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资讯

●今日关注

● 金属
1. 国际贵⾦属期货普遍收跌，COMEX⻩⾦期货跌 1.55%报 1781.5美元/盎司，COMEX⽩银
期货跌 3.53%报 22.43美元/盎司。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双双上涨施压贵⾦属。摩根⼤通 CEO
戴蒙：如果美国通胀率继续顽固地处于⾼位，那么美国经济很可能将在 2023年陷⼊衰退，
因为物价的⼤幅上涨届时将会耗尽美国消费者的⽀出潜⼒。欧洲央⾏⾸席经济学家连恩

称，⽬前欧洲的通胀可能接近峰值，并认为有必要进⼀步加息，加息之前应该考虑已经

完成的加息规模。欧洲央⾏⽬前已累计加息 200个基点。

2. 伦敦基本⾦属多数收涨，
3. LME期铜涨 0.17%报 8405美元/吨，
4. LME期锌涨 0.02%报 3126.5美元/吨，
5. LME期镍涨 1.41%报 29085美元/吨，
6. LME期铝跌 0.89%报 2500美元/吨，
7. LME期锡涨 1.65%报 24850美元/吨，
8. LME期铅跌 1.5%报 2205美元/吨。

9. 美国外贸数据继续⾛弱，进⼝上升出⼝下降。欧洲央⾏重申继续加息态度。欧洲限制能源

价格降低原油进⼝，隔夜油价再度⼤跌。美元⼩幅上涨，有⾊⾦属⾼位震荡。隔夜伦铜冲

⾼回落收⼩阳，收于 8400美元，今⽇美铜⼩幅⾼开。隔夜原油⼤跌，伦铝震荡收⼩阴，
收于 2498美元。



● 美国指数
10. 昨⽇相同，在美联储更激进加息、经济前景不明的背景下，⼀众华尔街⼤⾏掌⻔的最新警
告继续使市场承压，周⼆美国三⼤股指⼜度过了⼀个单边下⾏的交易⽇。截⽌收盘，标普

500指数跌 1.44%，报 3941.26点；纳斯达克指数跌 2%，报 11014.89点；道琼斯指数跌 1.03%，
报 33596.34点。简⽽⾔之，摩根⼤通掌⻔杰⽶·戴蒙周⼆再次强调了衰退“飓⻛”将⾄；⾼
盛的所罗⻔和美国银⾏的莫伊尼汉则把重点放在了银⾏内部的薪酬减少和放缓招聘、裁

员。摩根⼠丹利财富管理的⾸席投资官 Lisa Shalett则警告称，随着经济放缓和通胀侵蚀
消费者的购买⼒，⼀些巨头公司可能会在明年遇到超越预期的利润打击。虽然各⾃的观

察⻆度不同，但市场对于未来数⽉的不安已经清晰地跃然纸上。标普 500指数的 11个板
块周⼆⼏乎继续全部下跌，能源(-2.65%)、通讯服务(-2.57%)、信息技术(-2.14%)板块表现
最差，公⽤事业(+0.66%)是唯⼀上涨的板块。⼤型科技股领跌⼤盘，苹果跌 2.54%，微软
跌 2.03%，⾕歌跌 2.51%，亚⻢逊跌 3.03%，特斯拉跌 1.44%，Meta跌 6.79%。芯⽚股集体
下跌，AMD跌超 4%，英伟达跌近 4%，恩智浦半导体跌超 3%，⾼通跌近 3%。清洁能源、
油⽓股集体下跌，燃料电池能源跌超 9%，普拉格能源跌超 7%，Sunworks跌逾 6%，卡隆
⽯油、阿帕奇⽯油跌超 4%。中概股表现明显好于⼤盘，纳斯达克中国⾦⻰指数逆势上涨
1.32%。热⻔中概股也多数⾛强，爱奇艺涨超 5%、理想汽⻋涨 4.48%、哔哩哔哩涨 4.42%、
蔚来涨 3.44%、⼩鹏汽⻋涨 3.09%、腾讯 ADR涨 2.34%、京东涨 1.98%、阿⾥巴巴涨 1.03%。

● 恒生指数
11. 截⾄收盘，恒⽣指数跌 0.40%或 77.11点，报 19441.18点，全⽇成交额 1650.04亿港元；恒
⽣国企指数跌 0.80%，报 6652.95点；恒⽣科技指数跌 1.82%，报 4161.21点。

12. 地产、汽⻋、港资蓝筹等以飘红为主，互联⽹、医药、⾦融等多数飘绿。恒⽣科技指数中，
硬科技跌幅有限，瑞声科技(02018)收升 0.8%。

13. 内房与物管、教育、⻝饮、博彩、交运等板块升幅居前。下跌⽅⾯，新冠概念集体调整，
⽣科、医疗设备与服务、⾦融等板块以下跌为主。

14. 全⾯估值修复的⼏个⽅向，其中点到了教育类，理由是放开之后线下教育活动会显著提

升，教育板块的新⾼教集团(02001)、中国东⽅教育(00667)、中国科培(01890)、中教控股(00839)
全线发⼒。



●农产品
15.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期货周⼆收盘上涨，其中基准期约收⾼ 1.2%，因为有新
的出⼝销售⽣意，⾖粕期货飙升，⼲旱天⽓威胁阿根廷⼤⾖作物。

16. 截⾄收盘，⼤⾖期货上涨 4.75美分到 17.25美分不等，其中 1⽉期约收⾼ 17.25美分，报
收 1455美分/蒲式⽿；3⽉期约收⾼ 16.50美分，报收 1461.50美分/蒲式⽿；5⽉期约收⾼
16美分，报收 1469美分/蒲式⽿。

17. 成交最活跃的 1⽉期约交易区间在 1437美分到 1472.50美分。
18. 美国农业部称，美国出⼝商报告向中国销售了 26.4万吨⼤⾖，向未知⽬的地销售了 24万
吨⼤⾖，均在 2022/23年度交货。分析师称，中国近来进⼀步优化防疫措施，可能提振⼤
⾖需求。

19. 美国农业部将于本周五发布 12⽉份供需报告。接受《华尔街⽇报》调查的分析师预测，
2022/23年度美国⼤⾖期末库存预估可能上调⾄ 2.36亿蒲式⽿，全球⼤⾖期末库存可能不
变。

20. 分析师还猜测美国农业部会下调阿根廷的⼤⾖产量预估，因为阿根廷天⽓持续⼲旱。
21. 美国统计调查局的数据显示，10⽉份美国⼤⾖出⼝量为 978.1万吨，同⽐减少 9%。
22. 世界⽓象公司（World Weather Inc.）表示，拉尼娜现象已经持续 29个⽉，其强度趋于减
弱。到 2023年 1⽉和 2⽉份时拉尼娜现象对世界的影响将会显著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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