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资讯

●今日关注

● 金属
1. 国际国际贵⾦属期货普遍收涨，COMEX⻩⾦期货涨 2.1%报 1715.8美元/盎司，COMEX
⽩银期货涨 2.42%报 21.425美元/盎司。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双双⾛低提振贵⾦属价格上涨。
欧盟⽅⾯表示，因美国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破坏美欧之间“公平竞争”环境，欧盟已向
美⽅发出书⾯警告，并将考虑采取报复性措施。欧元区 9⽉零售销售同⽐降 0.6%，好于
预期的降 1.3%。环⽐则上升升 0.4%，为 2022年 1⽉以来最⾼值。

2. 伦敦基本⾦属集体收涨，
3. LME期铜涨 1.76%报 8054美元/吨，
4. LME期锌涨 1.09%报 2917.5美元/吨，
5. LME期镍涨 1.86%报 23830美元/吨，
6. LME期铝涨 0.34%报 2345美元/吨，
7. LME期锡涨 4.28%报 19750美元/吨，
8. LME期铅涨 0.15%报 2039.5美元/吨。
9. 欧元区 9⽉零售销售年率 -0.6%，预期-1.3%，前值-2.00%。乘联会：中国 10⽉份⼴义乘
⽤⻋零售量同⽐增加 7.2%。国产⼤⻜机 C919签 300架新订单；四部⻔印发建材⾏业碳达
峰实施⽅案。美国部分经济数据不佳，欧洲央⾏官员强调加息，隔夜美元继续下跌欧元⼤

涨，有⾊⾦属全线上涨。隔夜伦铜回踩 5⽇均线后反弹收中阳，收于 8054美元，今⽇美
铜⼩幅⾼开。隔夜原油⼤跌，伦铝⾼位震荡收⼩阳，收于 2345美元。



● 美国指数
10. 周⼆，就在市场期待共和党取得中期选举⼤捷并提振市场情绪的背景下，加密货币圈⼦
的腥⻛⾎⾬⼀度⼤幅拖累美股三⼤指数，好在股指尾盘企稳并最终悉数收涨。截⽌收盘，

标普 500指数涨 0.56%，报 3828.11点；纳斯达克指数涨 0.49%，报 10616.20点；道琼斯指
数涨 1.02%，报 33160.83点。⼤型科技股多数上涨，奈⻜涨近 2%，⾕歌、苹果⼩幅跟涨，
Meta、亚⻢逊微跌；芯⽚股普涨，格芯涨超 8%，阿斯⻨涨逾 4%，意法半导体涨近 4%，
台积电、恩智浦半导体涨超 3%。在标普 500成分股中，太阳能逆变器⽣产商 SolarEdge
以 19.13%的涨幅领跑，康捷国际物流(+9.06%)和房地产投资信托Welltower(+7.55%)位列
⼆、三。跌幅榜⽅⾯，游戏公司 Take-Two(-13.68%)、美国联合能源(-6.37%)和美敦⼒(-6.25%)
位列前三。有⾊、贵⾦属板块涨幅居前，⾦⽥涨超 13%，美国⻩⾦涨超 7%，世纪铝业涨
超 8%。中概股周⼆整体跟随市场波动，纳斯达克中国⾦⻰指数收跌 0.53%。

● 恒生指数
11. 截⾄收盘，恒⽣指数跌 0.23%或 38.60点，报 16557.31点，全⽇成交额 1047.29亿港元；恒
⽣国企指数跌 0.60%，报 5602.61点；恒⽣科技指数跌 1.56%，报 3343.76点。

12. 地产、⾦融等蓝筹以飘红为主，互联⽹、医药、消费等多数下跌。恒⽣科技指数中，汽⻋
领跌，快⼿-W(01024)收升 0.9%。

13. 中药、游戏、博彩、电⼒、⾦属等板块内个别股份飘红。下跌⽅⾯，内房、电⼦、创新药、
医疗服务、汽⻋等板块以下跌为主。

14. 近⽇，⼯信部等四部⻔联合印发《建材⾏业碳达峰实施⽅案》，⽂件提出，“⼗五五”期间，
建材⾏业绿⾊低碳关键技术产业化实现重⼤突破，原燃料替代⽔平⼤幅提⾼，基本建⽴

绿⾊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确保 2030年前建材⾏业实现碳达峰。受益于政策⾯利好。
作为基建与地产产业链的重要⼀环，建材板块今年整体表现不佳，但碳中和带来新的催

化，如洛阳玻璃(01108)、信义光能(00968)、福莱特玻璃(06865)。



●农产品
15.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期货市场周⼆收盘互有涨跌，其中基准期约收低 0.3%，
主要是因为中国需求担忧，明年美国⼤⾖产量可能增加。

16. 截⾄收盘，⼤⾖期货上涨 4美分到下跌 6.75美分不等，其中 11⽉期约收⾼ 4美分，报收
1444美分/蒲式⽿；1⽉期约收低 3.75美分，报收 1446.50美分/蒲式⽿；3⽉期约收低 4.75
美分，报收 1453.25美分/蒲式⽿。

17. 成交最活跃的 1⽉期约交易区间在 1440.50美分到 1454美分。
18. 交易商仍在评估全球头号⼤⾖进⼝国中国的需求⻛险。中国新增病例⼈数激增，令放宽
限制措施的希望更加渺茫，中国的⼤⾖需求前景令⼈担忧。

19. 美国农业部早间宣布了⼤⾖⽣意，限制了⼤⾖价格的跌幅。美国农业部称，美国私⼈出⼝
商报告向墨⻄哥出售了 14.4万吨⼤⾖，向中国出售了 13.87万吨⼤⾖，向未知⽬的地销售
了 13.2万吨⼤⾖，均在 2022/23年度交货。

20. 美国农业部将于周三发布 11⽉份供需报告。分析师普遍认为美国⽟⽶和⼤⾖单产预估与
10⽉份的数据相⽐没有变化，不过他们预计美国农业部会上调美国 2022/23年度⼩⻨、⽟
⽶和⼤⾖期末库存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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