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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通早报

日期：2023 年 2 月 6日

【经济要闻】

【国际宏观基本面信息】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当地时间周四表示，全球央行需要向金融市场表明，需要在更

长时间内将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以使通胀持续地回落至目标水平，并避免物价压力出现

反弹。

2 美国 1月非农新增就业人数 51.7万，远超预期的 18.5万，前值从 22.3万修正为 26万。

失业率下降至 3.4%，创 53 年新低，低于预期的 3.6%，前值为 3.5%。平均时薪同比增长

4.4%，略高于预期的 4.3%。劳动参与率有所上升。

3 美国 1月 ISM 服务业 PMI为 55.2，创 2020年中以来最大单月升幅，新订单飙升，商业

活动增强。ISM数据与同日公布的Markit PMI不吻合。美国 1月Markit服务业 PMI反弹至

46.8，但仍连续七个月萎缩

【国内宏观基本面信息】

1 2月 3日公布的 1月财新服务业 PMI升至 52.9，较前值 48上升 4.9，高于预期 51
2 本周央行开始回收市场流动性，净回笼资金达 7200亿元人民币，算上由于春节调休，

央行在 1月 28日和 29日进行的两次公开市场操作，节后的首个工作周，央行回笼的资金量

超过万亿。

3 中国央行：房地产贷款增速回落 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提升

4 截至 1月 31日晚十二点，全 A（含科创板、北交所）约 2588家上市公司发布年报业绩

预告或业绩快报，整体披露率为 53.56%。从整体来看，A股预喜情况为近年来业绩预告的

最低水平。

【当日重要数据 】

18:00 欧元区 12月零售销售月率(%) 0.8 -0.3
欧元区 12月零售销售年率(%) -2.8 -2.7

【证券指数思路】

指数早盘下探，午后回升，跌幅收窄。截至收盘，沪指报 3263.41点，跌 0.68%；深成

指报 12054.30点，跌 0.63%；创指报 2580.11点，跌 0.85%。成交 9147亿元。当成交额较

大而股指涨幅不太明显时，就说明市场抛压较重，未来能否稳定延续较强势头取决于量能

的变化和内外资能否形成合力，继续拉锯震荡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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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品种动态】

◆农产品

内外盘综述 简评及操作策略

棉

花
美棉震荡，区间还在之前的 80-90 美分，连续三周美棉出

口签约数据转好。市场关注点有美棉种植意向，用棉需求是否回

暖，印度棉产量的问题。美棉主产棉区降水，降温普遍；美棉种

植有机构预期减少 12%附近，根据粮棉比，棉花种植优势低，减

少种植面积是预期内，关注放在减少多少，个人认为减少 10-15%
都比较合理。美棉出口转好，全球用棉消费有好转的苗头，继续

关注。巴基斯坦用棉产量在 77-81 万吨，产量基本落地。印度棉

价稳定 97美分附近，订单在 1月中旬厚出现好转，古邦的开机率

在 60%，行业预期 2 月以后需求继续好转，日上市量在 2 万吨附

近，截止 1月 24日印度棉上市量在 187万吨，是去年同期的 2/3。
巴西主产棉区播种提速，但远慢于去年同期，较去年同期减少

21%。

郑棉走势偏强，市场的焦点在原料补库行情。国内郑棉现

货价格在 15900 元以上。纱线价格涨在 23600 元附近，花纱价差

缩小至 600 元附近。商业库存在 462 万吨，近 5 年的低点，主要

受疫情影响；工业库存 55万吨，绝对低区域；纱线的库存去化到

半个月附近，高的时候 40天附近，布的库存去化在一个月附近，

高的时候 40天附近。各地区纱厂的开机率小幅上调，新疆地区的

大型纱厂开机在 80-85%左右，中小型纱厂维持在 70-75%，江

浙、山东、河南大型纱线厂开机在 65%，中小型的开机在 50%，

广州佛山布厂开机率在 20%偏低，新增订单不足，报价偏谨慎。

美国 1月非农超预期增长，失业率创下 1969年 5月以来的

最低，显示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担心经济进入“衰退”从而制

约美联储加息的逻辑不攻自破。非农公布后，3月加息 25个基点

的概率已经升至近 100%，而 5月再加息 25个基点的概率也翻倍

至 60%。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变化导致上周五美股下跌。周末还

有个事非常热，咱们国内的一个气象气球，失控流浪到美国上

空。两边因为这事闹的很不愉快，老美宣布推迟原本的访问计

划。

综上，宏观面转偏

空，油价延续下跌；

美棉震荡。国内的焦

点在补库，金三银四

是传统小旺季，预期

在此之前郑棉偏强为

主。操作低吸做多参

与，前期多单续持。

（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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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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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盘综述 简评及操作策略

钢

材

钢材周五夜盘价格翻红，螺纹 2305合约收于 4073，热卷

2305合约收于 4117。现货方面，3日唐山普方坯出厂价报 3810
（平），上海地区螺纹钢现货价格(HRB400 20mm)4130元（-60），

热卷现货价格(4.75mm)4130元（-10）。

美国 1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增 51.7万人，创 2022年 7月来

最大增幅，预期增 18.5万人，前值自增 22.3万人修正至增 26万人。

唐山自 2023年 2月 4日 18时启动重污染天气Ⅱ级应急响应。

据Mysteel数据，1月底对全国主要样本高炉生产企业进行调

查，其产品生产成本较上月上升，幅度在 100元/吨左右。数据显

示，当前螺纹钢平均含税成本为 4123元/吨，环比上涨 94元/吨，涨

幅 2.3%；热卷平均含税成本为 4243元/吨，环比上涨 82元/吨，涨幅

2.0%
上周，Mysteel调研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7.41%，环比增加

0.72%，同比增加 2.55%；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4.32%，环比增加

0.18%，同比增加 2.81%；钢厂盈利率 34.20%，环比增加 1.73%，同

比下降 48.92%。上周，全国 87家独立电弧炉钢厂平均开工率为

7.66%，环比增加 1.86%，同比增加 3.33%。

周度钢材供应小幅回升，需求仍低，库存大幅累积。海外方

面美国 1月极强的就业数据，使得市场对后续降息可能转向悲观，

美元指数再次回升，压制商品价格。国内钢材供应端长流程开工率

逐步抬升，短流程方面前期开工率处在节日低位水平，后续预计将

陆续开工，整体供应将持续上行，恢复速度加快。需求端上周消费

量回升缓慢，螺纹表需仍在百万吨之下。国内钢材消费恢复较供应

偏慢，库存仍将持续累积，海外需要关注市场情绪的转变。

预计短期内钢材价

格仍将处于回调状

态，但中长期对国

内经济和消费恢复

的预期不变。

(黄天罡)

铁

矿

石

全国 45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为 13911.29，环比增 185.46；
日均疏港量 263.67增 12.84。
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7.41%，环比上周增加 0.72%，同

比去年增加 2.55%；

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4.32%，环比增加 0.18%，同比增加

2.81%；

钢厂盈利率 34.20%，环比增加 1.73%，同比下降 48.92%；

日均铁水产量 227.04万吨，环比增加 0.47万吨，同比增加

7.69万吨。

春节后第一周终端需求复工缓慢，预期元宵节后恢复加快，

钢厂利润环比持续改善，高炉开工率和铁水产量环比增加，春节期

间钢厂消耗厂内库存为主，进口矿库存下降明显，节后钢厂对铁矿

石仍有补库需求，叠加海外发运季节性走低，对矿价有一定的支

撑；矿石市场下方受到钢厂补库需求和发运淡季的支撑，上方压制

点在于钢厂低利润和现实需求尚未恢复下市场情绪波动。

短期矿石市场仍将

高位震荡运行，仍需

关注监管对价格的

影响。

(杨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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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焦

现货市场，双焦暂稳运行。山西介休 1.3硫主焦 2200元/吨，

蒙 5金泉提货价 1910元/吨，吕梁准一出厂价 2450元/吨，唐山二级

焦到厂价 2550元/吨，青岛港准一焦平仓价 2700元/吨。

唐山自 2023年 2月 4日 18时启动重污染天气Ⅱ级应急响应。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2023年，将持续提升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质效，把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做好对投

资的融资保障，支持社会领域加快补短板，不断优化进出口贸易金

融服务，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力支持经济运

行整体好转。

现货市场，短期唐山钢厂限产将预计双焦现货调降压力，不

过钢厂盈利好转叠加双焦库存低位，仍将限制现货回调空间，价格

料难有趋势性。同时需求预期仍旧稳中向好，基差难有持续拉大的

空间，盘面低位料有支撑。

短期受钢厂限产影

响，盘面料维持低

位震荡走势，暂时

观望。

（李岩）

铝 上周五沪铝偏弱运行，沪铝主力月 2303合约收至 19095
元/吨，跌 25元，跌幅 0.13%。现货方面，长江现货成交价

格 18980-19020元/吨，涨 40元，贴水 120-贴水 80；广东现

货 19020-19080元/吨，涨 40元，贴水 80-贴水 20；华通报

19040-19080元/吨，涨 50元。现货市场，持货商挺价惜售，

下游普遍看涨、入市采购积极性也有所改善，但买方维持按

需补货为主，整体成交量相对有限。

3日美股盘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就业形势报告显示，

美国 1月非农超预期增长，增幅是市场预期的两倍有余。具

体数据显示，美国 1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51.7万人，

显著强于市场预期的 18.5万人，为 2022年 7月以来的最高

水平，表明在美联储试图放缓经济增长之际，劳动力市场依

然强劲。

海外各国央行加息纷纷落地，市场预测紧缩周期可能接

近尾声，但美国 1月非农数据意外强劲，引发更多加息的担

忧，美元走势强劲，有色承压。国内西南地区水电压力较大，

云南减产预期走强，枯水期供给压力不容忽视。下游需求仍

处淡季，铝锭及铝棒库存超预期积累至近几年高位，节后需

求复苏仍需时间兑现。短期供应扰动预期抬升以及加工企业

陆续回归，消费兑现概率大大增强，但铝锭社库延续累积，

对铝价向上驱动形成牵制，沪铝或继续承压运行。

操作上建议观望或

短线。

（有色组）



研究所

6

天

胶

美国 1月非农就业人数大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保持偏紧货

币政策的预期增强，美元指数大幅反弹，美股承压回落，原油、

LME铜等主要大宗工业品亦受压明显。国内经济保持复苏局面，不

过年后市场乐观情绪骤然降温，国内工业品期货指数持续走弱，对

胶价带来压力和波动影响。行业方面，上周五泰国原料价格普遍回

落，受到国内外期货价格下跌的拖累较为明显，不过原料价格保持

近期偏高水平仍对干胶带来一定成本支撑作用，同时缓解 RU的高

估值压力。上周五国内天然橡胶现货价格下跌（全乳胶 12125元/
吨，-150/-1.22%；20号泰标 1455美元/吨，-10/-0.68%，折合人民币

9804元/吨；20号泰混 10930元/吨，-70/-0.64%），随着价格的回

落，现货市场买盘情绪升温，有利于胶价的止跌。

技术面：上周五 RU2205下探 12600后小幅回升，经过上周的

持续下跌，空头情绪有所释放，下方 12500-12600料发挥阶段性支

撑作用，不过胶价阶段性走势偏空，短期料保持低位震荡局面，上

方短期压力保持在 12900附近，关键压力在 13100附近。

操作建议：轻仓波段

交易为主，短期逢反

弹保持偏空思路。

（王海峰）

原

油

从当地时间 2月 5日开始，欧盟开始对俄罗斯石油产品正

式实施价格上限。这是自去年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欧盟第三次在石

油领域对俄罗斯施加制裁。根据欧盟委员会此前发布的公告，欧盟

具体的限价措施为，对俄罗斯生产的柴油等较昂贵的石油产品设定

每桶 100美元的价格上限，对较便宜的石油产品设定每桶 45美元上

限。欧盟方面表示，将对价格上限进行持续监测，并在未来进行酌

情调整。周五（2月 3日），波罗的海交易所的主要海运指数 BDI
收盘下跌，创下 2020年 6月以来的最低点。波罗的海干散货运费指

数（BDI）报收 621点，比周四下跌 19点或 3%。当周 BDI指数下

跌 55点或 8.1%，这也是连续第五周下跌。BDI指数曾在 2008年 5
月份创下 11,793点的历史最高值，在 2016年 2月 10日创下 290点
的历史最低点。美国纽约天然气价格飙涨，严寒天气将气价推升至

最近 20年新高。美国能源部副部长 Turk表示，能源部寻求停止

2023财年的石油储备销售。国际能源公司康菲表示，欧洲是美国海

湾液化天然气的长期市场。美国至 1月 27日当周 EIA天然气库存下

降 1510亿立方英尺，前值下降 910亿立方英尺。2月 2日报道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到访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联合发

布会上表示，乌克兰收到了欧盟委员会关于乌克兰欧盟候选国地位

调查问卷第二部分的报告，这将成为政府官员进一步工作的基础。

北京时间 2月 2日凌晨，美联储开启年内首次加息，宣布加息 25个
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4.50%-4.75%。对于本次加

息 25个基点，美联储表示，持续加息是适当的，通胀有所缓解，但

仍处于高位，高度重视通胀风险。操作建议:欧美经济衰退忧虑再度

发酵，且市场在观望中国燃料需求能否进一步复苏，国际油价继续

下跌。NYMEX原油期货 03合约 73.39跌 2.49美元/桶或 3.28%；ICE

操作思路以短期震

荡偏弱为主，关注布

伦特原油震荡区间

75-85 美元/桶，注意

止盈止损。

（黄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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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油期货 04合约 79.94跌 2.23美元/桶或 2.71%。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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