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资讯

● 今日关注

1.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江西南昌、上饶考察时强调，要加快已定助企纾困等政策举措

实施进度，推进改革开放，有力应对国内外环境超预期变化，稳就业稳物价，稳定

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切实保障民生。

2.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召开专题会议，会同交通运输部研究做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

确保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助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3. 银保监会近日专题研究金融支持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要求银行业保险业主动采

取精准有效措施，全力以赴帮助货运物流行业纾困解难。一是加大资金支持；二是

帮扶重点群体；三是提升服务效率。银保监会同时要求创新担保方式，加强保险保

障。

4. 华储网发布关于 2022 年第四批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竞价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竞

价交易 4 万吨。

5.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天举行记者会，谈及俄乌谈判。普京称，

基辅“脱离”俄乌双方在伊斯坦布尔谈判时达成的共识，俄乌谈判陷入僵局。

6. 俄乌谈判乌克兰代表团团长阿拉哈米亚表示，关于乌克兰安全保障协议的谈判继续

在线进行。阿拉哈米亚说，乌方仍然坚持伊斯坦布尔公报，并没有改变其立场。唯



一的区别是，乌方不考虑伊斯坦布尔公报中没有包括的其他问题，这可能导致对谈

判进程现状产生误解。

7. 两名知情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政府预计最早将于周三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 7.5 亿美

元的军事援助，以帮助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军队。美国白宫上周表示，自俄乌冲突发

生以来，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 17 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8. 美国总统在最新的讲话中称，美国 3 月份 70%的通胀归咎于“普京推动的汽油价格

上涨”。拜登表示，美国环境保护署将发布一项紧急豁免措施，允许在 6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期间销售混合 15%乙醇的汽油。

9. 美联储贴现率会议纪要显示，在 3 月的 FOMC 会议之前，达拉斯和纽约联储主席

寻求将贴现率提高 50 个基点至 0.75％，其他 10 家地区联储主席投票支持上调贴

现率 25 个基点。

10. 美国 3 月未季调 CPI 同比上涨 8.5%，创 1981 年 12 月以来新高，高于预期的 8.4%，

前值为 7.9%；3 月季调后 CPI 月率录得 1.2%，创 2005 年 10 月以来新高，与预

期一致；美国 3 月核心 CPI 月率录得 0.3%，续创 2021 年 9 月以来新低。据金融

博客零对冲，至少 6 家华尔街银行称，美国 3 月季调后 CPI 是这波通胀的顶峰。数

据公布后，美联储掉期交易显示交易员削减了 2022 年的加息幅度预期，现货黄金

上破 1970 美元。

11. 月报显示，欧佩克 3 月份原油产量增加 5.7 万桶/日至 2855.7 万桶/日；俄罗斯 2022

年石油日产量预测下调 53 万桶，至 1123 万桶。另外，欧佩克将 2022 年全球原油



需求增速预测从 420 万桶/日下调至 367 万桶/日；将 2022 年全球对 OPEC 原油需

求预测削减 10 万桶/日。

12. EIA 短期能源展望报告显示，2022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期为 242 万桶/日，此前

为 313 万桶/日。预计 2022 年 WTI 原油和布伦特原油价格分别为 97.96 美元/桶和

103.37 美元/桶，此前预期分别为 101.17 美元/桶和 105.22 美元/桶。

13. 俄罗斯能源部下属的燃料和能源行业中央调度办公室发出一份书面通知，称自 4 月

8 日起无限期停止提供石油生产和出口的统计数据，并拒绝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14. 有消息人士称，4 月 11 日，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凝析油产量下降至 976 万桶/日；

3 月份的平均产量为 1101 万桶/日。

15.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恢复 2015 年核协议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谈判

团队一直在抵制并将继续抵制对伊朗的“过分要求”。美国违背在伊核协议中的承

诺，现在陷入“违背承诺的困境”，走进“死胡同”。伊朗不存在这种情况。

16. 斯里兰卡财政部发表声明称，该国政府决定，在完成债务重组前，暂时中止偿还全

部外债。

17. 美国至 4 月 8 日当周 API 原油库存变化值录得 775.7 万桶，为 2021 年 3 月 5 日当

周以来最大增幅。。



● 贵金属

1. COMEX 黄金期货收涨 1.13%报 1970.3 美元/盎司，连涨四日，创一个月以来新高；

COMEX 白银期货收涨 2.27%报 25.555 美元/盎司。美债收益率下降提振金价。美

国通胀继续飙升，美联储 4 月加息 50 个基点预期增强。

2.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 3 月 CPI 同比上升 8.5%，继续刷新逾 40 年新高，升幅

也高于市场预期；3 月 CPI 环比上升 1.2%，持平于预期，并创 2005 年 10 月以来

新高。不包含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升 6.5%，不及预期的 6.6%；环比上升

0.3%，续创 2021 年 9 月以来新低。美国 3 月实际收入环比下跌 1.1%，跌幅超预

期，为连续第 12 个月下降。

● 基本金属

1. 伦敦基本金属收盘多数上涨，LME 铜涨 1%报 10302.5 美元/吨，LME 锌涨 2.58%

报 4400.5 美元/吨，LME 镍涨 0.08%报 32510 美元/吨，LME 铝涨 0.8%报 3274

美元/吨，LME 锡跌 0.87%报 43000 美元/吨，LME 铅涨 1.57%报 2419.5 美元/吨。

2. 普京：俄遭遇物流等领域困难，经济中长期风险增加。美国 3 月 CPI 年率达到 8.50%，

创下 1981 年 12 月以来的最高，大幅高于前值 7.90%，也高于预期值 8.40%。但

美国核心通胀环比近期首次开始下降，机构下调美国远期通胀预期。欧元区 4 月

ZEW 经济景气指数录得-43，为 2020 年 3 月疫情以来新低。美国 CPI 数据再次爆

棚，隔夜美元上涨创近期新高，有色金属全线上涨。隔夜伦铜高开高走大涨收中阳，



今日小幅高开于 10317 美元。隔夜伦铝高开高走收小阳，今日小幅低开于 3272 美

元。

● 美国指数
1. 美国上演跳水行情，三大股指开盘后大幅走高，道指和标普 500 指数一度涨逾 1%，

纳指最高涨 2%，在投资者权衡最新通胀数据后，市场开始出现抛售，三大指数最

终悉数收跌。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跌 0.26%，报 34220.36 点；纳斯达克指数跌

0.30%，报 13371.57 点；标普 500 指数跌 0.34%，报 4397.45 点。

2. 大型科技股涨跌不一，苹果涨 1.15%，亚马逊跌 0.22%，Meta 跌 1.07%，谷歌-A

跌 0.86%，微软跌 1.12%，奈飞跌 1.12%，英伟达跌 1.88%。新能源汽车股多数

下挫，特斯拉涨 1.13%，蔚来跌 1.22%，小鹏汽车跌 3.08%，理想汽车跌 1.27%，

Nikola 跌 2.63%，法拉第未来涨 4.20%，Workhorse 跌 3.60%，Lordstown 跌

2.81%，Lucid 跌 1.89%，Rivian 跌 3.42%。

3. 热门中概股悉数走低，阿里巴巴跌 1.77%，京东跌 0.62%，拼多多跌 1.78%，哔哩

哔哩跌 9.54%，百度跌 1.55%，新东方涨 3.40%，网易跌 2.92%，微博跌 1.54%，

腾讯音乐跌 1.61%，爱奇艺跌 4.28%，滴滴跌 3.53%。此外，美国劳工部周二公布

的数据显示，美国 3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升 8.5%，高于预期的 8.4%，创

1981 年 12 月以来新高。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对此表示，降低通胀是央行目前的主

要任务，今年将迅速提高利率至中性水平。



● 恒生指数
1. 恒生指数开盘涨 70.88 点或 0.33%，报 21279.18 点。国企指数涨 0.54%，报 7247.77

点。红筹指数涨 0.4%，报 4013.26 点。大市盘前成交 26.89 亿港元。

2. 蓝筹方面，腾讯控股(00700)早盘高开 2.88%，报 363.8 港元，贡献指数 43.18 点。

其他蓝筹方面，网易-S(09999)涨 4.49%、京东集团-SW(09618)涨 2.23%、龙湖集

团(00960)涨 2.98%、安踏体育(02020)涨 1.7%、汇丰控股(00005)涨 0.56%。

3. 全国妇联、教育部等 11 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21

—2025 年)》，《规划》指出，完善家庭教育政策措施，推动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纳入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健康教育服务、儿童友好城市(社区)建设

等。发酵的主要是枫叶教育（01317）。

4. 朝鲜半岛局势有点紧张，军工板块有一些异动，如中船防务（00317）、中航科工

（02357），基本上也就是炒作。

● 外汇
1. 纽约尾盘，美元指数涨 0.36%报 100.3367。欧元兑美元跌 0.53%报 1.0825，英镑

兑美元跌 0.21%报 1.3001，澳元兑美元涨 0.47%报 0.7453，美元兑日元跌 0%报

125.388，美元兑加元涨 0.05%报 1.2644，美元兑瑞郎涨 0.18%报 0.9329。离岸

人民币兑美元涨 0.18%，USDCNH 报 6.3767。

2. 欧俄局势推动美元震荡偏强，后续仍受局势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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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产品
1.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期货周二收盘上涨，基准期约收涨 0.9%，因为俄

乌冲突持续，黑海地区的农产品出口继续中断，美国将提高生物燃料掺混，对大

豆市场构成支持。

2. 截至收盘，大豆期货上涨 14.50 美分到 22.25 美分不等，其中 5 月期约收高 15

美分，报收 1670.25 美分/蒲式耳；7 月期约收高 19.75 美分，报收 1660.50 美

分/蒲式耳；11 月期约收高 21.25 美分，报收 1507 美分/蒲式耳。

3. 成交最活跃的 5 月期约交易区间在 1657 美分到 1682.75 美分。

4. 美国白宫称，总统拜登将宣布夏季提高汽油中生物燃料掺混率的计划，旨在遏制

飙升的燃料成本。该计划将允许美国人从 6 月 1 日到 9 月 15 日期间继续采购 E15

汽油－－即汽油中掺混 15%的乙醇。

5. 分析师称，这则消息对大豆市场存在潜在利好。

6. 阿根廷的卡车司机的罢工进入第二天，司机们要求提高谷物和牲畜的运费，应对

飙升的通货膨胀。阿根廷近 85%的谷物通过卡车通往港口。阿根廷是全球头号玉

米、大豆和豆粕出口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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