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资讯 
 

● 今日关注 

1. 俄罗斯卫星网昨日消息，对于此前美国总统拜登涉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言论，莫斯科

方面 21 日表示，这让俄美关系处于“断交边缘”。卫星网称，俄罗斯外交部当天

就拜登此前涉普京言论向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递交了抗议照会。据莫斯科方面称，这

些言论让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之间的关系处于“断交边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本月 16 日报道，拜登此前以国际社会和美国正就乌克兰战事进行调查为

由，没有将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称作“战争罪”，但在当天一个与此无关的活动上，

他对记者说，他认为普京是“战争犯”。对此，俄方迅速作出回应，称这“绝对不

能容忍、不能接受和不能原谅”。当地时间 21 日，俄罗斯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召见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并就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不可接受的

言论进行抗议，向美国大使递交了一份抗议照会。俄外交部表示，美国总统的这种

言论，不符合一个如此高级别政治家的身份，使美俄关系处于破裂的边缘。俄方警

告美方，对俄罗斯采取的敌对行动将受到坚定和坚决的反击。 

2. 据俄新社报道，当地时间 3 月 21 日，俄罗斯政党公正俄罗斯党议员向俄罗斯国家

杜马（俄联邦会议下议院）提交了俄罗斯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草案。“今日俄

罗斯”援引俄新社报道称，为了保护俄罗斯联邦国家利益和实行保护主义政策，该



  

 

法律草案建议废除 2011 年 12 月 16 日在日内瓦签署的《关于俄罗斯联邦加入<建

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的议定书》，以及废除于 2012 年 7 月 21 日生效

的《关于批准俄罗斯联邦加入<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的议定书》的联

邦法律，以此作为对（美西方）制裁的回应。 

3. 周一下午，克里姆林宫表示，与乌克兰谈判尚未达成协议。据俄乌谈判乌方代表称，

俄乌双方当日举行约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从基辅时间上午 10 时 30 分至 12 时，随

后双方以工作组的模式继续进行讨论。 

4. 欧盟成员国当地时间 21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外长会议，讨论对俄罗

斯加码制裁，最终未能就对俄实施能源禁运达成共识。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爱

尔兰等国外长呼吁欧盟加大对俄罗斯能源产业的制裁力度，把实施石油禁运作为第

五轮对俄制裁的一部分。德国、荷兰等国反对上述建议，其中德国是对俄罗斯能源

依赖程度最高的欧盟国家之一。 

5. 当地时间 3 月 21 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谈判中最终

会做出哪些妥协将由乌克兰公民投票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乌克兰国家公共电视和

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这些问题包括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安全保障问题等。 

6. 当地时间 3 月 21 日，美国总统拜登与法国、德国、英国及意大利的最高领导人就

俄乌局势举行了会谈，表达了对军事行动中产生平民伤亡的关切，强调了对乌提供

持续支持和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性，并讨论了为促成俄乌停火而做出的外交努力。 



  

 

7.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可以很好地断定我们需要迅速采取更多行动。如有需要，

美联储将加息 25 个基点以上。如果美联储需要加息至中性利率之上，我们会这样

做。同时鲍威尔认为，认为明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没有上升。 

8. 里士满联储主席巴尔金表示，可以再次调整 50 个基点来应对通胀，可以以更快的

速度加息，但已经影响到债券市场。  

9. 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表示，预计今年将加息 6 次，明年再加息 2 次；预计年

底通胀率为 4.1%，GDP 增长率为 2.8%。他呼吁美联储应该尽快在资产负债表上采

取行动。周一美联储掉期显示 2022 年美联储还将加息 7 次，每次加息 25 个基点，

5 月加息约 41 个基点。 

10. 沙特方面表示，胡塞武装的袭击最终将影响石油生产。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石油短缺，

沙特并不负责。沙特阿美首席执行官称其仍然是可靠的供应商，胡塞武装的袭击可

能会对未来的供应产生影响。  

11. 周一，LME 期镍连续第四个交易日开盘下跌，跌幅 15%，触及跌停。伦敦金属交易

所（LME）表示，3 月 21 日第二场镍的场内交易将被视为受到干扰，所有商定的交

易将无效。 

12. 印度石油部长表示，印度目前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很少。未来 3 至 4 个月，印度从

俄罗斯购买的石油不会超过 3 天的供应。  

13.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准备做出“艰难的决定”，让伊朗核项目重回《联合全面行

动计划》（JCPOA）的限制。不过，双方既不会立即达成协议，也不确定是否会重

新签署伊朗核协议。 



  

 

14. 央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同时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持社会融资适度增长；确定实施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的政策安排，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强力支撑。 

 

● 贵金属 

1. COMEX 黄金期货跌 1.12%报 1921.5 美元/盎司，COMEX 白银期货跌 1.88%报

25.135 美元/盎司。本周，COMEX 黄金期货跌 3.2%，COMEX 白银期货跌 3.92%。

周五晚间中美领导人视频对话，市场情绪稳定，贵金属震荡判断。 

2. 美联储理事沃勒表示，美联储应该考虑在未来的会议上加息 0.5 个百分点并从 7 月

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以遏制“狂暴”的通胀。美联储布拉德透露，他支持今年将

利率提高到 3%以上。美联储巴尔金表示，预期是将有“很多次”加息。预计美联

储将很快就缩表做出决定。如果预期开始下滑，对加息 50 个基点持开放态度。 

 

● 基本金属 

1. 伦敦黄金期货收跌 0.21%报 1925.3 美元/盎司，COMEX 白银期货收涨 0.25%报

25.15 美元/盎司。鲍威尔暗示加快加息步伐。利率上升会抑制黄金的吸引力。美联

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必要时将单次加息超过 25 个基点；美联储将调整政策

以实现目标；长期通胀预期保持稳定；美联储制定政策时必须着眼于通胀的实际进



  

 

展，而不是假设短期内供给侧出现重大缓解。美联储博斯蒂克预计，今年将加息 6

次，明年再加息 2 次；控制通货膨胀是 2022 年首要任务，美联储将“竭尽全力”；

美国有能力提高石油和小麦产量，但这需要时间。 

 

● 美国指数 

1. 美股美国三大指数集体收跌，终结日线四连阳。截至收盘，三大股指小幅下跌，道

琼斯指数跌 0.58%，报 34552.99 点；标普 500 指数跌 0.04%，报 4461.18 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 0.40%，报 13838.46 点。 

2. 大型科技股涨跌不一，(按市值排列)苹果涨 0.85%，微软跌 0.42%，谷歌-A跌 0.02%，

亚马逊涨 0.15%，英伟达涨 1.06%，Meta 跌 2.31%。 

3. 电动汽车方面，特斯拉涨 1.74%，Lucid 跌 1.09%，Rivian 跌 4.47%。波音收跌

3.59%。中概股大跌，纳斯达克金龙指数跌 4.33%，收于 7095.25 点。热门中概股

普遍走低，贝壳跌 14.13%，满帮跌 9.61%，哔哩哔哩跌 9.58%，腾讯音乐跌 8.10%，

雾芯科技跌 7.95%，拼多多跌 6.13%，京东跌 5.67%，阿里巴巴跌 4.35%，爱奇艺

跌 3.45%，微博跌 3.27%，百度跌 1.58%。造车新势力也全数走低，蔚来跌 2.88%，

小鹏汽车跌 5.04%，理想汽车跌 6.60%。 

 

● 外汇 

1. 纽约尾盘美元指数涨 0.27%报 98.4923。欧元兑美元跌 0.31%报 1.1017，英镑兑

美元跌 0.08%报 1.3168，澳元兑美元跌 0.2%报 0.7399，美元兑日元涨 0.28%报



  

 

119.4725，美元兑加元跌 0.25%报 1.2592，美元兑瑞郎涨 0.19%报 0.9336。离岸

人民币兑美元跌 0.06%，USDCNH 报 6.3710。 

2. 欧俄局势推动美元震荡偏强。 

3. 新一轮疫情冲击下人民币升值势头放缓；疫情结束后人民币有望继续震荡偏升。 

 

● 恒生指数 

1. 恒生指数开盘涨 410.67 点或 1.92%，报 21823.07 点。国企指数涨 2.21%，报

7529.34 点。红筹指数涨 1.29%，报 3997.08 点。大市盘前成交 52.17 亿港元。 

2. 蓝筹方面，阿里巴巴-SW(09988)早盘高开 6.56%，报 104.8 港元，贡献指数 101.24

点。其他蓝筹方面，药明生物 (02269)涨 5.98%、腾讯(00700)涨 2.94%、美团-

W(03690)涨 2.87%、安踏体育(02020)涨 3.08%。 

3. 俄乌冲突还在继续，根据环球时报近日报道，欧洲已经出现抢购葵花油、面粉等情

况。粮食安全问题对国内而言不是问题，关键是化肥，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化肥生

产和出口国，如果没有足够化肥特别是钾肥，将会引起粮食减产，会引起全球范围

内的粮食短缺和价格上涨。去年化肥价格普遍上涨一倍以上，就已推升了种粮成本。

主要品种中国心连心化肥(01866)、中化化肥(00397)。 

4. 3 月 21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正式印发《“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

施方案》，明确提出到 2025 年，新型储能由商业化初期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具

备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条件。主要品种有信义能源(03868)，预计公司将今年全年收购

目标由 600 兆瓦(MW)上调至 700 兆瓦。 

 



  

 

● 农产品 

1.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期货周一强劲上涨，基准合约收高 1.4 个百分点，

并且一度突破 17 美元关口，这主要是受到原油期货大涨的提振。 

2. 截至收盘，大豆期货上涨 22.75 美分到 26.5 美分不等，其中 5 月期约收高 23 美

分，报收 1691 美分/蒲式耳；7 月期约收高 26.5 美分，报收 1672.25 美分/蒲式

耳；11 月期约收高 23.25 美分，报收 1490.00 美分/蒲式耳。 

3. 成交最活跃的 5 月期约交易区间在 1666.75 美分到 1710.00 美分。 

4. 原油上涨令生物能源吸引力增强，而豆油是美国生产生物燃料的主要原材料。 

5. 与此同时，交易商继续关注南美大豆生产。巴西大豆收获已完成 70%左右，头号

产区马托格罗索的收获基本结束。南方地区的收获结果显示大豆损失很大，巴西

大豆产量预计将会降到 1.25 亿吨左右。在阿根廷，上周核心区天气干燥令人担忧。

由于阿根廷大豆生长发育比巴西大豆要晚，因此产量损失仍有增加的可能。不过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两周降雨可能提高，有助于防止产量进一步损失。需要指出的

是，南美大豆产量受损已经大多在芝加哥大豆期价中得到消化。 

6. 美国农业部周一上午表示，周度大豆出口检验量为 544,986 吨，低于一周前的

796,785 吨。报告出台前分析师预计周度检验量介于 50 万至 85 万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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