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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股指：上半年受货币紧缩政策压制，成交量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

呈现宽幅震荡格局。 

  

 2.美国：美元指数与 A 股市场呈现负相关，而美元指数显现十年

底部迹象，美元反弹会抑制股指上扬；但短期美国经济依然徘徊在

复苏边缘，美元筑底过程中，A股或出现小幅反弹。 

  

 3.中国：CPI得到有效抑制，下半年或出现阶段性高点；货币紧缩

政策进入观察期，给股市带来喘息的机会，市场孕育一波反弹。 

  

 4.资金：由于货币紧缩政策，货币供应量处于阶段性低位，而上海

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持续运行在高位，市场的资金压力还十分明

显。市场出现反弹但反弹高度受限。 

  

 5.结论：欧美债务危机、新兴国家的通胀问题都给世界经济和中国

的股市带来不确定性；国内面临着经济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房地产行业和银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也增加了股市的变数。

总体来说，股指期货下半年冲高回落的概率较大，运行区间在

2600-3400之间。 

  

  

  

  

  

  

  

  

  

关键词：股指期货 美元指数 宏观调控 资金 

  

 

 



                                                                           
2011 下半年度投资策略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2                                期市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第一部分 上半年行情回顾 

图 1-1. IF 指数日 K 线图（2010 年 10 月 26 日—2011 年 6 月 28 日） 

 

资料来源：新纪元·经典期货版 

2011 年上半年，股指期货没有大的行情，基本是 2010 年 11 月 11 日大跌以来的震荡整理。同时，在 CPI

高企以及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市场都带来很大的压力。从去年 10 月以来，央行共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9 次，从 17%调整到了 21.5%；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4 次，共计 1 个百分

点。此轮货币调整，大约冻结资金 2.5-3 万亿元，按照中国商业银行 2.5 左右的货币乘数来估算，央行回收流

动性 6-7 万亿元，市场资金压力明显。但从估值的角度来看，目前股市整体 PE 在 16 倍左右，距离 13-14 倍

的历史大底比较接近，股市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支撑。短期来看，在政策面没有转向、资金没有大举入场的情

况下，股指很难有大的行情出现，维持宽幅震荡为主。 

图 1-2. 上证周成交额 图 1-3. 深证周成交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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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新纪元·经典期货版 资料来源：新纪元·经典期货版 

另外一个方面，从上海证券和深圳证券两个市场自去年 7 月份以来的成交额来看，目前两市的成交额还

是处在逐渐萎缩的过程当中，仅达到了去年 11 月份顶峰时期的 1/7-1/5 左右。成交量能的不足，难以支撑大

的行情出现，震荡调整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而从股指期货的表现来看，进入到 2011 年后，虽然持仓不像去年 10 月份以来持续的处于高位，但持仓

量均值较 2010 年下半年还是有所提高，说明股指期货这个市场还是得到了一部分资金的关注。反观股指期

货的成交情况，从 2010 年 7 月份开始就一路震荡下滑，目前仅维持在前期 1/3 左右的水平上运行。在持仓量

没有明显减少，而成交量萎缩的状况中，股指上半年的运行区间被压缩在 500 点左右的范围中。随着货币紧

缩政策的缓解，股指期货市场或能够得以反弹。但反弹的高度和持续的时间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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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股指当月和次月合约持仓合计 图 1-5. 股指当月和次月合约成交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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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新纪元·经典期货版 资料来源：新纪元·经典期货版 

 

第二部分 美国因素 

股指在 2010 年 7 月份以来的上扬与国外热钱流入引发国内流动性泛滥有密切关系，因此就不能不对引

发这轮流动性泛滥的关键加以关注。正是美国推出的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了这一轮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

过剩。在表征美国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中，与中国股市表现出最密切的关系的就是美元指数。下面我们就围

绕着美元指数进行分析。 

图 2-1. 美元指数月Ｋ线（2005 年至今） 图 2-2. 沪深 300 指数月 K 线（2005 年至今）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 

从 2005 年至今的美元指数和沪深 300 指数的对照来看，两者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美元指数形成下跌

趋势时，沪深 300 指数呈现上涨的趋势；美元指数反弹时，沪深 300 指数却被压制回落。 

美元指数和沪深 300 指数呈现负相关关系，是符合逻辑的。当美元指数走强的时候，热钱会离开中国市

场。因为相当一部分热钱是美元套利盘通过美元贷款方式进入新兴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美元指数走高，意

味着还贷成本提高，投资标的价格的下跌。而同时美元指数走强，国际金融市场都会整体出现调整的趋势。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元指数在下半年会怎么走呢？ 

从技术上来看，从 08 年至今，可以确认美元分别在 70.698、74.17 和 72.696 附近形成了三个阶段性底部。

把时间放长一些来看，2001 年底美元从 121.2 跌至 80.38，而后反弹至 92.63 后又回落至 70.698。对于这轮长

达 10 年的美元下跌趋势来说，这里具有比较明显的底部特征。那么从时间周期上来说，即使是初级的反弹，

持续时间也会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这段时间，美元的反弹对我国的 A 股市场会形成较大压力。 

另一方面，从美元指数的经济含义上来分析，美元指数作为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

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它通过计算美元和对选定的一揽子货币的综合的变化率，

来衡量美元的强弱程度，从而间接反映美国的出口竞争能力和进口成本的变动情况。也即是说，美国经济有

向好的势头，美元指数就会出现上扬。从下图中也能得出这一的定性的规律性的结论。图 2-3 中给出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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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GDP 和美元指数的对照，图 2-4 是 2007 年 4 季度到 2011 年 1 季度的美国 GDP 增速曲线图。从图中可以

看出，经历 2009 年年初经济的低谷之后，美国经济曾一度快速反弹，但是 2009 年 4 月份开始，上升势头又

逐步回落。美国经济增速的回落以及 QE2 的推出，逐渐将美元指数赶向低谷。 

图 2-3. 美国 GDP 与美元指数关系 图 2-4. 美国 GDP 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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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那么美国的经济现在如何了呢？从以下几个数据来看，PMI 回到 50 以上震荡整理，短期再回到 50 以下

的概率不大，说明美国经济从前期的低谷中爬了出来，虽然目前面临反复，但基本上还是处在向好的区间当

中。而美国的核心 CPI 有上升的趋势，美国继续强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阻力开始显现。从美联储最近一次

议息会议的结论来看，维持当前的低利率不变，QE3 不会推出。短期内美元没有继续下行的压力，但同时，

目前的经济状况也不支持美元强劲反弹。从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和 ECRI 领先指标的反弹，也可以得以辅证。

因此短期内，美元指数在低位震荡筑底的概率很高，而中期会迎来一轮反弹。 

图 2-5. 美国 PMI 图 2-6. 美国核心 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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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图 2-7.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图 2-8. ECRI 领先指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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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2011 下半年度投资策略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5                                期市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因此，在美元的筑底期间，A 股的短期上涨不会受到过大的来自美国货币政策的压力，有上扬的机会存

在；但中期来看，美元指数上涨是必然的，会对我国股市形成压制，上涨幅度和时间都是有限的。 

 

第三部分 中国因素 

一、消费物价指数 

中国股市面临的最大的压力来源于紧缩的货币政策，而中国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中国政策的方向。2010 年

下半年 CPI 出现抬升势头是引发本轮宏观调控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CPI 能否得到控制，是宏观调控政策能

否继续的判断依据。 

从 CPI 的构成来看，食品类 CPI 的上升是导致 CPI 同比上扬的主要因素。而且从 2001 年以来，食品类

CPI 基本都在 0 轴之上，也就是说，食品类的价格一直在增长当中。2009 年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又重新突破 0.49，

食品价格的上扬是影响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食品类 CPI 居高不下，货币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就不会退出。

目前来看，食品类 CPI 有上升趋缓的迹象。而且，从 CPI 的环比数据来看，从 2011 年的 3 月份到 5 月份，

食品类 CPI 环比均出现负值，分别为-1.0、-0.4 和-0.3，食品价格的上涨得到明显的抑制。从夏粮考察反馈的

情况来看，今年夏粮丰收，对食品价格有进一步打压的作用。因此推断，目前的 CPI 上涨趋缓或短期能见顶，

货币紧缩的政策或将进入观察期。 

图 3-1. 中国 CPI 指数（同比） 图 3-2. 中国 CPI 指数（环比） 

-10

0

10

20

30

40

50

19
90
01

19
90
07

19
91
01

19
91
07

19
92
01

19
92
07

19
93
01

19
93
07

19
94
01

19
94
07

19
95
01

19
95
07

19
96
01

19
96
07

19
97
01

19
97
07

19
98
01

19
98
07

19
99
01

19
99
07

20
00
01

20
00
07

20
01
01

20
01
07

20
02
01

20
02
07

20
03
01

20
03
07

20
04
01

20
04
07

20
05
01

20
05
07

20
06
01

20
06
07

20
07
01

20
07
07

20
08
01

20
08
07

20
09
01

20
09
07

20
10
01

20
10
07

20
11
01

CPI同比

CPI：非食品同比

CPI：食品同比

 
-4

-2

0

2

4

6

8

20
01
01

20
01
04

20
01
07

20
01
10

20
02
01

20
02
04

20
02
07

20
02
10

20
03
01

20
03
04

20
03
07

20
03
10

20
04
01

20
04
04

20
04
07

20
04
10

20
05
01

20
05
04

20
05
07

20
05
10

20
06
01

20
06
04

20
06
07

20
06
10

20
07
01

20
07
04

20
07
07

20
07
10

20
08
01

20
08
04

20
08
07

20
08
10

20
09
01

20
09
04

20
09
07

20
09
10

20
10
01

20
10
04

20
10
07

20
10
10

20
11
01

20
11
04

CPI环比

CPI：非食品环比

CPI：食品环比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图 3-3. 中国 CPI 指数（同比）变化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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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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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CPI 的变化周期来看，近 10 年来，相邻两次 CPI 峰值之间大概都维持在 38-40 个月左右。图 3-3 标出

各周期的起点，分别为 1991 年 7 月、1994 年 11 月、1998 年 3 月、2001 年 5 月、2004 年 8 月以及 2008 年 2

月，那么按照 40 个月的周期长度来推算，本次 CPI 的峰值应该在 2011 年 6 月。考虑到目前的国际上热钱泛

滥、国内货币供应量也较高，本轮 CPI 的峰值有可能会推迟 1-2 各月出现。从 2011 年 6 月份开始的 2-3 个月，

进入了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观察阶段。如果这一阶段的 CPI 显现一个可控的状态，货币紧缩政策有望结束。

因此，这 2-3 个月也为市场带来喘息的机会，股市的压力得到一定的缓解，机会成熟会有一轮反弹到来。 

二、货币供应量 

下图是 2008 年 1 月以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及其同比变化的情况。从图中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M2、

M1 的增长速度在逐渐的放缓，而 M0 出现了小幅的回落。M2 和 M1 的同比增速也从 2010 年 1 月前后出现

阶段性增速的峰值之后逐步下降，且有接近 2008 年 11 月左右增速低点的趋势。从时间周期上来看，M2 增

速的低点大概相差 3 年零 3 个月-7 个月左右。从 2008 年 11 月出现低点之后，大概在 2012 年 1 季度末见底。

今年的下半年，货币供应量不会出现激增，而且 M0 还有减少的趋势，这都说明，货币供应量难以对股市形

成有力的推动。 

图 1-1. 中国货币供应情况 图 1-3. Shibar 加权平均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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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另外一个反映资金获得难易程度的指标就是上海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Shibar），它从资金拆借成本高

低的角度反映出市场资金的多寡。通过对历史数据的观察，Shibar 与股市的相关性很高，可以看成是股市涨

跌的风向标。 

图 3-4. Shibar 短期拆放利率 图 3-5. Shibar 中长期拆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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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从所有周期利率的加权平均利率的走势来看，有较大的概率在 2.0-3.0 之间震荡运行。结合 1 天、7 天和

14 天三个短期拆借利率来看，2011 年 1 月份均值创出新高之后，迅速回落到 2.0-4.0 附近，6 月份的 Shibar

相对来说也处于较高的位置，7-8 月份回落的概率较大。短期，股市或有反弹的机会。但是从中长期的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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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来看，30 天、6 个月和 1 年期的利率还在向历史高点冲击，5.0 左右应该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这也决定

股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至少是 2011 年下半年，资金压力无法得到有效的缓解，难以出现大幅上扬的行情。

同时，在短期利率有回落情况下，大幅探底的概率也十分有限。整体来看，资金面决定了股市在下半年继续

弱势整理的格局。 

从另外一个方向考虑资金的问题。即使下半年 M2 增速开始恢复，Shibar 开始下降，但是这些货币也未

必会流入到股市当中。从最近调查得到的数据，投资股票已经被排除在当前投资方向的前三之外，投资思路

的转变还需要一定过程。这也决定下半年的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出现大行情的概率较小。 

 

三、央行公开市场操作 

中央银行票据将成为央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短期利率的重要工具。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引入银

行票据替代回购品种，增加了公开市场操作的自由度。从央票未到期金额变化来看，央行在央票的使用上逐

渐的弱化，从 2010 年 6 月份开始逐步减少央票的发行金额。但是这并不代表货币政策的放松，实际上这是

配合更为严厉的措施——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做准备。前面大概测算过，冻结市场 6-7 万亿的流动性，

是这段时间央票到期金额的 3 倍多，已经能够很好的回收市场的流动性了。从资金净投放的曲线图来看，今

年上半年以来，出现近 10 多年最大的一次资金净投放的负值，紧缩流动性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从央行

的操作来看，目前进一步紧缩货币的概率有限，综合考虑到 CPI 增速有趋缓见顶的迹象，而存款准备金率也

达到了历史的高位，目前还处于政策效果的观察期，除有一定的加息预期之外，出台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的

情况的可能性较小。在紧缩政策的观察期内，市场的流动性或有可能出现回暖迹象，推升股市的一轮反弹。

但是中长期来看，市场的流动性还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出现较大行情的可能性较小。 

图 3-6. 央票到期情况 图 3-7. 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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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图 3-8. 资金净投放 图 3-9. 央行公开市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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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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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技术分析 

简单的做一下技术分析，从 2010 年 11 月 11 日大跌完成之后，股指的 3 轮调整的时间都恰好在 48 个周

期左右。从 4 月 15 日开始的一轮下跌没有能够有效突破 2900 点整数关口，期指展开回抽。按照新的平行四

边形进行测量，股指有望向 3300 点整数关口发起冲击。目前股指在 0.382 的黄金分割线附近 3063 一带遭遇

压力，也说明即使在政策的观察期内，股指上扬的压力依然沉重，在 3120、3200 和 3300 三个位置或形成较

强的阻力。如果能够完整完成此轮反弹，期指约会上攻 400 点，持续 2 个月至 2011 年 8 月底、9 月初。之后

是否能够在继续攻击阶段性高点 3380 和上方 3430 两个目标位，还要看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但考虑到美

元指数的反弹和紧缩货币政策对国内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上攻的概率较小。在 3300 一带震荡盘整后继续

下行回落的概率较大但也不过分看空，或能在 2740-2600 之间形成底部。 

图 4-1. IF 指数（周 K 线）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第五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与其他商品期货不同，由于合约设计上的保证，股指期货的涨跌与其对应的现货市场——股市是高度相

关的。因此，股指期货的涨跌，实际上就是各方资金在股票市场上博弈的结果。限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只讨

论了中美两国的主要因素对市场资金面的影响。但是对于欧债危机的存在、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中国地方

政府债务和银行坏账的问题，能否有效完满的解决以上问题，给世界经济形势和国内政策方向、资金状况带

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因素。但是从目前的事态发展来看，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有恶化的风险，需要密切关注，

但不要过分担忧。另外一个影响因素是国际版的上市，国际版的上市会造成股市资金的分流，对 A 股市场的

上涨有抑制作用，利空股指。 

综上分析，在美元底部震荡筑底、国内政策进入观察期、A 股处于估值低位等因素的支撑，短期内股指

期货将走出一轮上升行情；但在美元指数反弹、国内外债务危机的担忧、货币紧缩政策给实体经济的不利影

响和今年处于“十二五”规划经济转型的开局之年，基本面不支持股市大幅上扬，在反弹目标和时间达到后，

还会继续回调下行。下半年将呈现一个先扬后抑的格局。 

操作上，建议目前逢短线回调低位建立多单，观察 3063、3120、3200 和 3300 几个重要目标位的突破情

况，捕捉这一轮反弹行情。中期考察在 3300、3380 和 3430 三个目标位对多头的压制，如果压制成功，回落

的概率加大，考虑高位布空。总体来说，2600-3400 之间将成为下半年多空双方争夺的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