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度要闻点评 

要闻事件点评，一览商品大势（06月 17 日） 

 

2022 年第 24周（6月第 3周），美联储鹰派加息，市场遭遇普遍抛售。本周

仅有 16%的商品期货品种小幅上涨，多数商品遭重挫。其中，生猪、纤维板、玉

米淀粉、沪银、玉米等周度分别上涨 4.7%、2.8%、1.6%、1.6%和 1.3%，为最强

商品序列；硅铁、焦炭、铁矿石、焦煤、螺纹钢分别下跌-11.4%、-10.6%、-10.2%、

-10.0%和-9.2%，为最弱商品代表。年初迄今为止，低硫燃料油、原油、燃料油、

沥青、Pta，分别上涨 63.4%、52.1%、40.7%、38.0%和 37.8%，是累计涨幅最大

的商品。文华商品指数，连跌五日至近三个月低价区，周度深跌-4.71%，面临方

向性选择。 

 

本周周度要闻及点评如下： 

 

1、我国 5 月经济数据出现缓慢改善 

 

6月 15日，据国家统计局，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3547 亿元，同比下降 6.7%，降幅比上月收窄 4.4 个百分

点，环比增长 0.05%；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9%，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同比上涨 2.1%，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下降 0.2%。 

1-5 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2.5%。5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下降 1.3%，

日均用电量环比增长 2.2%。 

1-5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4.0%。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23.6%；

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 31.5%。（国家统计局) 

 

点评：5 月经济数据出炉，国民经济运行呈现恢复势头，不过也进一步印证

了奥密克戎疫情对经济数据端带来的负面扰动。近两个月，我国用电量同比增长

处于多年历史同期偏低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处于历史同期偏低

水平，亦弱于 2020 年同期。均反映出疫情管控窗口期，国内服务业和消费市场

形势偏差，我国稳经济、提信心、促销费等政策仍待持续推进和落实。 

市场所关注的房地产市场数据，表现仍偏疲弱。5 月新开工面积同比下滑-

42%，基本较上月持平，连续两个月在-40%以下，则是史无前例的。5 月房屋施

工面积继续下滑至-1%，是史上首次转负。5 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滑-32%，

较前值略有反弹，但仍然非常差，房地产区域放松政策仍未实质刺激起三线及以

下城市的销售。疲弱的地产数据，助推了黑色建材类商品市场的悲观抛售情绪。 

6 月 13 日，我国央行公布了 5 月金融统计数据，融资需求略有改善，企业

中长期贷款新增录得历史第二高，不过居民端融资需求低迷，金融数据仍待实质

性改善空间。关注 7 月金融工作会议和年中政治局会议，我们对稳经济大盘的前

景仍抱有积极预期。 

 

2、美国鹰派加息，重挫金融市场 

6月 16日凌晨 2点，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上调 75个基点至 1.50%-1.75%区间，

加息幅度为 1994年以来最大。美联储表示“坚决承诺”将通胀率恢复到 2%；预

计美国 2022 年 GDP 将增长 1.7%，3 月料增 2.8%。预计美国 2023 年 GDP 增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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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月料增 2.2%。6月点阵图显示，美联储预计在 2024年开始降息，2022、

2023、2024 年底联邦基金利率预期中值分别升至 3.4%，3.8%，3.4%。美联储主

席鲍威尔称，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可能会使我们失去软着陆的可能性。（同花顺） 

 

点评：美联储自 2022 年 3月完成 Taper 进程，正式启动加息周期以来，今

年 3 月加息 25BP，5 月加息 50BP 后，6 月因美国 5 月通胀高企势头，非常态加

息到 75BP，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上移至 1.50-1.75%。百年美联储历史上，只

有三次加息幅度达到或超过 75BP，分别为 1984 年 3 月、1994 年 11 月以及 2022

年 6 月 16 日。根据联储公布的数据来看，年底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将达到 3.10-

3.60%，考虑到 2022 年还有剩余四次议息会议（7月、9月、11 月与 12月），这

意味着，剩余的四次议息会议中，至少有两次加息幅度均会达到或超过 50BP。

市场迟迟未能看到大踏步加息的放缓，反而等到了更鹰派的行动，这贯穿 6 月第

三周，美元、美债收益率大涨，权益类市场和大宗商品遭到普遍抛售。 

美联储政策收紧的节奏与强度，依赖于通胀水平的发展；中国央行的货币政

策抉择，则基于国内稳经济大盘的自身基本面。我们注意到，金融环境内松外紧，

国内股指持续走出独立性多头行情。基于高利率水平抑制需求，大宗商品从有色

金属、黑色金属、能源化工，到农产品，存在轮动见顶休整的要求，不过供给冲

击形势有所不同，商品波动存在牛市韧性。 

 

3、西方对抗高通胀，需要多味“药方” 

5月份美国通胀再创 40年来新高，尽快纠正错误政策方为治理通胀正。6月

10 日，美国紧随中国之后公布了 5 月份物价数据。与中国物价继续平稳运行相

比，5月份美国物价超预期上行，当月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达到 8.6%，

继 3 月份之后再度创下 40 年来新高。发展改革委组织专家对近期国内外物价运

行情况进行再分析、再研判，专家认为美国“通胀暂时论”“通胀见顶论”双双

破灭，必须尽快纠正错误政策才能有效治理高通胀。（国家发改委） 

 

点评：国家发改委组织专家，研判美国高通胀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一是

自私的贸易保护主义。二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三是挑起乌克兰危机并滥用

制裁。专家同时给美国高通胀开出“药方”，认为比一味加息收紧货币政策更

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尽快纠正“损人不利己”的错误政策，加强国际合作，才

能从根本上治理高通胀。一要立即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二要尽快推动俄乌和

平谈判。三要积极合作抗疫。我们认为，西方激进加息、金融收紧将抑制总需

求，会抑制商品价格，但大宗商品供给扰动的问题不能去刻意回避，否则对抗

通胀可能会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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