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息悬念再起

机构：警惕美国金融市场波动风险

本报记者 张枕河

当地时间7月26日，美联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5.25%至5.5%区间。 这是美联储自2022年3月进入本轮加息周期以来第11次加息，累计加息幅度达525个基点。 在今年6月的货币政策会议后，美联储曾宣布暂停加息。

业内人士表示，从目前看，此次加息是否为美联储本轮最后一次加息仍存悬念，通胀水平、就业等关键经济数据仍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前景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美国金融市场而言，短期内固定收益资产的风险或小于股票等风险资产。

通胀仍存不确定性

美联储于当地时间7月26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5.25%至5.5%水平，达到自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联储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最近的指标表明美国经济活动持续温和扩张，近几个月就业增长强劲，失业率保持低位，但通货膨胀率仍居高不下。 美国银行体系健康而富有韧性，家庭和企业的信贷条件收紧可能会对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造成压力，相关影响程度仍然不确定。

声明还说，美联储依然高度关注通胀风险。 为实现充分就业和通胀目标，美联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5.25%至5.5%水平，使委员会能够评估更多信息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此外，美联储将继续按计划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美国通胀水平没有回落至2%的目标位前，维持更久更高的利率水平仍有必要。 当前通胀仍存不确定性，市场不能只聚焦过去一个月的通胀数据。

对于市场关注的“9月是否继续加息”问题，鲍威尔指出，加息的全部影响还未显现，美联储未来的加息行动将取决于数据。 “如果数据显示有需要，我们可能会在9月加息。 ”展望美国经济前景，鲍威尔表示，仍然对经济能够实现“软着陆”抱有希望，即通胀下降、失业率保持相对较低水平、经济衰退得以避免。

货币政策前景不明

专家表示，当前美联储货币政策前景仍存不确定性。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和机构观点也存在一定分歧。

瑞银财富管理表示，本次加息将是这个周期的最后一次加息。 正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所说，通胀放缓反映了疫情后市场逐渐趋于平稳，以及美联储的限制性货币政策显效，这些因素可令美联储暂停加息。 不过，7月会议结果显示，投资者还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加息周期将结束，风险仍然存在。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认为，美联储仍有可能在年内继续加息一次，正如鲍威尔指出，未来两个月的通胀数据将成为决定是否继续加息的关键。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指出，美联储声明保持谨慎模糊 ，但对经济韧性的认可暗示加息周期还未结束。 鲍威尔表示9月或更晚依旧存在加息可能，不能确认7月为最后一次加息，市场需要警惕紧缩周期拉长。

风险资产不确定性增加

机构人士表示，近期投资者需要警惕美国金融市场波动风险，特别是美股等风险资产不确定性将有所增加。

瑞 银 财 富 管 理 表 示 ， 尽 管 最 近 的 信 号 表 明 通 胀 放 缓 和 美 国 经 济 具 有 韧 性 ， 但 风 险 仍 然 存 在 。 在 这 种 背 景 下 ， 固 定 收 益 资 产 相 对 于 股 票 的 上 行 空 间 更 大 。 该 机 构 青 睐 更 具 防 御 性 、 更 高 质 量 的 固 定 收 益 细 分 市 场 。

程 实 表 示 ， 美 国 短 期 金 融 市 场 不 确 定 性 降 低 ， 但 长 期 经 济 难 言 乐 观 。 短 期 来 看 ， 美 国 银 行 流 动 性 保 持 稳 健 。 截 至 6 月 ， 美 国 货 基 市 场 和 回 购 市 场 的 流 动 性 分 别 超 过 5 . 5 万 亿 美 元 和 2 . 1 万 亿 美 元 ， 流 动 性 充 足 支 持 回 购 市 场 和 银 行 间 流 动 性 稳 定 ， 这 进 一 步 推 动 了 6 月 美 国 商 业 银 行 信 贷 活 动 的 边 际 改 善 。 短 期 经 济 韧

性 强 劲 支 持 美 国 维 持 约 束 利 率 水 平 在 高 位 并 停 留 更 久 。 中 长 期 来 看 ， 鲍 威 尔 指 出 ， 美 国 经 济 不 能 轻 言 乐 观 ， 他 只 能 用“路 径 符 合 ” 来 形 容 美 国 经 济 走 向 。 长 期 信 贷 条 件 紧 缩 对 总 需 求 的 负 面 影 响 可 能 是 非 线 性 的 。 同 时 ， 投 资 者 很 难 观 察 到 信 贷 紧 缩 对 金 融 市 场 的 风 险 冲 击 。

景顺亚太区（日本除外）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庭预计，短期内美国金融市场会持续震荡。 未来数月美股或将回吐近期的部分升幅，美元将在未来12个月走弱。

券商积极布局绩优上市公司

●本报记者 胡雨

近期，包括北交所公司在内的A股上市公

司2023年半年报陆续发布。 除公司业绩变动

外，券商等市场重要机构的持股情况也是市场

关注重点。 截至7月27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

时，多家绩优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名单中出

现了券商身影。

多家公司股东现券商身影

东方精工日前披露了2023年半年报。 作

为一家聚焦高端智能装备制造方向的上市公

司， 东方精工2023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2.06亿元，同比增长39.10%。 从公司披露的前

十大股东情况看，截至6月30日，中信证券合

计持股1243.56万股，持股比例达到1%。 值得

关注的是，中信证券是在今年二季度新入围东

方精工前十大股东序列的。

结合当前上市公司披露的2023年半年

报，一些券商的重仓股陆续浮现。 Wind数据

显示，截至7月27日发稿，东方精工、万通液

压、民士达、藏格矿业前十大股东序列中均出

现了券商的身影， 涉及的券商包括中信证券、

招商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开源证券等。

万通液压、 民士达均为北交所上市公司，

其券商股东也都是在今年二季度新入围前十

大股东序列的。 截至6月30日，江海证券持有

万通液压96.98万股股份，为公司第十大股东，

持股比例为0.81%； 开源证券持有民士达

152.68万股股份，为公司第五大股东，持股比

例为1.04%。

从基本面情况看，万通液压、民士达在今

年上半年均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主要从事液

压油缸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万通液压，上半年

实现归母净利润3610.55万元， 同比增长

86.12%；主营芳纶纸及其衍生品研发、生产和

销售的民士达， 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4002.65万元，同比增长49.09%。

看好绩优股及业绩改善方向

从上述券商重仓股风格看，券商偏爱上半

年业绩增长的标的。 当下，聚焦半年报绩优公

司成为不少券商推荐的布局思路。

广发证券策略研究首席分析师戴康认

为， 稳增长政策渐进式出台有利于A股向更

低估值区域寻找业绩线索。 在维持2023年A

股“修复市” 判断的同时，戴康建议后续配置

可关注五条主线：一是地产、券商；二是资本

开支和存货增速位于底部、 收入已经改善的

行业，如家电、家具、纺织服装；三是具备出口

韧性的行业，如通用机械、汽车及零部件、商

用车；四是数字经济AI+方向的光模块，以及

AI赋能提估值的环节，如游戏、广告营销；五

是“中特估-央国企重估” 方向的油气开采、

炼化。

记者梳理发现，一些标的尽管上半年业绩

出现下滑， 但其券商股东在二季度仍然加仓。

截至2023年6月30日，藏格矿业前十大股东中

有3位都来自券商，中信证券、招商证券、中信

建投证券分别为藏格矿业第八、九、十大股东，

持股数量分别为1776.61万股、1615.80万股、

1222.84万股。 藏格矿业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

比下滑，但与一季度末数据相比，中信证券、招

商证券在今年二季度选择继续加仓。

对于藏格矿业，不少券商在研究报告中仍

对其未来价值给予肯定，主要原因是公司二季

度业绩出现环比改善。光大证券分析师赵乃迪

表示，考虑到公司锂钾铜资源储量丰厚，锂钾

主业在稳产基础上逐年高产，叠加新增产能落

地放量可期，看好藏格矿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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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机构研判

中国资产吸引力增强

●本报记者 李莉

当前美联储小幅加息对金融市场

产生的影响已经不明显。业内人士称，

一方面，美元告别强势走势，推动外资

流入新兴市场， 影响中国资产走势的

外围干扰因素有望消退；另一方面，政

策稳步发力，中国经济稳健复苏，企业

盈利预期持续上修， 市场风险偏好逐

渐改善。内外积极因素汇聚下，中国资

产吸引力持续增强。

外围干扰因素有望消退

美联储表示未来是否进一步加息

将视数据而定，这为美联储9月暂停加

息留出空间。 美元指数走势反映出市

场认为美联储表态偏“鸽”派。在美联

储公布7月利率决议后，美元指数直线

跳水，随后维持震荡走势。 Wind数据

显示，7月27日亚市交易时段， 美元指

数再度走低； 截至7月27日记者发稿

时，美元指数日内跌幅为0.42%。 年初

以来，美元指数累计跌幅近2.8%。

7月27日， 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公布，2023年7月27日银

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

美元对人民币7.1265元， 前一交易日

中间价报7.1295元，单日调升30基点。

至此， 人民币中间价实现连续六个交

易日调升。

“下半年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升值

前景基本确立。 ”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

分析师张静静表示，“美联储政策转

向前景及其与欧日央行货币政策的边

际反差意味着下半年美元指数有望跌

至95，再加上中国央行已经打开货币

政策工具箱， 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风

险基本消除，升值可期。 ”

张静静认为， 未来一年中国权益

资产的确定性正在增强。首先，日前召

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积极信号；

其次，若专项债落实提速、地产融资改

善， 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回

升，中国经济大概率持续向好；再次，

地产与制造业等实物部门将继续向

好，8月至12月中国出口增速将持续

回升。

外资加速流入A股市场

美元趋弱预期下， 中国经济稳健

向好，人民币资产获得全球资金青睐。

作为外资机构参与中国A股市场的重

要渠道，7月以来北向资金大幅加仓。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7日收

盘， 今年以来北向资金累计净买入

2045.87亿元， 同比增长超300%。 其

中，7月25日北向资金全天净买入

189.83亿元，创年内新高。

摩根士丹利基金主动权益投资团

队表示，美联储有望结束加息周期，流

动性有望趋于宽松， 政策面更加积极

友好，A股具备估值扩张基础。四季度

全球货币政策有望进入共振阶段，北

向资金也有望呈现净流入趋势。

贝莱德基金首席投资官陆文杰认

为，经济活动逐步恢复，中国企业有望

实现双位数盈利增长。 从估值层面来

看，经历了2021年以来的充分调整，A

股不少板块的估值已经极具吸引力。

谈及下半年A股配置策略， 摩根

士丹利基金主动权益投资团队表示，

鉴于今年温和复苏可能性较大， 市场

结构上或更偏成长与消费风格， 建议

投资者重点关注现代化产业体系下的

高端制造、 信息技术板块及估值优势

明显的医药、消费行业。

险企新一轮招兵买马

金融科技人才成香饽饽

●本报记者 陈露

7月以来，险企开始新一轮人才招聘，包括中

国平安、新华保险、人保财险等在内的多家险企及

其分公司发布招聘计划，既有社会招聘，也有部分

企业备战2024届校园招聘，招募暑期实习生以提

前锁定人才。从招聘信息来看，金融科技类岗位依

然是险企的重要招聘岗位。

业内人士认为， 险企对金融科技类人才的

需求，符合保险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趋势。险企一

方面要持续强化数字化思维和理念， 另一方面

要充分借助人工智能等创新驱动夯实底层技术

基础。

偏爱金融科技类人才

中国平安网站近期更新了社会招聘岗位，招

聘公司包括平安集团旗下平安寿险、平安产险、平

安银行、平安科技等。“新华保险人才招聘” 公众

号7月中旬发布新一轮社会招聘信息，招聘包括法

律、风险、审计、财务等10余类岗位。 光大永明人

寿总公司通过校园招聘、 社会招聘等方式招聘偿

付能力分析岗、信息科技岗人员。

当前正值暑假，也有部分险企或其分公司为

即将到来的2024届校园招聘提前招揽人才。 比

如，人保财险重庆分公司启动2023年暑期实习生

暨2024年校园招聘储备人才招募，人才需求包括

业务管理类、综合类、理赔类等多个岗位。

此外，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开展2023年“保

险有未来，就业大舞台” 线上招聘公益活动。 据

了解， 目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正在举办百日千

万保险行业专场，面向全行业、高校毕业生及社

会求职者开展线上招聘活动，活动将持续至9月

中旬。

从招聘计划来看，险企人才需求多样，但从

很多迹象来看，金融科技类人才是各家险企招聘

的重点。 比如，新华保险信息技术部、研发中心共

招聘包括需求分析岗、数据管理岗、核心业务系

统维护岗等八类岗位，招聘人数和岗位数量超过

其他部门。

由于 IFRS17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7

号———保险合同》） 新会计准则在2023年实行，

部分险企还招聘金融科技人才以进行IFRS17相

关系统的建设等工作。 新华保险部分岗位职责便

包括制定、审核IFRS17相关的系统建设方案与计

划；制定、审核IFRS17相关的系统测试方案与计

划；财务类IFRS17相关应用系统技术支持、运营

维护及数据维护等。

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

对人才的招聘，通常能反映出公司发展方向。

业内人士认为， 险企招聘金融科技人才符合保险

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趋势。

从实践来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险企共识，各

家险企不断推动数字化转型。 比如，中再集团于7

月25日发布数字化转型拓扑图和路线图；人保健

康于7月18日推出虚拟数字人。

“数字化转型是保险业未来发展的重大机

遇。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副会长王玉祥日前表示，

保险企业一方面要持续强化数字化思维和理念的

转变，强化顶层推动，在转型推进中开拓创新，重

点突破，持之以恒；另一方面要夯实数字化转型基

础， 充分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新突破夯实底

层技术基础，服务保险业融入产业，推动保险行业

高质量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险企将加快数字化转型

作为下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中国人寿表示，要

在数字化转型上持续发力；中国人保表示，要更

加突出创新驱动，加快构建“保险+服务+科技”

的保险新商业模式，持续推动产品创新，着力强

化科技创新，深化体制改革创新。

风险资产不确定性增加

机构人士表示，近期投资者需要警惕美

国金融市场波动风险，特别是美股等风险资

产不确定性将有所增加。

瑞银财富管理表示，尽管最近的信号

表明通胀放缓和美国经济具有韧性，但风

险仍然存在。 在这种背景下，固定收益资

产相对于股票的上行空间更大。 该机构青

睐更具防御性、更高质量的固定收益细分

市场。

程实表示，美国短期金融市场不确定

性降低，但长期经济难言乐观。 短期来看，

美国银行流动性保持稳健。 截至6月，美国

货基市场和回购市场的流动性分别超过

5.5万亿美元和2.1万亿美元， 流动性充足

支持回购市场和银行间流动性稳定，这进

一步推动了6月美国商业银行信贷活动的

边际改善。 短期经济韧性强劲支持美国维

持约束利率水平在高位并停留更久。 中长

期来看，鲍威尔指出，美国经济不能轻言

乐观，他只能用“路径符合” 来形容美国

经济走向。 长期信贷条件紧缩对总需求的

负面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 同时，投资者

很难观察到信贷紧缩对金融市场的风险

冲击。

景顺亚太区（日本除外）全球市场策略

师赵耀庭预计，短期内美国金融市场会持续

震荡。未来数月美股或将回吐近期的部分升

幅，美元将在未来12个月走弱。

加息悬念再起

机构：警惕美国金融市场波动风险

当地时间7月26日， 美联储

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

调25个基点到5.25%至5.5%区

间。 这是美联储自2022年3月进

入本轮加息周期以来第 11次加

息，累计加息幅度达525个基点。

在今年6月的货币政策会议后，美

联储曾宣布暂停加息。

业内人士表示，从目前看，此

次加息是否为美联储本轮最后一

次加息仍存悬念，通胀水平、就业

等关键经济数据仍是美联储货币

政策前景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美

国金融市场而言， 短期内固定收

益资产的风险或小于股票等风险

资产。

● 本报记者 张枕河

通胀仍存不确定性

美联储于当地时间7月26日宣布，将联

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25个基点到

5.25%至5.5%水平，达到自2001年以来的最

高水平。

美联储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最近的

指标表明美国经济活动持续温和扩张，近几

个月就业增长强劲，失业率保持低位，但通

货膨胀率仍居高不下。美国银行体系健康而

富有韧性，家庭和企业的信贷条件收紧可能

会对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造成压力，相关

影响程度仍然不确定。

声明还说，美联储依然高度关注通胀风

险。 为实现充分就业和通胀目标，美联储决

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5.25%

至5.5%水平， 使委员会能够评估更多信息

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此外，美联储将继

续按计划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随后的记者会上

表示， 在美国通胀水平没有回落至2%的目

标位前， 维持更久更高的利率水平仍有必

要。 当前通胀仍存不确定性，市场不能只聚

焦过去一个月的通胀数据。

对于市场关注的“9月是否继续加息”

问题，鲍威尔指出，加息的全部影响还未显

现， 美联储未来的加息行动将取决于数据。

“如果数据显示有需要， 我们可能会在9月

加息。 ” 展望美国经济前景，鲍威尔表示，仍

然对经济能够实现“软着陆” 抱有希望，即

通胀下降、失业率保持相对较低水平、经济

衰退得以避免。

货币政策前景不明

专家表示，当前美联储货币政策前景仍

存不确定性。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

专家和机构观点也存在一定分歧。

瑞银财富管理表示，本次加息将是这个

周期的最后一次加息。 正如美联储主席鲍

威尔所说，通胀放缓反映了疫情后市场逐渐

趋于平稳，以及美联储的限制性货币政策显

效，这些因素可令美联储暂停加息。 不过，7

月会议结果显示，投资者还不能理所当然地

认为加息周期将结束，风险仍然存在。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认为，美联

储仍有可能在年内继续加息一次，正如鲍威

尔指出，未来两个月的通胀数据将成为决定

是否继续加息的关键。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指

出，美联储声明保持谨慎模糊，但对经济韧

性的认可暗示加息周期还未结束。 鲍威尔

表示9月或更晚依旧存在加息可能，不能确

认7月为最后一次加息，市场需要警惕紧缩

周期拉长。

新华社图片

数据显示， 截至

7

月

27

日

收盘，今年以来北向资金累计

净买入

2045.87

亿元，同比增长

超

300%

。

2045.8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