业包括云计算
及数据中心等新兴企业业务收入在 2023 年录得按年增长 19%，收入占比提
升至 21%，今年料可维持较高速增长。

2. 中国工信部表示，今年将深化 5.5G 应用、推进 6G 预研，以及加快布局智能
算力设施，属政策重点支持行业之一。

3. 受惠 5G 资本开支见顶及强劲经营现金流，龙头电讯营运商在 2023 年均能提
升派息比率至介乎 55% 至 71%，更预期未来两年可持续增加。目前相关股份
的预测股息率高达 6.2 至 8.0%，属波动市况中稳守突击之选。

****

本地高息概念
（公用事业、电讯、

交通运输、综合企业）

1. 美联储料最快于本季开始降息，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中线下行趋势已成，
本地部分公用、电讯及综合企业的股息率介乎 5 至 9%，更显吸引力。

2. 相关企业业绩能见度较高。大部分海外公用事业项目，如供电、供水及供气
等，受到利润管制协议保障，收益与通胀率挂钩。同时，资产负债表稳健，
普遍可提升派息，并有充裕杠杆空间未来作潜在收购。

3. 香港《财政预算案》致力推动更多盛事刺激本港旅游业发展，另外内地更多城
市或获纳入“自由行”名单，预期将提升航空及铁路等交通运输客运量。

****

工业设备
（铁路设备、LNG 重卡、

机械、电力及氢能设备）

1. 国策支持大规模生产设备更新换代，未来或推出金融信贷或税务补贴措施，
并收紧耗能及排放等环保要求，刺激新一代建筑、交通、工业、能源等设备
销售。

2.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4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目标于今年内提升非化石能
源发电装机占比至 55%，并多方面推进氢能产业发展，料有利相关能源设备
订单。

3. 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多具有国企背景，其资产负债表相对稳健，且颇受内地长
期资金青睐，估值具上调空间。

***

网络游戏 1. 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站今年 1 月移除了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另当局在 2023 年 10 月至今年 2 月期间，每月平均批出 115 个新游戏版号，已
超越 2021 年（停止新游戏版号发放前）的平均月度水平，反映审批流程已趋
正常化，政策风险降低。

2. 多只重磅手机游戏预期于今年第 2 或 3 季推出，例如《射鵰》、《燕云十六
声》、《永劫无间》、《地下城与勇士：起源》、《Need for Speed》等，预期可
提振龙头企业的流水收益，成为下半年盈利增长的主要动力。

3. 板块龙头企业在今年的预测市盈率平均仅为 14 至 16 倍，远低于历史平均值。
若新游戏发布后反应理想，估值料有显著上调空间。

***

# 标注：看好程度以 * 数目作为评分，最高 5*，最低 1*。5 /4 /3 /2 /1 星分别代表非常看好/看好/审慎乐观/持平/看淡

本章总结：

• A 股及港股的寒冬已过，但走势预期仍会反覆，投资者须严控注码、分散风险、选股为先

• “国家队”资金令 A 股及港股止跌回升，海外资金仍属后市能否进一步向上的关键

• 给予恒指今年每股盈利预测 2,100 元，预测市盈率 8.8 倍，对应今年指数目标为 18,500 点

• 本季可重点关注的板块包括中资电讯、本地高息概念、工业设备、网络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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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投资  亚洲股市具增长和收益机会
利用亚洲独有的低通胀及经济增长条件，部署具结构性增长及发展潜力的板块

市场对美联储减息时间未有一致看法，高利率环境预计维
持 至 今 年。 美 国 经 济 尽 管 有 机 会 放 缓， 但 相 信 能 维 持 强
韧，加上通胀稳步下降，未来息口势必跟随向下，惟减息
步伐未明。

东亚联丰投资团队预计高利率环境可维持至今年中的看法
不变。我们继续预期美国 GDP 将有 2.7% 的稳健增长，加
上亚洲区的经济基调维持良好，整体趋势有利风险资产。
投资者适宜保持投资，混合股债优势特质（债券分析详情可
参阅《债券》章节），谨慎部署，减低投资组合价值被蚕食的
风险，为财富增值。

尽管减息时间表未明，亚洲区资产尤其不容忽视，因为减
息周期和双赤字将扭转美元强势，利好亚洲。东亚联丰投
资团队相信印度和印尼两国经济表现将会强劲。受惠人口
结构的板块包括有健康和基础建设，至于消费、银行和工
业等股份，均可被看高一线。此外，团队也看好日本、台
湾和南韩等地的科技股，主因该类股份料能受益于人工智
能的结构性增长趋势和科技板块周期性复甦。

东亚联丰投资团队

科技板块继续于亚洲推进 南韩和台湾科技股现
复甦机会
科技行业的结构性和周期性增长空间庞大。东亚联丰投资
团队看好日本、台湾、南韩、美国的科技股，当中尤为看
好台湾。半导体行业刚刚开始复甦，历史数据显示，相关
股份的上升趋势将可持续 6 至 8 个季度。我们特别留意从事
后 周 期 业 务 的 企 业， 例 如 ABF 载 板（ABF Substrates）、
原始晶圆（Raw Wafers）和空间技术（Foundry Space）。此
外，数据中心、记忆体、半导体以及人工智能将推动个人
电脑和手机业务的发展，有利该类股份的库存触底反弹。
另一方面，科技公司对人工智能晶片的需求将不断增加。
同时，国家之间的竞争将推动人工智能在未来多年持续发
展，在这范畴领先的企业和国家，其业务和经济有望以几
何级数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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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东亚联丰投资、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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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印尼具结构性增长潜力
印度和印尼的经济正处于结构性增长阶段。两国政府大力
投资基建，加上当地劳动人口不断增加，利好当地的消费
及服务业前景，包括食品饮料、汽车、酒店以及医疗保健
等。除此之外，受汽车、房屋和基建等相关借贷带动，东
亚联丰投资团队也看好当地的银行、个人融资和保险股的
前景。

印度总理莫迪大力推行经济改革，例如降低企业税，以及
增加公路、再生能源产能和铁路等基建投资，预期当地的
工业股和原材料股可看高一线。印尼的金属股和材料股也
料会备受投资者青睐。印尼拥有全球最大镍存量，镍是制
造 电 动 车 电 池 的 原 料。 由 于 当 地 政 府 在 2019 年 禁 止 镍 出
口，促使外国电池制造商纷纷在印尼设厂，因而吸引到大
量外资和推动行业发展。

印 度 和 印 尼 今 年 均 会 举 行 大 选。 印 度 总 理 莫 迪 的 执 政 党
现 时 正 在 领 先， 有 利 乐 观 的 投 资 气 氛 持 续。 印 尼 总 统 选
举 在 2 月 中 已 经 进 行， 现 任 国 防 部 长 普 拉 博 沃（Prabowo 

Subianto）当选下任总统，而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的长子吉
布兰（Gibran Rakabuming）将会成为副总统。市场相信目
前印尼的经济相关政策将得以延续，料对当地经济续有正
面发展。

本章总结：

• 美国减息时间未定，投资者宜保持投资。美元走低预
期将惠及亚洲资产

• 看好股票，尤其是台湾和南韩的科技股

• 结 构 性 增 长 有 助 带 动 印 度 和 印 尼 的 消 费、 金 融、 工 

业股

中国内地经济结构性转型需时，可留意消费和价
值型股份
刚过去的两会，中国政府所定下的 2024 年经济增长和赤字
率等目标均与 2023 年相若，因此市场预计当局须推出更有
力的措施，方能达成相关经济目标。中国近期的救市措施
一直备受关注，包括“国家队”连番入市稳定投资者信心，
以及人民银行大幅降低 5 年期贷款利率 0.25%，远超市场预
期的 0.1%。迄今，中国经济仍处于结构性调整阶段，当局
维持“渐进式政策”方针，以控制经济下行风险，惟预期经
济仍需时复甦。虽然现时中国经济前景不明朗影响到民众
消费意欲，但在消费降级的环境下，一些龙头消费股反而
更具投资价值。此外，中国价值型高息股，例如能源和公
用事业的基本面稳健，也受到东亚联丰投资团队青睐。其
中，能源股更可对冲地缘政治风险。

市场虽然存在不明朗因素，例如减息时间、中国经济复甦
步 伐 和 地 缘 局 势 变 化 等， 但 通 胀 降 温 将 有 助 风 险 资 产 表
现。当减息出现时，美元强势将会逆转，将成为利好亚洲
资产的催化剂。因此，投资者须保持投资，并利用亚洲独
有的低通胀及经济增长条件，部署在科技等具结构性增长
及发展潜力的板块，为降息趋势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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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新局
东亚银行财富管理处高级投资策略师 | 黄燕娥

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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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银行财富管理处高级投资策略师 黄燕娥美汇指数

美联储对经济增长具信心，通胀回升无碍减息计划

美汇指数 1 年走势图

美汇指数第 2 季预计波幅范围 101.00 至 106.00

美国主要经济数据表现 时段 数值（%）

国内生产总值（GDP） 2023 年第 4 季 3.4（按年）

失业率 2024 年 2 月 3.9

零售销售 2024 年 2 月 1.5（按年）

消费物价指数（CPI） 2024 年 2 月 3.2（按年）

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市场认为美联储于减息的跑道上或落后于其他央行
美联储于今年 3 月的议息会议中维持利率不变，从最新的
点阵图中可见，美联储委员们的今年底预测利率中位数为
4.6 厘，预期今年及明年均分别减息 3 次，每次 25 个基点，
政策利率在 2025 年底将降至 3.9% 水平，有关利率预测一
度推低美元。不过，随着瑞士央行出乎意料地下调政策利
率，成为第 1 个放宽货币政策的主要央行，加上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多次确认美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健增长，令市场认
为美联储或不急于减息，且有机会在减息跑道上落后于其
他央行。因此，在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及续受助于
利差优势下，美汇指数重上 104 水平。我们认为美联储暂
未落实首次减息日期，而未来减息步伐仍将取决于美国最
新的经济数据表现。

通胀纵再回升，亦不影响美联储年内减息决心  
由于汽油价格和住屋成本上升，导致美国最新的通胀率意
外回升。当地基础通胀率连续两个月超出预期，今年 2 月整
体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增 3.2%，为 2023 年 12 月以来新高。
反映物价基本趋势的核心通胀率按年增长虽从今年 1 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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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降至 2 月的 3.8%，但仍高于市场预期的 3.7%。另一方
面，鲍威尔在之前的国会听证会中表示，虽然未有把握通
胀会持续下跌，但相信物价压力会持续纾缓。他亦表示通
胀虽仍具黏性，但对短期采取减息的行动更具信心。美联
储仍未落实今年减息的时间表，但市场预期就算通胀再回
升，幅度亦属轻微，不会影响美联储于年内开始减息决心。

美国消费物价指数（CPI）

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美联储对经济具信心，“软着陆”指日可待  
鲍威尔在今年 3 月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经济陷
入衰退的机会不大，并在同月的议息会议中上调了经济增
长预测。美联储对今年度的经济增长预估由原先的 1.4% 大
幅上调至 2.1%，进一步确认经济将继续健康增长。从经济
角度考虑，美国经济增长相对稳健，且失业率处于自然失
业率范围内，加上通胀升幅可控，我们预期美国经济“软着
陆”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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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银行财富管理处高级投资策略师 黄燕娥欧元兑美元

欧央行视工资走势为减息关键，料随美联储减息机会大

欧元兑美元 1年走势图

欧元兑美元第 2 季预计波幅范围 1.0600 至 1.1100

欧元区主要经济数据表现 时段 数值（%）

国内生产总值（GDP） 2023 年第 4 季 0.1（按年）

失业率 2024 年 1 月 6.4

零售销售 2024 年 1 月 -1（按年）

调和消费物价指数（HICP） 2024 年 2 月 2.6（按年）

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物价及工资增长皆放缓，但通胀回落水平仍待达标 
欧 元 区 今 年 2 月 的 调 和 消 费 物 价 指 数（HICP）按 年 涨 幅 从
2023 年 12 月 的 2.9% 降 至 2.6%， 逐 步 回 落 至 欧 洲 央 行 2%

的目标通胀水平。服务业通胀率则持稳在 4.0%，数据表明
该区通胀压力依然存在，尤其是来自工资上涨的压力。虽
然欧元区 2023 年第 4 季的工资增长已见放缓，通胀有见顶
迹象，但欧央行总裁拉加德仍多次表示，虽然物价压力减
且工资增长温和，但仍须继续观察通胀率能否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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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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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央行或于 6 月启动减息，须视乎工资走势  
欧央行在今年 3 月将指标利率维持在纪录高位，并称该区物
价压力正进一步放缓，加上数据显示经济转弱，委员们已
正为首次减息作准备，前提是须观察更多经济指标，尤其
是工资走势。拉加德暗示，欧央行最快于 6 月的议息会议上
考虑减息，因届时已有该区第 1 季的工资数据作参考。若然
未来数个月欧元区的经济数据表现欠佳，或促使欧央行在
6 月时启动减息行动。整体而言，我们预期欧元区短期的减
息步伐会跟随美联储的减息时间表。

欧元区经济徘徊衰退边缘，欧央行有更大理据减息
作为欧元区最大经济体的德国，其经济已出现萎缩，但整
体欧元区经济暂能避开技术性衰退，惟该区的经济动力疲
弱。 欧 元 区 2023 年 第 4 季 的 GDP 按 年 增 长 0.1%， 此 前 对
上 1 季则是按年零增长。若欧元区经济之后陷入技术性衰
退，料届时欧央行有减息的急切性。

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季度表现

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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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通胀率（左）       GDP（右）

英镑兑美元

英国经济与通胀齐向下，减息大门已开

英镑兑美元 1年走势图

英镑兑美元第 2 季预计波幅范围 1.2400 至 1.2900

英国主要经济数据表现 时段 数值（%）

国内生产总值（GDP） 2023 第 4 季 -0.2（按年）

失业率 2024 年 1 月 3.9

零售销售 2024 年 2 月 -0.4（按年）

消费物价指数（CPI） 2024 年 2 月 3.4（按年）

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英伦银行已排除再次加息的可能性  
英伦银行在今年 2 月的议息会议中，把利率维持在近 16 年
来高位的5.25%，并在政策声明中舍弃了若通胀压力持续将
须进一步推行紧缩货币政策的警告，这反映了该央行已放
下通胀持续走高的心头大石，兼打开减息大门。不过，英
伦银行行长贝利及多位货币政策委员会（MPC）成员及后均
表示，他们正在寻找更多通胀风险减弱的证据。英伦银行
副总裁布罗德班特高亦曾称通胀压力仍大，今年虽有机会
减息，但须取决于经济情况。由央行官员的言论中可见，
英国对何时减息仍未有腹稿，但已排除了再次加息的可能。

英国通胀压力缓和，年内减息机会增  
英 伦 银 行 的 官 员 曾 多 次 表 示， 短 期 货 币 政 策 走 向 将 取 决
于经济表现。英国今年 1 月的 CPI 按年增长 4.0%，增幅与
2023 年 12 月一样，通胀出现纾缓迹象令市场感到意外。撇
除波动较大的食品、能源、烟酒价格的核心通胀率，亦维
持在 5.1%。同时，英国在 2023 年最后 3 个月的薪资水平按
年增长 6.2%，增速为 1 年多以来最慢，料有助减轻通胀压
力。由于通胀情况有明显改善，加大了市场对英伦银行今
年降息的预期。可是，目前的通胀水平始终未达到该央行
订立的目标，料短期实施进取减息的机会很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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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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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正陷衰退，料短期或见底
经 济 表 现 方 面， 英 国 GDP 在 截 至 2023 年 12 月 的 3 个 月 萎
缩 0.3%，计及 2023 年第３季度倒退 0.1%，连续两个季度
下跌已符合陷入技术性衰退的定义。经济疲弱令英伦银行
难以继续加息，同时亦令市场相信该央行将会开始考虑减
息。从经济角度上看，英伦银行于年内减息的机会正在增
加，但减息的时间须视乎经济情况。在通胀压力纾缓和经
济衰退的环境下，我们预期英伦银行将很大机会与其他央
行一样，待美联储启动减息后，便会跟随减息。 

英国整体通胀率及GDP按季初值

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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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政策，短期持续加息机会微

美元兑日圆 1年走势图

美元兑日圆第 2 季预计波幅范围 146.00 至 153.00

日本主要经济数据表现 时段 数值（%）

国内生产总值（GDP） 2023 年第 4 季
（初值）

-0.4 
（按季年率）

失业率 2024 年 2 月 2.6

零售销售 2024 年 2 月 4.6（按年）

消费物价指数（CPI） 2024 年 2 月 2.8（按年）

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政策，但日圆不升反跌 
日本央行于今年 3 月的议息会议中落实加息，为 17 年来首
次，并取消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该央行宣布结束
持 续 了 8 年 之 久 的 负 利 率 政 策， 将 隔 夜 拆 款 利 率 上 调 至 0

至 0.1% 区间。这表明日本央行将缓慢但稳步地走向货币政
策正常化，但日圆不升反跌，美元兑日圆更升破 151 水平。
这是因为市场此前已消化日本央行改变货币政策方向的预
期，且日本和美国的利差短期来说依然明显，加上在议息
两周前美元兑日圆曾跌至 146 附近水平，相信部分投资者已
于该水平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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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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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央行行长称将继续以超宽松货币政策支持经济 
日本央行坚决主张强劲的工资增长是宽松政策退场的先决
条件，因此在今年强劲“春斗”工资谈判结果下，最终令央
行一如预期般于 3 月结束维持多年的负利率政策。虽然涨
薪幅度理想，但因当地通胀主要是受日圆贬值而带动的输
入性通胀，令中长线通胀升幅受到限制，因而减低央行持
续加息的动力。同时，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男于议息会议
后表示，虽对通胀增长势头抱有信心，但仍将继续实行超
宽 松 货 币 政 策 支 持 经 济。 另 外， 日 本 在 2023 年 第 4 季 的
GDP 初值按季年率意外下跌 0.4%，而前一季的经济亦萎缩
3.3%，这表示日本经济已陷入技术性衰退。在经济疲弱的
环境下，将阻碍央行之后加息的决定。因此，日本目前的
经济仍欠强大基础，预期日本央行于年内持续加息的空间
有限。

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季度表现（初值）

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若美联储提前减息，将有助收窄美日息差 
美联储已于今年 3 月的议息会议中表示年内即将降息，而明
年也有持续降息的部署。鉴于日本央行目前继续加息的动
力有限，美国与日本短期的息差走势将取决于美联储何时
开始减息及有关的减息幅度。即若美国联储局愈早减息，
将有望收窄美日息差，从而有助日圆的整体走势。因此，
投资者投资日圆时，亦须留意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等被动
因素。

23年第4季19年第4季 20年第4季 21年第4季 22年第4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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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央行或较迟减息，助巩固澳元息差优势

23年5月23年3月 24年1月 24年3月23年11月23年9月23年7月

澳元兑美元 1年走势图

澳元兑美元第 2 季预计波幅范围 0.6400 至 0.6900

澳洲主要经济数据表现 时段 数值（%）

国内生产总值（GDP） 2023 年第 4 季 1.5（按季年率）

失业率 2024 年 2 月 3.7

零售销售 2024 年 1 月 1.1（按月）

消费物价指数（CPI） 2023 年第 4 季 4.1（按年）

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澳洲通胀回落，但薪资续升  
澳 洲 在 2023 年 第 4 季 的 按 年 通 胀 率 进 一 步 下 跌 至 4.1%，
为两年新低。消费物价指数升幅放缓程度超过预期，令市
场预期澳洲央行有机会提早减息。然而，当地同期的薪资
价格指数按年增幅由前一季度的 4.0% 升至 4.2%，不单升
势持续，还是自 2009 年初以来录得最大增幅。数据反映澳
洲整体物价虽见回落，但支撑通胀率上升的工资物价指数
仍在走高。因此，我们预期澳洲的通胀在短期回落速度较
慢，因而减低澳洲央行短时间内减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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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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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央行若延迟减息，有助巩固息差优势 
随着通胀回落和劳动力市场降温的速度较预期快，澳洲央
行未有再加息，并在今年 2 月把政策利率维持于 4.35% 的水
平不变。根据议息会议记录，该央行认为须更多时间确认
通胀率持续下降，才会排除加息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市
场倾向相信澳洲央行加息行动已经完结，并有机会跟随美
联储在年内减息。不过，由于澳洲通胀率仍处较高水平，
澳洲央行首次减息的时间或会较迟。利率期货市场价格反
映，当地最快在今年 8 月才有较大机会开始减息，其时包括
美联储等环球其他主要央行或已开展减息周期。若澳洲央
行较其他央行迟减息，将能巩固澳元目前的息差优势，有
利澳元短线及中线表现。
 

中国经济逐步复甦助澳元可看高一线 
近期中国公布的经济数据虽好坏参半，但整体而言经济正
逐步复甦。由于澳洲和中国的经济具较高关联性，故中国
经济表现是左右澳元短期走势的主要因素之一。假如中国
经济能进一步回暖，将有助刺激澳洲国内经济活动及当地
铁矿石出口价格，令澳元可较其他非美货币看高一线。

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澳元兑美元

20年第4季 21年第4季19年第4季 23年第4季22年第4季

澳洲薪资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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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西兰通胀回落但仍处高位，或拖迟央行减息决定

纽元兑美元 1年走势图

纽元兑美元第 2 季预计波幅范围 0.5800 至 0.6300

纽西兰主要经济数据表现 时段 数值（%）

国内生产总值（GDP） 2023 年第 4 季 -0.3（按年）

失业率 2023 年第 4 季 4.0

零售销售 2023 年第 4 季 -4.1（按年）

消费物价指数（CPI） 2023 年第 4 季 4.7（按年）

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纽西兰央行否决了市场对加息的预期
纽西兰央行于今年 2 月的议息会议中，维持官方隔夜拆款利
率 (OCR)5.5% 不 变， 并 预 测 OCR 峰 值 由 之 前 的 5.7% 下 调
至 5.6%。这行动意味纽央行进一步加息的机会骤减，并暗
示利率周期已经见顶。同时，纽央行也出乎意料下调利率
预测峰值，令市场认为纽西兰再加息的机会很微。在此之
前，市场预期纽央行仍有机会上调目前 5.5% 的现金利率，
但当该央行进行了上述的鸽派行动后，令纽元及纽西兰债
息下挫。纽央行以行动否定了市场对加息的预期，我们预
期纽西兰最快或要到今年第 3 季约 8 月时，才会开始降低基
本借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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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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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略回惟仍处高位，或拖迟纽央行减息
纽西兰的 CPI 在 2023 年第 4 季按年上涨 4.7%，为逾两年以
来低位，亦较第 3 季的年度通涨率 5.6%，下降 0.9 个百分
点。当地物价在2022年第2季开始从7.35% 峰值持续回落，
但现水平仍高于央行 1 至 3% 的目标区间。纽西兰央行行长
奥尔亦多次重申，现时 4.7% 的通胀率仍然很高，令该行须
将利率维持于目前的高水平。纽西兰的通胀水平高于其他
主要国家，因此我们预期纽央行将在今年较后时间才能落
实减息，息差优势料将有利纽元短线表现。

纽元于减息周期之初料仍具息差优势  
目前来看，纽西兰央行跟各大央行的货币政策方向一致，
下 一 步 的 行 动 很 大 机 会 是 减 息。 纽 西 兰 目 前 5.5% 的 利 率
水平属较高水平，若各大央行同步开始减息且减幅相若，
纽元在减息周期的前段时间将能保持一定的息差优势。再
者，由于当地的通胀率较高，纽央行或不急于减息。从息
差角度来看，纽元于减息周期的初期仍将受惠其较高息的
息差优势。

纽西兰官方现金利率

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纽元兑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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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回落至央行目标范围，年内减息机会大

美元兑加元 1年走势图

美元兑加元第 2 季预计波幅范围 1.3300 至 1.3800

加拿大主要经济数据表现 时段 数值（%）

国内生产总值（GDP） 2023 年第 4 季 1（按季年率）

失业率 2024 年 2 月 5.8

零售销售 2024 年 1 月 -0.3（按月）

消费物价指数（CPI） 2024 年 2 月 2.8（按年）

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通胀水平达标成为央行减息的理由  
加拿大今年 2 月的 CPI 按年上涨 2.8%，较 2023 年 12 月上涨
3.4% 和今年 1 月上涨 2.9%，有所回落。而今年 1 月的通胀
率更是当地自 2023 年 6 月以来首次降至央行 1 至 3% 的目标
范围之内。由此可见，加拿大央行的货币紧缩政策已经在
经济上发挥功效，通胀降温料能让当地央行有更大的空间
考虑减息。若然当地通胀随环球通胀进一步降温，加拿大
央行或于今年下半年展开宽松货币政策周期。   

加拿大整体通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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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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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央行称现考虑减息属过早，料将随美联储减息
加拿大通胀明显降温，令市场相信加拿大央行不用再以紧
缩货币政策来应对通胀，并转为关注加拿大将何时减息。
不过，加央行在今年 3 月的议息会议中维持利率于 5% 峰值
不变，且表示因核心通胀仍居高不下，故现时考虑减息仍
言之过早。虽然加央行未有明确的减息时间表，但当地通
胀率已回落至央行的目标水平，相信加拿大在年内跟随美
联储减息的机会很高。
 

需求不足前题下，油价料继续区间波动
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OPEC+）在年初扩大石油减产规
模，惟受累于环球经济有放缓迹象，油价未有因供应量减
少而上升。我们预期今年环球经济仍面临萎缩的压力，石
油需求维持疲弱，即使 OPEC+ 进一步减少石油供应，在需
求不足下，油价短期只能维持区间波动，缺乏明确方向。
我们预料纽约期油将于每桶 70 至 80 美元的范围内上落，对
加元整体走势的刺激不大。

20年2月19年2月 23年2月 24年2月

3%

22年2月21年2月

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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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I       央行目标通胀率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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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银行财富管理处高级投资策略师 黄燕娥美元兑离岸人民币

人行宽松周期未完，人民币短期料于区间波动持稳

美元兑人民币 1年走势图

美元兑人民币第 2 季预计波幅范围 7.1500 至 7.3000

中国主要经济数据表现 时段 数值（%）

国内生产总值（GDP） 2023 年第 4 季 5.2（按年）

失业率 2024 年 2 月 5.3

零售销售 2024 年 2 月 5.5（按年）

消费物价指数（CPI） 2024 年 2 月 0.7（按年）

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调降 5 年 LPR 助楼市，料宽松周期未完 
人民银行于今年 2 月对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进行了非
对 称 降 息，1 年 期 的 利 率 因 银 行 净 息 差 以 及 汇 率 压 力 而 持
稳， 但 5 年 期 以 上 LPR 在 事 隔 8 个 月 后 再 调 低， 且 幅 度 为
创纪录的 25 个基点，这个降息行动释放了内地政府全力挺
楼市的政策信号。人行行长潘功胜亦曾表示，中国货币政
策工具箱依然丰富，货币政策仍有发挥空间，而目前中国
银行业的存款准备金率平均以 7% 为基础，后续依然有降准
的空间。因此，我们预期央行为了支持经济速率，将继续
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年内降准及减息等的希望仍然存
在，且宽松政策的周期并未完结。

中国经济仍处于改善过程，人民币料区间波动 
中 国 经 济 于 2023 年 年 尾 见 底 回 升 后， 经 济 数 据 表 现 仍 在
改善中，未见大幅度跃进，令市场仍在期待内地经济复甦
的 更 多 证 据。 中 国 今 年 2 月 的 生 产 物 价 指 数（PPI）按 年 跌
2.7%，虽略好过市场预期，惟未有太大起色；同期 CPI 按
年虽重回正数，但持续性仍有待观察。因此从生产物价层
面看，中国经济要短期摆脱通缩仍有难度。另外，中国财

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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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2 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降至三个月低点 52.5，
虽然数据仍在扩张区间，但有关增长动力势头减弱。由此
可见，当地服务业重现收缩情况，料企业对未来一年的经
营信心继续减弱。因此，预期人民币汇率在国内经济进一
步改善之前，将维持双向波动的格局。

中国生产物价指数（PPI）及消费物价指数（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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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路透社，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若美联储于下半年开始减息，有助收窄中美息差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于今年 3 月的议息会议表示，预计将于今
年及明年分别降息 3 次，并对经济前景表示乐观。市场估
计美联储将于下半年开始持续降息。虽然预期人民银行短
期将维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若美国开始一如预期般减
息，将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这有望收窄中美息差，
间接令人民币受惠，增强人民币汇价走势。

24年2月23年2月22年2月21年2月20年2月

 生產者物價指數（PPI）       消費物價指數（CPI）

本章总结：

• 美联储对经济增长具信心，即使通胀再度回升亦不影
响年内减息的决心

• 日本央行启动加息，料短期将继续推行超宽松货币政
策以支持当地经济

• 英国经济虽已踏入衰退，但只属浅层衰退，预期当地
通胀压力缓和将增加央行年内减息的机会 

• 预期澳洲央行将较其他央行迟减息，有助巩固澳元息
差优势，有利澳元表现

23年5月23年3月 24年1月 24年3月23年11月23年9月23年7月

按
年

變
動（

%
）



东亚银行  | 东亚睿智 |  2024年第二季 债券

春寒料峭
东亚银行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 | 李振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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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银行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 李振豪

春寒料峭
政策忽悠时应有序提升组合的存续期及高评级企业债比例

上 季 标 题 是《等 待 黎 明》， 暗 喻 美 联 储 终 于 放 弃 加 息 并 开
始 阐 述 减 息 意 向。 投 资 者 等 待 多 时 的 黎 明 有 可 能 出 现，
但减息条件仍然不足，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 

2023 年债券市场出现各种极端现象后，资金早已为利率逆
转暗作部署。我们上季再次成功预测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
率的波动区间，以及“熊式走峭”最后阶段将出现收益率曲
线正常化。金融状态及股债波动率反映投资者应开始减持
国债并增持企业债。高息企债风险仍相当高，只适合能承
受较大风险的投资者。最后按地区分析欧美债市的表现，
发现当酝酿减息之时，地区性分析的结果较为可靠。上季
整体预测大致与今天结果相若。

本季标题是《春寒料峭》。利率拐点将至未至，仿如置身初
春异常寒冷的天气，但同时要小心乍暖还寒。美联储政策
忽悠投资市场，不论债券发行人及投资者都已洞悉玩法，
自行作出部署。经济环境及风险规避都预兆减息将至，但
不 宜 过 度 憧 憬 减 息 幅 度， 幅 度 料 较 市 场 各 方 预 期 更 为 温
和，减息过程亦偏向颠簸，绝非一路顺风。本季美国国债
收益率预期波动区间将较上季有轻微下调，但其下跌趋势
不会逆转，尽早锁定较高息率的债券投资部署较为可取。
在利差有序收窄大前提下，投资者应增持企债，同时以杠
铃策略平衡及有序提升债券组合的存续期。至于减息后将
如何作出部署？暂仍属后话。

市场动态：政策忽悠但资金早已谋动
美联储何时宣布第 1 次减息？这是全球投资者心中的疑问，
当然今天没有答案，相信就算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亦没有答
案。由 2023 年 7 月至今，美国联邦利率上限维持在 5.5%，
而各地主要官方利率也亦步亦趋地走高，全球流动性偏紧
的问题正逐步浮现。由欧美地方银行压力到商业房地产市
场摇摇欲坠，由非必需消费呈转弱迹象到投资市场走向极
化，不得不令各大央行思考维持高利率的必要性。其中，
鲍威尔重申在今年某个时间开始减息是合适的做法；欧央
行已表态好大可能在今年 6 月首次减息 1；而英伦银行行长
贝利表示有信心年内首次减息 2。虽然极少数美联储委员及
市场参与者建议维持现时的利率水平，甚至乎应考虑再加
息，但相关的建议未成气候。

中国人民银行早前下调 5 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25

点子，幅度是历来最大。另一边厢，日本央行在今年 3 月已
经取消自 2016 年以来实施的负利率政策和孳息曲线控制政
策，但此举只属该国自身考虑，故在此不作详细分析。以
下讨论都是以减息为基础，并以环球宏观经济而非仅从美
国经济作考量。

流动性数据反映无减息迫切性
市 场 流 动 性 是 否 过 度 紧 张？根 据 美 国 全 国 商 业 经 济 协 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Economics）今年 2 月
的民意调查显示 3，21% 受访者认为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策

“过于严格”，高于 2023 年 3 和 8 月时 14% 的水平，亦是自
2011 年以来新高。除了近月再有美国地区银行出现财困，
流动性问题也开始蔓延至欧日地区。欧洲出现房地产发展
商、零售商、商场及百货营运商等巨企相继宣布破产 4，日
本企业破产数目连续两年上升，升幅创 31 年新高，去年增
幅较前 1 年多超过 3 成 5。

民 间 对 经 济 前 景 偏 向 悲 观， 但 宏 观 数 据 显 示 的 结 果 却
截 然 不 同。 美 国 金 融 研 究 办 公 室（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OFR）是 根 据《多 德—弗 兰 克 法 案》设 立， 旨 在
协助美国政府透过数据分析，提高政府机构应对金融危机
的能力，并成立预警系统及早发现相关系统性风险。当中

“金融压力指数”（FSI）是透过全球 33 个金融市场的变数，
例如收益率利差、估值指标和利率等，每日衡量金融市场
压力水平，指数低于 0 为压力偏低，反之亦然。截至今年 

3 月 7 日，该数值报负 1.821，明显较自 2000 年起的平均值
约正 0.160 为低，但未低至负 1 个标准差，即约负 4.108 的
水平。指数结果显示，今天因流动性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十
分低，虽未届历年来令人最安心的水平，但至少反映各央
行未有迫切性逆转收紧流动性的做法。

1  见 CNBC 网站，http s://ww w.cnbc.com/2024/03/07/european-central-bank-holds-interest-rates-cuts-inflation-and-growth-forecasts.html
2  见路透社网站，http s://ww w.reuters.com/world/uk/bank-englands-bailey-sees-signs-uk-economy-upturn-2024-02-20/
3  见商业内幕网站，http s://ww w.businessinsider.com/federal-reserve-interest-rates-cut-outlook-recession-risks-us-economy-2024-2
4  见路透社网站，http s://ww w.reuters.com/business/retail-consumer/german-retail-giant-insolvent-wake-signa-collapse-property-

crunch-2024-01-09/
5  见日本时报网站，http s://ww w.japantimes.co.jp/business/2024/01/15/business-failures-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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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金融研究办公室，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7 日

再观察衡量各地金融稳定性的“金融状态指数”，0（彭博指
数）或 100（高盛指数）以上代表流动性充裕，反之亦然。截
至今年 3 月 13 日的过去 3 年数据显示，美国及欧元区的金融
状态指数差不多重返 2021 年疫情时的水平，较 2022 年低
潮时明显改善。指数反映在极端风险考量上，欧美央行并
无放宽流动性的迫切性，反而应有序把资金引流至企业，
而非扣押在银行体系，窒碍资金的增长动力。

不过，日本的金融状况却令人担忧，其金融状态指数持续 

3 年下跌，反映就算多年来实施量宽及负利率政策，本土流
动性问题依旧未有改善。当中主因之一为当地实施的负利
率政策，把私人市场资金迫出本土金融体系，庞大的套息
交易导致当地企业贷款困难，违背了政策初衷。日央行已
取消负利率政策，从本土流动性角度上来看，是具有必要
性，但此举将会冲击套息交易的受惠者。

6  见美国证券业暨金融市场协会网站，http s://ww w.sifma.org/resources/research/us-corporate-bonds-statistics/
7  见惠誉评级网站，http s://ww w.fitchratings.com/research/corporate-finance/us-investment-grade-bond-market-monitorsemi-

annual-update-16-02-2024

 平均值       +1 个标准差       -1 个标准差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3 日

债券供需双方正为减息而谋动  

虽然减息只闻楼梯响，但各市场参与者已开始为减息作准
备。市场气氛转趋乐观下，企业趁机大量举债。根据美国
证券业暨金融市场协会（SIFMA）提供截至今年 2 月的数据
显示 6，首两个月美国企业债券发行量达 4,547 亿（美元，
下同），按年增长 31.1%。单计 2 月有近 2,300 亿，是近 1 年
最高水平，当中投资评级类别占超过 85%。美国企业债市
场每日交易量达 536 亿，年增 13.6%；未偿还债券金额（截
至 2023 年第 4 季）近 10.8 万亿，年增 3.0%。

上述结果与评级机构惠誉的估算不谋而合。根据惠誉在今
年 2 月发表的报告显示 7，近 5.6 万亿的美国投资级别债券
中， 有 7,590 亿 美 元（即 14%）将 在 今、 明 两 年 到 期， 今 年
约有 3,320 亿，而明年则约 4,270 亿。尽管美联储利率政策
存在不确定性，但料上述大部分企债将会再融资，为今年
投资级别债券市场提供大量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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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供应亦须强劲需求配合
基金投资者则以回报为风向标。参考美国投资公司协会提
供的美国注册长期基金及交易所买卖基金（ETF）的资金流
数据，截至今年 3 月 12 日，债券类别基金在过去 3 个月持
续录得净流入，尤其是 1 及 2 月总额，更高过所有基金类别
的总和，反映在美股走势报捷时，长线及被动资金其实已
转场至债券市场。债券类别基金在过去 3 个月流入总计约 

1,131 亿（美 元， 下 同）， 较 所 有 类 别 总 和 约 979 亿 高 近
16%。在债券基金中，资金绝大部分流入以企业债券为主的
应课税债券类，同期总值占近 92%，最夸张是在 2 月，应
课税债券基金较地方债券基金的净流入高出近 17 倍，反映
在减息憧憬下，资金寻找可靠而收益偏高的资产。

美国注册长期基金及 ETF按月资金流量

利率预测：不宜过于憧憬  
由经济预测数据推测未来美联储利率政策，详情可参阅《宏
观经济》章节。以下是以投资市场角度作分析。传统上减息
有利债市，但首次减息时间点、幅度、走势变化，均影响
投资部署，尤其是中长线资金的投资组合配置。

首次减息时间点预测：近在咫尺
市场一般透过国内生产总值（GDP）或消费物价指数（CPI）
来预测首次减息的时间，上季已分析历年出现加息周期转
为减息周期的拐点，大多与经济下滑有关，而非今天美联
储委员们高举的通胀幌子。详细分析可参阅上季《债券》章
节，在此不再赘述。本季尝试利用财资市场及历史数据，
推敲首次减息的时间点。

财资市场变化是对利率走势较敏锐的指标。参考过去 6 个
月对利率走势非常敏感的有抵押隔夜融资利率（SOFR），通
过 30 及 90 天平均值作分析，以减低每日波动的影响，并
比较两者走势。结果显示，90 天平均值在今年 1 月 29 日达
峰，报 5.36146，其后便见回落，反映财资市场对维持高利
率的中线观点开始有所转变。30 天平均值更早在 1 月 4 日报
5.34835 见顶后急挫，显示短线资金认为减息已无悬念。
上述两项数据达到峰值于时间上相差约 25 天，反映资金在
近月才对高息环境继续维持的观点有所转变。同时，两项
数据见顶皆出现在美联储于今年 1 月 31 日议息日之前，反映
市场认为今年将会减息的看法早在议息结果之前已有，意
味美联储委员的言论或美国的经济数据，其实都没有影响
财资市场对年内启动减息的预测。

美元SOFR利率平均值 — 30及 90天

23年9月 23年10月 24年1月23年11月 24年2月23年12月 24年3月

 30 天平均值       90 天平均值

5.20

5.25

5.40

5.35

5.30%

5.35345%

5.31864%

8 见 EPFR 网站，http s://epfr.com/insights/global-navigator/what-price-peace-and-interest-rate-cuts-bond-fund-flows-equity-fund-

flows-money-market-fund-flows-esg-fund-flows-investor-sentiment-financial-markets-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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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课税债券      地方债券      所有类别总额      债券类总额

23年12月

88.0

350.7

24年2月

384.0

494.1

24年1月

244.7

548.7

资料来源：美国投资公司协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2 日

EPFR 是专门提供投资基金的资金流动及全球金融机构资产
配置的数据供应商。参考 EPFR 今年2月公布的报告显示 8，
资金正不断流入其追踪的债券基金，连续 4 周共吸纳超过
100 亿美元，当中以美国债券基金吸资最多。全球和欧洲债
券基金分别录得连续 16 和 17 周净流入，亚太债券基金录得
自 2023 年 10 月初以来的最大单周资金流入，加拿大债券基
金的资金流入量亦创 12 周新高。新兴市场债券基金数据恰
好相反，年内第 7 次录得净流出。全球新兴市场债券基金亦
连续第 3 次净流出。

按债券类别统计，高收益债券基金和市政债券基金均连续
8 周录得净流入，可换股债券基金则连续 8 周流出，折射投
资者正在减持股票相关的持仓。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欧
洲企业债券基金录得自2023年第4季以来的最大单周流出。

整体而言，资金正大举流入债券基金，当中以高评级的成
熟国家债市较受追捧。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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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眼前利率变化，亦可参考历年美联储利率上操作。剔
除 2023 年数据，过去 50 年曾出现过 11 次利率见顶后持续
减息超过 3 次以上的案例，并找出当时利率见顶至及后第 

1 次减息间相差的月数，结果如下：

年份 利率见顶
维持月数

年份 利率见顶
维持月数

1974 4 1991 3

1980 0 1998 17

1982 0 2001 7

1984 1 2007 14

1985 0 2019 6

1990 2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4 日

整 体 平 均 值 为 4.6 个 月， 维 持 超 过 1 年 不 减 息 的 案 例 只 有
1998 及 2007 年，及后市场便出现全球金融危机。截至今年
3 月 13 日，利率达峰后不变的情况暂已维持了 8 个月，并有
机会进一步持续。利率不变长达 8 个月时间，除远高于平均
值外，等待减息的时间是历年第 3 长，隐约释出金融或现危
机的讯息。

若 纯 粹 统 计 利 率 不 变 的 月 数， 再 以 累 计 频 率 表 达。 发 现
过 去 50 年 间， 利 率 不 变 的 总 月 数 为 105 个 月， 平 均 值 为 

4.16 个月。利率不变大多只维持 1 及 2 个月，各出现次数分
别是 38 及 27 次，占总数约 62%。其余月数出现频率明显减
少，利率持续 8 个月或以上不变的情况普遍只出现过 1 次，
当中维持不变的最长月数出现在 2009 年，达 83 个月，次
席是 2020 年时录得 23 个月。撇除极端数值影响，较有参
考性应是累计中位数，约为 1.4 个月。

不 论 以 利 率 周 期、 维 持 不 变 之 平 均 月 数 或 累 计 中 位 数 来
看，今天利率维持 8 个月不变的做法实属少见，故短期内出
现第 1 次减息实在不足为奇。

利率维持不变之月数及其出现频率 *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2 日
* 撇除 2009 年的极端数值

幅度预测：点阵图的悖论 

利率点阵图是根据美联储全部委员对年度目标利率所作出
的投票，并以中位数表达委员们对该年利率的预期。今年 

3 月最新的点阵图显示，今年利率中位数是 4.625%，较截
至 3 月 22 日联邦利率上限 5.5%，相差 0.875%，暗示今年
美联储将开始减息。如以 25 点子为 1 次计算，市场普遍预
期年内将减息 3 次，共 75 点子。

可是，点阵图预示的利率水平经常与最终年内利率变化有
明显落差。不单加大了市场的投资风险，亦令私人市场中
商业、置业及消费等参与者无所适从。

究竟点阵图预示的利率有多不准确？抽出由本届美联储主
席鲍威尔自 2018 年就任至 2023 年第 4 季期间，每季点阵图
的中位数与当时联邦利率比较。结果显示，全数 24 个季度
都出现差距，反映中位数没有 1 次准确反映实际利率水平。
平均值及标准差分别为 0.16 及 0.51%，两者相差近 3 倍，反
映波动偏高。从走势观察，加息时中位数与实际利率差距
较大，最高见 1.63%。反而减息或息口不变时，差距大部分
报负 0.13 至 0.15%，预示当减息时，真正减幅会较中位数预
示的大一点。按此推算，由于今年 3 月最新的点阵图维持不
变，即年内减息可能在 75 至 100 点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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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利率及点阵图中位数与实质利率差距 当然利率变化可以朝夕逆转，但至少在今年 3 月底美联储议
息及修正点阵图之前，财资市场仍然相信减息将至，但不
一定会持续大手减息，与现时市场主流的推测有所不同。

通胀掉期利率及通胀平衡利率（1个月平均值）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4 日

走势预测：颠簸的跌势  

上文利用短息变化预测首次减息的时间点，其实中长期利
率变化也可用作预示受通胀影响下利率的后续走势。截至
今年 3 月 14 日，参考反映偏向中线资金观点的美元通胀掉
期利率走势，显示市场预期未来 3 年内通胀将由约 2.52% 逐
步下降至 2.39%，虽然下跌 13 点子的预测幅度不算进取，
但反映出财资市场已开始为利率下降至少 25 点子作准备。
此外，3 至 15 年期利率反覆向上，15 年期之后又再次下跌，
走势反映未来通胀不会长期徘徊在低位，就算未至于回弹
至早前的高水平，但市场偏向相信通胀会呈起伏不定的走
势，且不会回落至美联储的 2% 通胀目标。

再参考同期偏重于长期资金观点的通胀平衡利率的不同年
期之变化，并以 1 个月平均值来减低每天波动的影响。通胀
平衡利率走势初期同样预期通胀将会下跌，由 2.8% 下降至
2.3%，之后同样呈反覆走势，并会徘徊在 2.27 至 2.36% 之
间。反映长期资金相信通胀在可见将来会降温，但跌幅只
有约 50 点子，也不会达到美联储的目标水平。

%

301 2 3 4 5 6 7 8 9 10 12 15 20 25
年期

 通胀掉期利率（左）       通胀平衡利率（右）

2.35 2.2

2.53 2.9

2.47

2.49
2.7

2.51 2.8

2.37

2.4

2.3
2.39

2.41
2.52.43

2.45 2.6

%

18年12月 19年12月 20年12月 21年12月 22年12月 23年12月

 联邦利率（左）       与中位数差距（右）

0 -0.4

1 0
-0.2

6 1.8

5
1.6
1.4

4
1.2
1.0

3
0.8
0.6

2 0.4
0.2

%

%

5.50%

0.25%

2.50%

1.63%

0.13%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4 日

除了通过财资市场分析，基本经济数据互动都不可或缺。
上季分析减息后的利率走势多受经济情况影响，毕竟维持
GDP 及 CPI 在可控水平是美联储的首要职责。

截至今年 3 月 12 日，参考彭博对今年 4 个季度的美国实质
GDP 增长预测，分别是 2.9、2.6、1.7 及 1.3%，全年高低相
差约 1.6 个百分点。虽然经济不至于衰退，但暗示“软着陆”
将 至。 核 心 个 人 消 费 开 支（Core PCE）同 期 预 测 分 别 是 升
2.6、2.3、2.3 及 2.3%，反映通胀年内将有序下降，但未达
美联储 2% 的目标。以今天美国联邦利率上限 5.5% 推算，
实质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胀）徘徊在 2.9 至 3.2%。历史上
实质利率须与实质经济匹配，过高或过低都不利长期经济
增长。简单而言，如果美国经济并非“硬着陆”，美联储便
没有条件大幅减息。除非出现突发事件，否则美联储也只
能酌量减息。

历年最接近的情境应是 1995 至 2000 年间，当时核心 PCE

由 2.4 降 至 1.0%， 而 实 质 GDP 在 两 年 间 先 由 3.9 跌 至 2.1%

后，再反弹至 4.2%。当时利率有减亦有加，高低波动只有
50 点 子。 直 到 1998 年 出 现 亚 洲 金 融 风 暴， 美 国 利 率 急 挫
70 点子并维持不足 1 年，之后配合美国经济稳步上升及核
心 PCE 反弹，利率才持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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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利率、核心PCE及实质GDP — 1995至 2000年 过去 30 年，实质联邦利率和实质美国 2 年期国债收益率的
差距平均值为负 0.26%，故 2 年期名义收益率应是 5.01%，
相较今年 3 月 14 日时，2 年期名义收益率报 4.66%，暗示年
内2年期国债收益率将下调约35点子，降幅较10年期为低，
意味收益率曲线倒挂情况不会短期内解决。

另外，引用上季分析，过去 50 年各利率周期中，在首次减
息前，美国 10 及 2 年期国债收益率普遍提前下跌，降幅较
联邦利率最终减息幅度多约 43 及 52%。如剔除 1976 年极端
数据，两者比例大约 47 及 51%。参考上文分析，年内预期
减息约 75 点子，10 及 2 年期收益率在今年 3 月 14 日分别报
4.24 及 4.66%，以此推算，10 及 2 年期收益率应报 3.92 及
4.27%，如剔除 1976 年数据，两者应报 3.89 及 4.28%。

其 次， 同 样 引 用 上 季 分 析， 不 论 最 终 减 息 结 果， 历 年 美
国 10 及 2 年期国债收益率在首次减息前平均跌幅为 1.20 及
2.10%，以 10 及 2 年期收益率在今年 3 月 14 日分别报 4.24

及 4.66% 推算，两项收益率的合理值为 3.04 及 2.56%。剔
除 1976 年 极 端 情 况 后， 平 均 跌 幅 为 1.00 及 1.40%，10 及 

2 年期合理收益率则分别为 3.24 及 3.26%。

最后是透过多项式线性回归模型预测两项收益率的理论水
平。数据截至今年3月14日，以过去50年按季数据为基础，
考量风险因子及利用联邦利率、按年 CPI 及按年 GDP 为自
变数（Independent Variable），并以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
率为应变数（Dependent Variable），最后透过 3 项维度矩
阵得出综合预测。各维度包括：

• 以 联 邦 利 率 报 5.5% 为 起 点， 以 每 25 点 子 幅 度 下 降 

至 3.75%；

• 以 按 年 CPI 报 3.0% 为 起 点， 以 每 25 点 子 幅 度 下 降 

至 1.5%；

• 以 按 年 GDP 报 2.5% 为 起 点， 以 每 50 点 子 幅 度 下 降 

至 1.0%。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2 日

综合而言，美联储好大可能在未来数月内启动减息，但幅
度并非市场预期般进取。从历史到财资市场预测，利率走
势多受经济反覆影响而呈现起伏波动，当中不排除会出现
轻微加息，但并非逆转减息趋势。除非有突发的不可抗力
事件，否则通胀将有序下跌，但预期不会回落到美联储 2%

的目标水平。

投资策略：投资级别企债为先 
分析完利率走势后，接下来便是各项收益率预测，包括预
测 波 动 区 间、 走 势 及 债 券 组 合 中 加 权 存 续 期 及 评 级 的 对
应。以下将会逐一分析。

收益率波动区间预测：较上季轻微下调  

上 季 以 不 同 角 度 预 测 美 国 10 年 期 国 债 收 益 率 将 在 3.76 至
4.46% 间 波 动。 截 至 今 年 3 月 14 日， 季 内 高 低 波 幅 分 别
在 3.88 至 4.32%， 与 预 测 区 间 的 上 下 方 差 距 只 有 0.12 及 

0.14 个百分点，预测大致准确。本季沿用相同分析框架，
但会作出微调（详细分析可参阅上季《债券》章节）。

首先是实际利率。以联邦利率及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分别减去美联储作为通胀指标的核心 PCE，得出两者实质
利 率。 现 时 联 邦 利 率 上 限 为 5.5%， 减 去 点 阵 图 预 示 年 内
将 减 息 75 点 子， 再 减 去 彭 博 预 测 未 来 3 季 的 核 心 PCE 为
2.3%，结果显示实质联邦利率应是 2.45%。根据过去 30 年 

数 据， 实 质 联 邦 利 率 和 实 质 美 国 10 年 期 国 债 收 益 率 的 差
距平均值为 1.24%，按此推算，实质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
率 应 为 1.21%， 再 加 上 预 测 PCE 便 是 名 义 利 率， 结 果 应 为
3.51%。与美国 10 年期国债名义收益率在今年 3 月 14 日报
4.24% 比 较， 暗 示 年 内 10 年 期 国 债 收 益 率 将 下 调 约 73 点
子，与上文预期利率降幅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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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10年期国债收益率预测矩阵

按年 CPI（%） 按年 CPI（%）
GDP=2.5% 3.00 2.75 2.50 2.25 2.00 1.75 1.50 GDP=2.0% 3.00 2.75 2.50 2.25 2.00 1.75 1.50

联
邦
利
率

（%）

5.50 4.90 4.92 4.94 4.95 4.97 4.99 5.01 5.50 4.87 4.89 4.91 4.92 4.94 4.96 4.98

5.25 4.75 4.77 4.79 4.80 4.82 4.84 4.86 5.25 4.72 4.74 4.76 4.77 4.79 4.81 4.83

5.00 4.60 4.62 4.64 4.65 4.67 4.69 4.71 5.00 4.57 4.59 4.61 4.62 4.64 4.66 4.68

4.75 4.45 4.47 4.49 4.50 4.52 4.54 4.56 4.75 4.42 4.44 4.46 4.47 4.49 4.51 4.53

4.50 4.30 4.32 4.33 4.35 4.37 4.39 4.41 4.50 4.27 4.29 4.31 4.32 4.34 4.36 4.38

4.25 4.15 4.17 4.18 4.20 4.22 4.24 4.25 4.25 4.12 4.14 4.16 4.17 4.19 4.21 4.23

4.00 4.00 4.02 4.03 4.05 4.07 4.09 4.10 4.00 3.97 3.99 4.00 4.02 4.04 4.06 4.08

3.75 3.85 3.87 3.88 3.90 3.92 3.94 3.95 3.75 3.82 3.84 3.85 3.87 3.89 3.91 3.92

GDP=1.5% 3.00 2.75 2.50 2.25 2.00 1.75 1.50 GDP=1.0% 3.00 2.75 2.50 2.25 2.00 1.75 1.50

联
邦
利
率

（%）

5.50 4.84 4.86 4.88 4.90 4.91 4.93 4.95 5.50 4.81 4.83 4.85 4.87 4.88 4.90 4.92

5.25 4.69 4.71 4.73 4.75 4.76 4.78 4.80 5.25 4.66 4.68 4.70 4.72 4.73 4.75 4.77

5.00 4.54 4.56 4.58 4.59 4.61 4.63 4.65 5.00 4.51 4.53 4.55 4.57 4.58 4.60 4.62

4.75 4.39 4.41 4.43 4.44 4.46 4.48 4.50 4.75 4.36 4.38 4.40 4.42 4.43 4.45 4.47

4.50 4.24 4.26 4.28 4.29 4.31 4.33 4.35 4.50 4.21 4.23 4.25 4.26 4.28 4.30 4.32

4.25 4.09 4.11 4.13 4.14 4.16 4.18 4.20 4.25 4.06 4.08 4.10 4.11 4.13 4.15 4.17

4.00 3.94 3.96 3.98 3.99 4.01 4.03 4.05 4.00 3.91 3.93 3.95 3.96 3.98 4.00 4.02

3.75 3.79 3.81 3.83 3.84 3.86 3.88 3.90 3.75 3.76 3.78 3.80 3.81 3.83 3.85 3.87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4 日

美国 2年期国债收益率预测矩阵

按年 CPI（%） 按年 CPI（%）
GDP=2.5% 3.00 2.75 2.50 2.25 2.00 1.75 1.50 GDP=2.0% 3.00 2.75 2.50 2.25 2.00 1.75 1.50

联
邦
利
率

（%）

5.50 4.33 4.34 4.36 4.37 4.39 4.40 4.42 5.50 4.29 4.31 4.32 4.34 4.35 4.37 4.38

5.25 4.15 4.16 4.18 4.19 4.21 4.22 4.24 5.25 4.11 4.13 4.14 4.16 4.17 4.19 4.20

5.00 3.97 3.98 4.00 4.01 4.03 4.04 4.06 5.00 3.93 3.95 3.96 3.98 3.99 4.01 4.02

4.75 3.79 3.80 3.82 3.83 3.85 3.87 3.88 4.75 3.76 3.77 3.79 3.80 3.82 3.83 3.85

4.50 3.61 3.63 3.64 3.66 3.67 3.69 3.70 4.50 3.58 3.59 3.61 3.62 3.64 3.65 3.67

4.25 3.43 3.45 3.46 3.48 3.49 3.51 3.52 4.25 3.40 3.41 3.43 3.44 3.46 3.47 3.49

4.00 3.25 3.27 3.28 3.30 3.31 3.33 3.34 4.00 3.22 3.23 3.25 3.26 3.28 3.29 3.31

3.75 3.07 3.09 3.10 3.12 3.13 3.15 3.16 3.75 3.04 3.05 3.07 3.08 3.10 3.11 3.13

GDP=1.5% 3.00 2.75 2.50 2.25 2.00 1.75 1.50 GDP=1.0% 3.00 2.75 2.50 2.25 2.00 1.75 1.50

联
邦
利
率

（%）

5.50 4.26 4.27 4.29 4.30 4.32 4.33 4.35 5.50 4.22 4.24 4.25 4.27 4.28 4.30 4.31

5.25 4.08 4.09 4.11 4.12 4.14 4.15 4.17 5.25 4.04 4.06 4.08 4.09 4.11 4.12 4.14

5.00 3.90 3.92 3.93 3.95 3.96 3.98 3.99 5.00 3.87 3.88 3.90 3.91 3.93 3.94 3.96

4.75 3.72 3.74 3.75 3.77 3.78 3.80 3.81 4.75 3.69 3.70 3.72 3.73 3.75 3.76 3.78

4.50 3.54 3.56 3.57 3.59 3.60 3.62 3.63 4.50 3.51 3.52 3.54 3.55 3.57 3.58 3.60

4.25 3.36 3.38 3.39 3.41 3.42 3.44 3.45 4.25 3.33 3.34 3.36 3.37 3.39 3.40 3.42

4.00 3.18 3.20 3.21 3.23 3.24 3.26 3.27 4.00 3.15 3.16 3.18 3.19 3.21 3.22 3.24

3.75 3.00 3.02 3.03 3.05 3.06 3.08 3.09 3.75 2.97 2.99 3.00 3.02 3.03 3.05 3.06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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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矩阵的信赖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为 95%，判定
系数（R2）结果分别高达 83 及 94%， 反映除非 3 项经济数据
在未来超出了分析范围，否则分析结果可信度高。再在矩
阵中找出平均值及标准差，最后得出美国 10 及 2 年期国债
收益率各项综合结果如下：

GDP（%） 矩阵（10 年期） 矩阵（2 年期）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2.5 4.43 0.35 3.75 0.42

2.0 4.37 0.35 3.68 0.42

1.5 4.40 0.35 3.71 0.42

1.0 4.34 0.35 3.64 0.42

平均值 4.38 0.35 3.69 0.42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4 日

综合上述所有分析结果，列出各条件的推算，并总结出收
益率最终预测值，结果如下：

分析指标 美国国债收益率（%）
10 年期 2 年期

实质利率 3.51 5.01

与全期减息幅度占比（全数） 3.92 4.27

与全期减息幅度占比（剔除
1976 年案例）

3.89 4.28

利率见顶至第 1 次减息前幅度
（全数）

3.04 2.56

利率见顶至第 1 次减息前幅度
（剔除 1976 年案例）

3.24 3.26

回归分析结果（平均值） 4.38 3.69

总平均值 3.66 3.85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4 日

除 非 经 济 数 据 最 终 超 出 分 析 的 设 定 范 围， 否 则 美 国 10 及 

2 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合理水平应是约 3.66 及 3.85%。另外以
正负 1 个标准差为限，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浮动区间应在 3.31

至 4.01% 之间，而 2 年期则为 3.43 至 4.27%。

不论平均值或浮动区间，整体结果都较上季轻微下降。如
果 未 来 经 济 大 幅 波 动， 或 美 联 储 进 一 步 阐 述 减 息 的 路 线
图，以上数据才须作出修正。

收益率走势预测：早起鸟儿有虫吃  

减息有利债市是投资市场的基本认知，超前部署往往是投
资回报多寡的关键。引述上文持续减息 3 次的案例，并以美
国 2 及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在首 3 次减息后的各次变化作分
析。首先观察 2 年期数据，收益率整体下跌占比近 77%，佐
证减息普遍有利债市的理论。各次分布上，首两次机率相
同报80%，第3次为70%，愈早投入得到正回报机率愈高，
反映早着先机的重要性。从年份分布上来看，1998 年之前
整体下跌占比近 94%，相反 1998 年或以后只有 50%，反映
近代减息不一定有利债市。而且收益率变化上亦明显低过
1998 年之前，当中可能与长期低利率及金融产品多样化削
弱债券的吸引力有关。

同样分析套用在 10 年期收益率数据，收益率整体下跌占比
只有 61%，反映首 3 次减息未必对长债有利。各次分布上，
首次机率报 73%，第 2 及 3 次同报 55%，反映愈早投入得到
正回报机率愈高。年份分布上同样是以 1998 年为分水岭，
在这之前整体下跌占比近 86%，但其后结果只有 17%，分
野之大警示投资者的是近代减息初期未必对长债有利。而
且传统操作上减息时应延长债券组合的存续期，但注意在
减息初期不应太过进取，否则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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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见顶后减息第 1至3次期间美债 2年期收益率各次变化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4 日

利率见顶后减息第 1至3次期间美债 10年期收益率各次变化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4 日

另 外， 上 文 分 析 了 本 届 美 联 储 主 席 鲍 威 尔 自 2018 年 执 掌
后，实际利率与点阵图中位数出现明显落差。本届委员惯
性的口不对心会否扰乱投资者部署？参考由 2018 至 2023 年 

间数据，找出联邦利率与中位数的差距代表利率预测的风
险，再减去美国 2 年期国债收益率按季变化。0 值反映市场
完全受美联储委员们主导，负值即市场情绪及反应明显受
利率落差影响，反之亦然。

结果显示整体负值比例高见 63%，反映美联储正主导投资
者情绪。可能因鲍威尔任内每次在会后声明中发挥其高超
的修辞技巧，及各委员其后多次及重复公开地释出互相矛
盾的言论，令投资者无所适从。就算如何挑战固有认知，
甚至美联储“打倒昨日的我”，最后投资者只好跟随美联储
的指挥棒起舞，亦突显了美联储非常成功地对市场作好预
期管理。数据也显示每当利率出现实际变化时，市场受影
响程度趋升，尤其 2020 及 2022 年当利率急升急降时，投
资者反应激烈。近月市场再度憧憬美联储启动第 1 次减息，
超过半年等待减息所累积的爆发力，令投资者对每项消息
都非常敏感，暗示愈临近利率拐点，市场波动愈趋升。结
果亦吻合上文分析，短期内投资者应更注意风险管理。

联邦利率及美国 2年期国债收益率相对变化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4 日 

存续期部署：杠铃式年期分布较可取
利率预期将以小幅度下降，而长短年期的收益率变化在数
据上差异颇大。债券组合的存续期应如何部署，以便为即
将来临的减息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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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出过去 30 年利率变化数据，配合彭博美国累计债券指数中不同年期债券组合的表现，分拆为 1 至 3 年期、3 至 5 年期、
5 至 7 年期、7 至 10 年期及 10 年期以上共 5 种债券年期。因预期未来只会酌量减息，市场普遍料减 3 次共 75 点子。因此，
收窄分析范围至首 3 次减息为标准，再计算各债券指数在首次减息后 3 及 6 个月，和当次停止减息后 6 个月的表现。表列
结果如下：

首次减息后 3 个月 减息幅度
（%）

彭博美国累计总回报指数表现（%）

年份 1 至 3 年期 3 至 5 年期 5 至 7 年期 7 至 10 年期 10 年期以上

1998 -0.75 0.8 0.5 0.2 0.0 -0.2

2001 -4.75 1.9 1.6 1.4 0.9 -1.0

2007 -3.25 2.1 2.8 3.0 3.4 3.8

2019 -0.75 1.1 1.5 1.7 3.0 5.7

2020 -1.50 0.9 1.8 3.7 5.7 6.2

首次减息后 6 个月 减息幅度
（%）

彭博美国累计总回报指数表现（%）

年份 1 至 3 年期 3 至 5 年期 5 至 7 年期 7 至 10 年期 10 年期以上

1998 -0.75 1.6 1.2 0.2 -0.8 -3.6

2001 -4.75 4.2 4.5 4.3 4.2 3.9

2007 -3.25 4.6 5.2 5.5 5.4 4.6

2019 -0.75 1.9 2.8 3.1 5.4 10.1

2020 -1.50 1.0 2.1 4.5 7.1 7.5

停止减息后 6 个月 减息幅度
（%）

彭博美国累计总回报指数表现（%）

年份 1 至 3 年期 3 至 5 年期 5 至 7 年期 7 至 10 年期 10 年期以上

1998 -0.75 1.5 0.8 0.1 -1.2 -4.9

2001 -4.75 2.6 3.9 4.2 4.5 3.1

2007 -3.25 0.2 -1.9 -3.3 -4.9 -10.1

2019 -0.75 2.6 4.0 4.7 4.6 9.8

2020 -1.50 1.0 2.1 4.5 7.1 7.5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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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次最终减息的幅度对 5 种年期的债券指数表现在时
间性上没有明显分别，即就算今次预测利率变化的时间有
欠准确，对日后存续期的安排没有太大影响。

其 次，3 项 减 息 后 共 5 种 年 期 分 类 的 债 券 指 数 表 现 中， 不
论计算减息后时间，最大或最小回报值都集中在 10 年期以
上，反映愈长年期对利率敏感度愈高的传统智慧。以当时
减幅观察，减幅愈小回报愈高，但减幅愈大对回报影响并
不明显。不对称表现反映投资者对大幅度减息存在经济上
的隐忧，投资决定偏向保守。而未来预测减息轻微，即有
利长债的表现。

最后，在过去 30 年 5 次减息年份当中，把每个年份的 5 种
年期分类的债券指数表现依高低排序，并计算出获得首席
的次数。结果如下：

时区 表现列为首席次数

1 至
3 年期

3 至
5 年期

5 至
7 年期

7 至
10 年期

10 年期
以上

首次减息后
3 个月

2 0 0 0 3

首次减息后
6 个月

1 1 1 0 2

停止减息后
6 个月

2 0 0 1 2

总次数 5 1 1 1 7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5 日

结果非常明显，不论减息或停止减息后短期内最佳表现者
为 10 年 期 以 上 债 券， 但 1 至 3 年 期 指 数 表 现 也 绝 不 输 蚀，
而 3 至 10 年期表现明显落后。上述分析确立了减息初期，
债券组合的存续期愈长，对组合回报愈有利。不过，在实
际部署时，应透过杠铃型态投资方式，通过买入较多 1 至 3

年期和 10 年期以上的债券，令最终加权存续期朝向中间年
期。这点亦回应上文 2 和 10 年期债券表现在减息前大幅波
动的原因。

债券种类：利差收窄有利企业债券 

2023 年第 2 至 4 季预测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将出现“熊式走
峭”形态，10 减去 2 年期之利差负值，即所谓曲线倒挂形势
预计将逐步减少。2023 年 7 月当美国利率见顶后，此利差
便由最大约负 108 点子反覆朝向正值，虽然曾低见负 20 点
子水平后又再次扩大，但截至今年 3 月 15 日，该利差仍只
徘徊在 40 点子水平。表现与去年整体预测相若。

未来当第 1 次减息出现时，预期利差将会有序减少直到消
失，完成最后阶段的曲线正常化。参考上述同样数据，而
时段上集中在第 1 次减息后 3 及 6 个月，彭博美国国债累计
及企业债券累计表现。首先关注利差走势，结果如下：

年份 减息幅度
（%）

美国国债 10 减去 2 年期之收益率
差距（点子）

首次减息后
3 个月

首次减息后
6 个月

首 3 至 6 个
月差距

1998 -0.75 -17.7 -3.3 14.4

2001 -4.75 55.2 68.2 13.0

2007 -3.25 39.0 123.6 84.7

2019 -0.75 2.3 4.7 2.5

2020 -1.50 8.4 13.3 4.9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5 日

利差上除了 1998 年数据，其他年份皆出现持续上升，支持
今年减息后负利差将有序收窄的预测。数据上减息幅度愈
大，利差升势愈大。反观本次预测减息幅度轻微，利差升
势亦较温和。最重要是减息3至6个月后5个年份全数上升，
反映减息初期利差还有点起伏，但 3 个月后便明显走高，暗
示本次倒挂在减息后约 6 个月才消失的机会偏高，即完成正
常化需时。

另 外， 我 们 在 2023 年 时 的 分 析 多 建 议 债 券 组 合 中 超 配 国
债。由于曲线产生的利差及震荡将溢出利率风险，再蔓延
至债券市场。不稳性提升推高企债的信贷息差，再随评级
高低不同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资金避险时会涌入国
债，所以当时建议提升国债比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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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 虽然没有减息迫切性，但债券供需双方早已各自谋动

• 无疑减息即将启动，但料幅度偏少及以颠簸走势为主

• 预 测 美 国 10 年 期 国 债 收 益 率 浮 动 区 间 应 在 3.31 至
4.01% 之间

• 应有序上调债券组合中的存续期，并提早增加投资级
别企债比重

但今天曲线正常化将步入最后阶段，企业债券表现将会冒
起，当中投资评级表现将较高息类别优胜。同样根据上述
利差收窄的分析及历史时段，以彭博美国国债累计及美国
企债累计指数作代表，比较美国国债与企债在各年份中表
现，分析结果如下：

 年份 减息
幅度

（%）

首次减息后
3 个月表现

（%）

首次减息后
6 个月表现

（%）

首 3 至
6 个月差距

（%） 

国债 企债 国债 企债 国债 企债

1998 -0.75 -0.1 0.6 -1.8 -0.1 -2.1 -1.5

2001 -4.75 0.3 1.1 3.6 5.3 3.6 2.3

2007 -3.25 4.0 2.0 8.6 1.8 1.8 -15.1

2019 -0.75 2.6 3.1 4.2 6.1 8.0 2.0

2020 -1.50 0.5 9.0 0.6 10.7 0.6 10.7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5 日

过去 30 年共 5 次当利率拐点出现时，有 4 次不论在减息后
首 3 及 6 个月后或是 3 至 6 个月之间，企债表现都是占优。
只有 2007 年时是国债占优，当中料与促使当时减息的原因
有关。细心观察以上 5 次拐点都是在全球经济面对巨大震动
之后出现：1998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1 年的科网泡沫、
2007 年的金融海啸、2019 年的美联储持续加息及 2020 年
全球疫情。根据上述美国金融状态及《宏观经济》中有关美
国经济的分析，排除了美国将出现如 2007 年的金融海啸，
故不论未来什么原因迫使美联储减息，利差收窄来临前投
资者应加大债券组合中企债比重。

最后，依据穆廸评级界定投资级别中各评级与高息综合指数比较，并以 1 作为表现优胜标志。分析结果如下：

年份 减息幅度
（%）

首次减息后3个月各评级表现（%） 首次减息后 6 个月各评级表（%） 首 3 至 6 个月差距表现（%）

Aaa Aa A Baa Aaa Aa A Baa Aaa Aa A Baa

1998 -0.7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01 -4.7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007 -3.2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019 -0.7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020 -1.5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资料来源：彭博，数据截至 2024 年 3 月 15 日

投资级别债券中，表现大部分都较高息综合指数优胜（比例
约 62%），但非百分百跑赢，尤其在 1998 及 2020 年时差不
多全军覆没。反观优势出现的年期，利率拐点全数与美国
市场有关，包括 2001 年的科网泡沫、2007 年的金融海啸
及 2019 年美联储加息。未来的风险因素主要是 AI 狂热及近
两年不断加息的后果，归纳而言，投资者应在第 1 次减息来
临前加大投资级别企业债券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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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见顶期间

2018年12月 - 2019年7月

2006年6月 - 2007年9月

2000年5月 - 2001年1月

2.50%

维持约7个月 +9%

+10%

+12%

5.25%
维持约15个月

6.50%维持约8个月

亚洲投资级别
债券表现

利率水平

东亚联丰投资团队

亚洲高收益债券具投资吸引力，尤其看好印度和印尼
投资者需要保持投资，灵活调配，以便享受息口变化带来的机遇

亚洲投资级别和高收益债券基本面稳健，收益率也吸引。
尤其当亚洲区通胀可控，亚洲企业融资成本低，高收益债
券违约风险较低，将为该板块带来支持。从多元资产配置
角度来看，东亚联丰投资团队相信，亚洲高收益债券今年
会有好表现，并且为投资级别债券提供互补作用。同时，
团队目前看淡现金。

亚洲投资级别债券息率高，看好中国、南韩和
印尼
亚洲投资级别债券的有效收益率为 5.2%，美国投资级别债
券则只有4.5%。而亚洲投资级别债券的存续期只是5.1年，
相 比 美 国 的 6.5 年 较 短。 在 亚 洲 区 内， 中 国、 南 韩、 印 尼
的投资级别债券有不少投资机会，收益率吸引，基本面也
稳健。
 

利率见顶横行期间，亚洲投资级别债券已开始上涨

因应监管风险降和估值相对低，东亚联丰投资团队看好中
国科技、媒体和电讯（TMT）的投资级别债券。当中信贷评
级 A 级和 BBB 级两者之间息差吸引，亦有收窄空间。高息
和高啤打的国有企业信贷状况有所改善，重拾投资价值。
其中，30 年长债的供应更是有限，市场需求殷切，因此特
别受到我们的青睐。以美元计价的中国投资级别债券供应
少，收益率较在岸债券高，故以美元计价的债券特别受到
亚洲和中国投资者追捧。我们相信此趋势会持续，对中国
投资级别的债券市场起支持作用。

东亚联丰投资团队继续偏好南韩的投资级别债券，尤其看
好金融业。当地的证券、保险次级债和银行的额外一级资
本债（AT1），因为估值吸引，令其价值高于同类评级的债
券。 同 时， 南 韩 证 券 公 司 行 业 监 管 良 好， 亦 获 得 政 府 支
持，包括承诺注入流动性等，令团队看好南韩证券公司债
券。 总 体 来 说， 南 韩 的 金 融 业 具 良 好 流 动 性 管 理 和 国 内
融资渠道，主要证券企业的资产和就业规模大，业务相当 

稳健。

印 尼 的 半 主 权 债 券， 包 括 受 政 府 支 持 的 电 力 和 商 品 等 企
业，是另一个具吸引力的投资级别债市。印尼宏观经济条
件良好，2023 年经济增长为 5.05%，加上通胀可控和利率
前景稳步向好。同时，当地人口结构健康，经济具结构性
增长潜力，企业估值潜力乐观。印尼半主权债券的技术因
素亦同样正面。相对于主权债券，半主权债券的息差有收
窄空间，具长期投资机会。东亚联丰投资团队目前偏好印
尼半主权债券多于主权债。由于供应量不多，30 年超长期
债券尤具投资价值。

资料来源：彭博。利率见顶期间数据分别由 2000 年 5 月 16 日至
2001 年 1 月 2 日；由 2006 年 6 月 29 日至 2007 年 9 月 17 日；由
2018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9 年 7 月 30 日。亚洲投资级别债券代表指
数为 ICE 美银亚洲货币投资级别企业指数，表现并不反映东亚联丰
亚太区多元收益基金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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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 亚洲高收益债券较美国高收益债券吸引

• 中国经济处于结构性调整期，可留意科技、媒体及电
讯类投资级别债券

亚洲高收益债券质素良好，尤其看好印度和印尼
亚洲高收益债券收益高兼存续期短。同时，由于亚洲区通
胀相对欧美低，国内借贷成本低，企业能够于境内进行融
资以偿还境外美元债券，违约风险不高。反观美国，发行
高 收 益 债 券 的 企 业 正 面 对 息 口 高 企 令 融 资 成 本 昂 贵 的 困
局，违约风险因而相对提高。因此，东亚联丰投资团队认
为美国高收益债券吸引力不及亚洲，当中特别看好印度和
印尼的高收益债券。

印度高收益债券的投资机会分布在不同板块，包括机场、
钢铁和再生能源等。印度两大机场在载客量增长支持，加
上资本支出周期已完成，负债比率预计开始出现改善。机
场营运商自今年 4 月起与政府的收入拆账比例将会降低，有
助带动业绩增长。同时，团队继续看好印度可再生能源的
高收益债券。由于当地再生能源企业容易获得境内融资，
加上得到政府大力支持，行业得以保持韧性。至于印尼，
当地很多企业能够利用境内资金和手头现金提前偿还美元
债券，能更有效进行债务管理。当中，印尼高收益房地产
债券尤被团队看好，因他们受惠融资渠道充裕、估值吸引
和政府的利好措施。为刺激国内经济，直至今年 6 月印尼政
府全面免除楼价低于 20 亿印尼盾须缴交的 11% 增值税。在
限期过后，仍会实施 50% 的增值税减免。

至于中国房地产高收益债券方面，虽然今年 2 月中国内地楼
市依然疲弱，但已有民营地产商成功出售资产或透过抵押
商业投资项目向银行进行贷款融资，相关的趋势正面。因
此，东亚联丰投资团队将会物色投资机会，对短期违约风
险低的民营发展商作战略性部署。除此之外，受益于国内
强劲的旅游需求和新融资渠道，我们增加配置旅游相关的
高收益债券，同时增加配置具良好再融资能力和资产出售
情况理想的物流债券。

总结
亚洲多国早已结束加息周期。相对美国，亚洲企业融资成
本低，加上基本因素稳健，其债券的收益率吸引，因此我
们相信今年亚洲高收益债券会有好表现，并且为投资级别
债券提供互补作用。投资者需要保持投资，灵活调配，以
便享受息口变化带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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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主题
环球经济、各地战事和多国的选举或会引发出市场较大波动性，风险管理尤其重要
• 全球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徘徊在0%的盛衰边缘，显示经济较上季进一步走弱。
• 全球各国的经济关联性进一步增加，意味未来各国政策的同步性也会递升，例如减息步伐或更一致。
• 至少48个国家会在今年进行重大选举（包括美国总统大选），估算影响全球超过一半人口。选举结果或会改变国际格局、经济发展和资金流，

增加市场波动性。
• 中国在两会释出于外交及经济层面上会采取稳扎稳打操作的讯号。

美国及日本股市的上升动力有转弱迹象。科技股绝非一股不留，但应增持价值型股份作风险分散
• 美股创历史新高，资金流及动态分析预示调整将至，但盈利增长和对经济增长的乐观情绪暂仍能支持后市走势。
• 美股中除科技股之外，医疗护理、公用、工业和通讯服务亦有亮丽的盈利增长预测。
• 冠名式投资的风险大，投资科技股现时应寻找阶段性受惠者，通讯服务板块或成下一阶段的赢家。
• 日股市值严重偏离实体经济，动态指标和基本因素皆预视升势或会放缓。公用股及非必需品股盈利预测向好，表现有望较为优胜。

减息幅度或较市场预期少，应有序提升债券组合的存续期及增加高评级企业债比例
• 减息将至，但不宜过份憧憬减息幅度，减息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
• 长线及被动资金正积极地流入至债券市场，尤以企业债券基金吸资情况更为明显。减息憧憬下，资金寻找可靠而收益偏高的资产。
•  减息初期，债券组合存续期愈长，回报愈好。应采用杠铃式投资策略，即分别买入较多的短年期和较多的中长年期的债券，令组合的加权存

续期朝向中间年期。
• 预测美国2年及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3.85%及3.66%，2年期收益率浮动区间料介乎3.43至4.27%，10年期收益率区间料介乎3.31至4.01%。

资产类别 季度展望 评论
股票

美国 当前估值尚算合理，但上升动能有所减弱。当地科技股升势或放缓，可关注医疗护理、通讯服务、公用及工业等板块。
欧洲 多国央行即将进入减息期料有利提升股市估值水平，且个别科技股盈利表现不俗，惟经济放缓的阴霾将限制升幅。
亚洲（除日本） 较看好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地区之科技股；另外印度和印尼的银行、保险、消费及医疗保健等板块也值得关注。
中国内地 估值低廉下，整体下行空间有限，惟须更多催化剂助向上突破，较偏好高收益价值型股票及个别政策受惠行业。
香港 受惠美债息持续回落，本地高股息板块如公用、电讯、国际金融、交通运输等板块可看高一线，惟地产板块料续跑输。

债券
美国政府 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将正常化和利差逐步收窄，国债的吸引力将会减低，现时应及早锁定较高息率。
美元投资级别 利差收窄预期下，资金已开始流入投资级别债券，投资者应在首次减息出现之前，增加投资级别企业债比重。
全球高收益 金融状态、股债波动率和环球经济前景均反映高收益债券的风险仍相当高，只适合能承受较大风险的投资者。
美元高收益 美国的金融流动性仍相对宽松，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会按年放缓，令其债券波动性增加。
亚太投资级别 亚洲投资级别基本面稳健，收益率亦吸引，可留意中国、南韩和印尼的投资级别债券。

外汇
澳元 预期澳央行将较迟减息，有助巩固澳元息差优势。
纽元 纽西兰通胀仍然高企，利率峰值料将维持较长时间。
欧元 欧洲央行视工资走势为减息关键，料跟随美联储减息机会大。
英镑 英国经济与通胀齐向下，央行已打开降息大门。
日圆 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政策，日央行行长表示继续以超宽松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短期持续加息机会微。
人民币 人民银行宽松周期未完，人民币短期料于区间波动持稳。

  优于大市       中性       逊于大市资产类别概览

重要通知：

每个资产类别的季度展望以相应的代表指数为基准

资产类别 基准 资产类别 代表指数 门槛 * 资产类别 代表指数 门槛 *

股票 MSCI世界指数
美国 标普500 1.1% 中国 沪深300 4.3%

欧洲 道琼欧洲STOXX600 1.6% 香港 恒生 3.3%

亚洲（除日本） MSCI亚洲除日本 2.8%    

债券 彭博全球累计债券指数
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信贷 0.8% 美元高收益 美国企业高收益 1.5%

美元投资级别 美国企业 0.8% 亚太投资级别 亚太累计 0.9%

全球高收益 全球高收益 1.8%    

外汇 贸易加权美元指数
澳元 澳元/美元 2.8% 英镑 英镑/美元 2.7%

纽元 纽元/美元 3.2% 日圆 美元/日圆 3.1%

欧元 欧元/美元 4.0% 人民币 美元/人民币 2.2%

*  “优于大市”：代表指数的季度表现高于相应基准的门槛百分比正值；“中性”：代表指数的季度表现在相应基准的门槛百分比正负值区间内；“逊于大市”：代表指数的季度表现低于相应基准的门槛百
分比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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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东亚银行有限公司（“东亚银行”）和东亚联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东亚联丰投资”）编制，仅供客户参考之
用。其内容是根据大众可取得并有理由相信为可靠资料制
作而成，惟该等资料来源未经独立核证。

有关资料所表达的预测及意见只作为一般的市场评论，并不
构成任何投资的要约或有关要约的招揽、建议、投资意见或
保证回报。本文件所表达的资讯、预测及意见以截至发布之
日期为依据，可予修改而毋须另行通知，及不可被视为就任
何投资产品或市场的建议。有关资料未经香港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香港金融管理局或任何香港监管机构审核。
另外，有关资料亦未经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审查。

东亚银行会按需要更新已发布之研究。除了定期发布的报
告外，东亚银行亦会按需要不定期发布其他报告，不作另
行通知。

东亚银行对本文件内有关资料的准确性及完整性或任何所
述的回报并不作出任何代表或保证、陈述或暗示及对有关
资料所引致的任何问题及／或损失（不论属侵权或合约或其
他方面）概不负责。投资涉及风险，投资产品之价格可升亦
可跌，甚至变成亳无价值。投资产品之过往业绩并不代表
将来表现。阁下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前，应详细阅读及了
解有关投资产品之销售文件及风险披露声明，并应谨慎考
虑阁下的财务情况，投资经验及目标。

投资决定是由阁下自行作出的，但阁下不应投资任何产
品，除非中介人于销售该产品时已向阁下解释经考虑阁下
的财务情况、 投资经验及目标后，该产品是适合阁下的。

本文件是东亚银行的财产，受适用的相关知职产权法保
护。未经东亚银行事先书面同意，本文件内的资料之任何
部分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包括电子、印刷或者现在已知或以
后开发的其他媒介）进行复制、传输、出售、散布、出版、
广播、传阅、修改、传播或商业开发。

本文件所有内容均已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如中、英文版本
有任何抵触或不相符之处，应以中文版本为准。

东亚联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东亚银行的非全资附属公
司。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东亚中国”）是东亚银行在
内地注册成立的全资附属银行。

东亚银行新加坡分行（“东亚新加坡”）是东亚银行海外分行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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