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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通早报

日期：2022 年 9 月 5日

【经济要闻】

【国际宏观基本面信息】

1 美国 8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31.5万人，略高于预期的 30万人，远低于 7月的 52.8万人，

增幅创去年 12月以来最小。失业率 3.7%，高于预期和前值的 3.5%，时隔 7个月首次上升。

8月平均每小时工资环比增 0.3%，预期 0.4%，前值 0.5%；同比增 5.2%，预期 5.3%，前值

5.2%。“新美联储通讯社”点评称，非农报告不足以改变美联储对加息趋势的看法，美联

储将在本月晚些时候的会议上将利率提高 50或者 75个基点。

2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欧元区 PPI同比上升 37.9%，高于市场预期的 37.3%，前值

35.8%；环比增速大幅反弹至 4%，超过市场预期的 3.7%，前值由 1.1%上修为 1.3%。

3 七国集团（G7）财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确认，同意对俄罗斯石油及石油产品设定“价格

上限”。俄罗斯停止通过“北溪-1”天然气管道向德国等欧洲国家供气。

4 市场预计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合作伙伴（OPEC+）将于 9月 5日举行会议。

【国内宏观基本面信息】

1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示，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做好跨周期的调节，保持

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助力经济发展。同时，也密切关注国内外的通胀走势，不搞大

水漫灌，不超发货币，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

2 证监会启动 3只 ETF 期权品种上市工作，将按程序批准上交所上市中证 500ETF期权，

深交所上市创业板 ETF 期权、中证 500ETF期权。

3 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中国金

融期货交易所同步发布公告，宣布 QFII、RQFII 的衍生品投资领域从即日起扩围，涉及股

指期权和多个重要大宗商品期货与期权。

4 北交所发布指数编制方案，首只指数为北证 50；北交所制定的融资融券细则也开始向

市场公开征求意见

【当日重要经济数据】

美国劳动节，休市一日或提前收盘。

09:45 中国 8月财新服务业 PMI 55.5 54
09:45 中国 8月财新综合 PMI 54
16:00 欧元区 8月Markit综合 PMI终值 49.2 49.2
欧元区 8月Markit服务业 PMI终值 50.2 50.2
16:30 欧元区 9月 Sentix投资者信心指数 -25.2
17:00 欧元区 7月零售销售月率(%) -1.2 0.3
欧元区 7月零售销售年率(%) -3.7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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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指数思路】

指数震荡，成交不足7500亿元。截至收盘，沪指报 3186.48点，涨 0.05%，成交额

为 3133亿元；深成指报 11702.39点，跌 0.09%，成交额为 4333亿元；创指报 2533.02点，

跌 0.03%，成交额为 1434亿元。

市场资金仍保持谨慎，形势并不明朗，在缺乏增量资金入场的情况下，指数想要企稳

进而走强有一定的难度。二十大已近，注意政策方面是否有新的题材和支持,暂时市场还是

处于一种窄幅震荡的区间内。

【分品种动态】

◆农产品

内外盘综述 简评及操作策略

豆

粕
上周末外围美元高位收稳在 109.60部位；人民币离岸价略贬

于 6.916。欧美股市美弱欧强。美非农岗位增长超预期，但时薪放缓

和失业率走高，这可能给美联储 9 月加息带来回旋余地。美原油盘

中上扬，报 89.33美元/桶，此前七国集团就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

上限达成一致。 芝加哥(CBOT)大豆上周五收高，在美国长周末

前出现空头回补反弹，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走强也提供支撑。

CBOT11 月大豆收涨 25-3/4 美分，结算价报每蒲式耳 14.20-1/2 美

元，但维持在上周四的交易区间内。上周，11月合约每蒲式耳下跌

40-3/4 美分或 2.8%，因临近收割时美国大豆作物前景稳定，以及对

全球经济衰退可能抑制需求的担忧。12月豆油大涨约4%，收涨2.66
美分，结算价报每磅 66.25美分；12 月豆粕收涨 2.40美元，结算价

报每短吨 417.70美元。随着豆油价格上涨，反映豆油价值在豆制品

中所占份额的指标达到 44.84%，为 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三位知

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预计将于今年宣布一项规则，详细规定炼油

行业每年的生物燃料混合规定，期限为三年，而非一年。此举旨在

为生物燃料(包括基于大豆的生物柴油)的炼厂和生产商提供更长期

的确定性。大宗商品经纪商 StoneX 上周四将美国 2022 年大豆单产

预估从上个月的每英亩 51.3蒲式耳上调至 51.8蒲式耳。官方文件显

示，2022 年 9 月 9 日 13:30 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交易协调

中心及联网的各省级粮食交易中心组织开展政策性粮食（大豆）竞

价交易，拍卖国家储备的 50万吨进口大豆。乌克兰农业部表示，该

国农场已经开始收获 2022年的葵花籽和大豆。美国农业部将于 9月
12日发布月度供需报告。美国市场将在本周一因联邦劳动节假期而

休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周一 2400GMT重新开市，交易日期为 9月

框架如前，美豆处于

供需即将对接焦点

转换阶段，供应弹性

下降，需求弹性上

升。大连盘跟随。1
月油粕比回撤至

2.49；粕 11－1在 370
点，反映现货偏稳。

粕 1日内看围绕

3750上下的波动，

宜灵活。

（农产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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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本周二）。

棉

花
外围市场美元指数走低；大豆、玉米和小麦期货收涨。美股

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国际油价上涨，美油、布油均收涨。美棉天气

干旱缓解，12月美棉回补缺口，再次跌停，价格在 103美分。

郑棉 1月合约价格在 14500元附近。

9月 1日，棉花现货指数CCI3128B报价至 15992元/吨（+8），
期现价差-1092（01 合约收盘价-现货价），涤纶短纤报价 7250 元/
吨(+0)，黏胶短纤报价 14200元/吨（+0）；CY Index C32S报价 24485
元/吨（-100），FCY Index C32S(进口棉纱价格指数)报价 30067 元/
吨（-54）；郑棉仓单 13119（+23），有效预报 865（-185）。美国

EMOT M到港价 133.3美分/磅（+0.9）；巴西M到港价 132.3美分/
磅（+0.9）。9月 1日中央储备棉轮入上市数量 6000吨，无成交。

综上，印度棉价高位，美棉 100-105 美分的区间，个人认为

价格合理，不易过度悲观。近期的国内棉价在需求和新棉定价下，

展开博弈；需求方面：随着旺季预期增加、去库加快和棉花价格的

企稳，市场情绪也出现了明显好转。再加上成品库存下降和纺纱利

润好转，纺企及下游的备货积极性均有所提高，中间商的“蓄水

池”也开始发挥作用，下游订单环比改善明显，但同比仍然较弱，

下游企业反映圣诞节订单不及往年，高支纱订单依然稀少。

操作上，长短线均偏

弱对待，考虑外棉二

次跌停，短线再次考

验 14200元附近的

支撑，长线空单续

持。

（苗玲）

◆工业品



研究所

4

内外盘综述 简评及操作策略

钢

材

钢材周五夜盘价格反弹，螺纹 2301合约收于 3683，热卷

2201合约收于 3734。现货方面，2日唐山普方坯出厂价报 3660
（-50），上海地区螺纹钢现货价格(HRB400 20mm)3970元（-50），

热卷现货价格(4.75mm)3860元（-30）。

近日，多地密集出台新一轮稳增长促消费政策，其中提到促

进重点领域消费加快恢复，涉及汽车、家电、住房等。在此背景

下，有专家预计，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将呈温和修复增

长态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根据重点企业上报的周报数据推算，2022
年 8月汽车销量为 229.5万辆，环比下降 5.2%，同比增长 27.2%；

2022年 1-8月，汽车销量为 1677.2万辆，同比增长 1.2%。

据Mysteel数据，上周，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0.85%，环比

增 0.71%，同比降 0.77%；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6.83%，环比增

1.56%，同比增 1.55%；钢厂盈利率 50.65%，环比降 11.26%，同比

降 37.66%。

上周，85家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开工率为 56.74%，环比增

2.92%，同比降 16.51%；平均产能利用率为 45.83%，环比增

6.41%，同比降 22.52%。

上周钢材产量回升明显，需求端周度环比增量有限，钢材库

存降幅收窄。当前钢材供需两端均处于回升阶段，供给端前期回升

相对较快，但近来钢材价格回落钢厂利润走弱，且唐山公布了本年

度的压产任务，云南也因利润原因传言将再次压产，预计钢材产量

方面的恢复速度将减慢。需求端房地产新开工数据未有改善，7、8
月销售偏低，后续难有增长，基建端 6-8月一批财政金融工具预计

仍将支撑短期的基建项目落地。降温后的旺季需求尚未被证伪，但

产量快速回升市场情绪及预期的转弱明显作用于盘面。

短期预计钢材价格

偏弱震荡，等待需求

端兑现情况，若后续

市场证实旺季不旺，

钢材价格或形成新

一轮下探。

(黄天罡)

铁

矿

石

全国 45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为 14036.46，环比增 220.47；
日均疏港量 287.16增 4.07。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0.85%，环比上周增加 0.71%，同比

去年下降 0.77%；

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6.83%，环比增加 1.56%，同比增加

1.55%；

钢厂盈利率 50.65%，环比下降 11.26%，同比下降 37.66%；

日均铁水产量 233.60万吨，环比增加 4.20万吨，同比增加

4.45万吨。

上周钢铁周度终端需求改善有限，整体表现依然疲弱，钢

铁端供给弹性高于需求弹性，钢铁利润修复空间有限，将压制原料

的需求强度；在旺季证伪预期较强环境下，钢铁带动原料价格共振

下跌；随着 9月需求的继续释放和生铁产量的增长，铁矿石价格仍

将有所反复。

短期波段或短线思

路操作，中期宽松格

局不变，保持逢反弹

沽空思路。

(杨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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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焦

现货市场，双焦持弱运行，焦炭第一轮提降逐步落地，幅度

100元/吨。山西介休 1.3硫主焦 2000元/吨，蒙 5金泉提货价 1900
元/吨，加拿大主焦到港价 310美元/吨；吕梁准一出厂价 2450元/吨
（-100），唐山二级焦到厂价 2550元/吨（-100），青岛港准一焦平

仓价 2700元/吨（-100）。

国务院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目标到 2027年，山东深

化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实现重大突破，产

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推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成为经

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钢铁产能实现

应退尽退，推动重要钢铁产业基地工艺流程优化和产品结构升级。

临近消费旺季，市场对需求的担忧再起，上周钢材表需也未

有明显好转，钢厂产量持续回升空间预计有限，焦炭库存开始积

累，现货价格进入调降周期，盘面也跟随下跌。不过临近二十大，

如煤矿生产紧缩，叠加库存低位的影响，价格仍有持稳或小幅反弹

的可能，对焦炭也将形成支撑。

短期双焦下跌抵抗

料将增强，观望为

主。

（李岩）

铝 上周五沪铝偏弱运行，沪铝主力月 2210合约收至 18110元/
吨，跌 60元，跌幅 0.33%。现货方面，长江现货成交价格 18330-18370
元/吨，跌 90元，贴水 55-贴水 15；广东现货 18220-18280元/吨，跌

50元，贴水 165-贴水 105；华通报 18380-18420元/吨，跌 90元/吨。

今日市场询价接货氛围表现较好，下游逢低刚需采买，整体成交表

现尚可。

SMM讯，上周北方地区国产矿价格略有松动，山西、河南地

区部分氧化铝厂因成本高企保持压产状态，对于国产矿的需求有所

下降，因此在矿石成交过程中卖方做出了一定的让利。

欧洲能源危机严峻，德国和法国电价再创历史新高，海外铝

厂维持减产。国内电解铝投复产进度减缓，四川省内电力缓解等待

复工复产。下游需求疲弱未有改善，且多地疫情管控升级拖累消费。

美联储鹰派表态刺激全球市场，大幅加息预期升温，美元指数大幅

走高，利空有色。

操作上，偏空思路对

待，关注下游需求恢

复情况。

（有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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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胶

美国 8月非农数据表现不佳，欧元区 8月 PPI同比增幅再超预

期，海外经济形势难言乐观，上周五美股下跌，欧股反弹，在经历

了持续的下跌之后，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分歧料有所增加。国内工业

品期货指数上周五反弹较多，上周的持续下跌释放了一定的利空风

险，当前面临前低附近支撑，波动料增大，对胶价的压力作用缓

解。行业方面，上周五泰国原料价格继续下挫，胶水价格下跌 1泰
铢毕逼近 45泰铢，在成本端拖累胶价的所面临的支撑也越来越强。

国内海南和云南原料胶水价格上周五全面下跌，主要受到期货胶价

下跌的拖累，在成本端继续压制胶价表现。截至 8月 28日，国内天

然橡胶社会库存 94.9万吨，较上期增加 0.05万吨，环比涨幅

0.05%，较去年同期缩减 4.14万吨，同比跌幅 4.18%，跌幅继续微幅

收窄，目前市场对天胶累库预期依旧较强，对胶价有一定压力作

用。上周五天然胶现货价格小幅下跌（全乳胶 11500元/吨，

-100/-0.86%；20号泰标 1380美元/吨，-30/-2.13%，折合人民币 9511
元/吨；20号泰混 10850元/吨，-110/-1%），市场看空气氛依旧较为

浓重。

技术面：上周五 ru2301下探后小幅回升，胶价再创新低，不

过多头继续坚定抄底，部分空头主动离场，体现出多空分歧巨大，

尽管整体保持跌势，但向下较难流畅，RU2301上方压力在 12500等
位置，下方支撑在 12000上方。

操作建议：空单逢低

考虑减持，关注多空

持仓变动。

（王海峰）

原

油

9月 2日，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表示，针对俄罗斯石油实行

三种价格限制，一种是针对原油的价格，另外两种是针对精炼石油

产品的价格。原油市场交易商正在等待周一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

盟友（OPEC+）召开会议就原油生产水平作出决定。目前 OPEC和

美国的原油产量都已升至新冠大流行爆发初期以来的最高水平。调

查显示，OPEC最近一个月产量达到 2960万桶/日，而美国 6月份产

量增至 1182万桶/日。两者都创 2020年 4月以来的最高纪录。

OPEC+联盟的联合技术委员会（JTC）在修改了今年全球石油市场过

剩为 40万桶/日，低于早先的 90万桶/日预测。经济数据方面，尽管

中国制造业指数有所回升，意味着经济趋于稳定，但是仍然在临界

线以下。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8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为
49.4%，较上月上升 0.4个百分点。谈判代表：如果俄罗斯削减天然

气供应，欧盟买家可能会提出赔偿要求。伊拉克原油生产和出口仍

在继续，没有受到 8月 29日在首都巴格达爆发的致命抗议活动的影

响。但中断的风险仍然很高。香港万得通讯社报道，美国至 8月 26
日当周 API原油库存增加 59.3万桶，预期减少 63.3万桶，前值减少

563.2万桶。IEA执行董事 FatihBirol表示：如果没有技术公司和服

务提供商的支持，俄罗斯的石油前景将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大部分

增长将来自地质更复杂的油田，北极、海上等。分析师称，叙利亚

的内战风险提高使该国的原油生产受到威胁，这些因素交织起来使

操作思路以短期高

位震荡偏弱为主，关

注布伦特原油震荡

区间 90-100 美元 /
桶，注意止盈止损。

（黄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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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价格得到提振。

操作建议: 市场预计 OPEC+将在会议上讨论减产事宜，国

际油价反弹，但全球经济表现疲软抑制了涨幅。NYMEX原油期货

10合约 86.87涨 0.26美元/桶或 0.30%；ICE布油期货 11合约 93.02
涨 0.66美元/桶或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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