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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事件点评，一览商品大势（08 月 26 日）

2022 年第 34 周（8月第 4周），市场虽面临全球央行年会政策引导的不确

定性，但国内 24 日国常会推出 19 项接续性政策，进一步聚焦稳经济，提振市场

信心。本周多数商品期货品种上涨，其中，硅铁、焦煤、铁矿、LPG、纯碱，周

度分别上涨 11.3%、9.5%、9.1%、8.1%和 8.0%，为最强商品序列；粳米、石油沥

青、鸡蛋、20 号胶、橡胶，周度分别下跌-2.3%、-1.7%、-0.9%、-0.5%、-0.2%，

为最弱商品代表。年初迄今为止，原油、生猪、低硫燃料油、豆二、LPG，分别

上涨 54.4%、42%、39%、30.2%、27%，是累计涨幅最大品种；玻璃、棉花、沪锡、

PVC 和乙二醇，分别下跌-29.7%、-24.4%、-23.7%、-23.4%和-23%，是累积跌幅

最大商品。文华商品指数，周度涨幅 3.5%，重回 5周均价，连续四周震荡反复。

本周周度要闻及点评如下：

1、中央层面实质出手，通过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工具推进保交楼工作

19 日夜,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

行等有关部门近日出台措施，完善政策工具箱，通过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方式支

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建设交付。

据悉，此次专项借款精准聚焦“保交楼、稳民生”，严格限定用于已售、逾

期、难交付的住宅项目建设交付，实行封闭运行、专款专用。通过专项借款撬动、

银行贷款跟进，支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建设交付，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有关部门强调，“保交楼、稳民生”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法治化、市场化原则，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任，落实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切实

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在做好“保交楼、稳民生”工作的同时，对逾期难交付背

后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对项目原有预售资金被挪用的，追

究有关机构和人员责任。(新华社）

点评：2022 年上半年，房地产成为我国经济中最主要的拖累项，房地产业

对 GDP 累计同比的贡献率为-13.6%，创 20 年来新低。稳定房地产、“保交楼”、

提信心，“稳住经济大盘”，成为市场关键词。

2022 年 8 月 19 日晚间，权威媒体披露，“住建部、财政部、央行等有关部

门近日出台完善政策工具箱，通过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方式支持已售逾期难交

付住宅项目建设交付”。这意味着，在穷尽地方手段、夯实各方主体责任的基

础上，中央层面开始实质出手推进“保交楼、稳民生”，预计对提振企业微观

主体信心，有重要意义。

2、国常会进一步释放政策积极信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4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及时果断施策，保

持合理政策规模，用好工具箱中可用工具，加力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又不搞

大水漫灌、不透支未来。在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同时，再实施 19 项接续政策，

形成组合效应，推动经济企稳向好、保持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争取最好结果。

其中包括：一是增加 3000 亿元以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额度，依法用好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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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元专项债结存限额。持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和传导效应，降低融资

成本。二是核准开工一批基础设施等项目，项目要有效益、保证质量，防止资金

挪用。出台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平台经济发展。允许地方“一城一策”运用信贷

等政策，合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为商务人员出入境提供便利。三是对

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缓缴一个季度。四是支持中央发电企业等发行 2000 亿元债

券，再发放 100 亿元农资补贴。五是持续抓好物流保通保畅。六是各部门要迅即

出台政策细则，各地要出台配套政策。（摘自新华社）

点评：回顾近来高层重要会议，5 月 23 日，国常会推出 33 项举措；5 月 25

日，召开稳住经济大盘会议；8 月 24 日，国常会推出 19 项接续性政策。从 33

项举措到 19 项接续举措，间隔仅 3个月，稳经济大盘仍是政府的主要焦点，今

年余下的时间，国内货币政策环境依然较为宽松。

本次国常会，聚焦基础设施、地产、平台经济以及经济大省，明确提出派

出督导小组赴经济大省联合办公，增加 3000 亿元以上政策性金融工具额度和

5000 亿元专项债限额，并提出要持续释放 LPR 改革和传导效应，降低企业融资

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允许地方“一城一策”灵活运用信贷等政策等。这为市

场强化经济恢复增长的政策支持，提振市场信心。

3、年内二次下调政策利率，稳经济形势迫切

25 日，欧洲央行公布 7 月议息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很多成员认为，

欧洲央行将关键利率上调 50BPs 是合适的，一些成员主张加息 25BPs。欧洲央行

决策者认为，持续的高通胀提高了长期通胀预期无法控制的风险，近期通胀压力

加剧，中期通胀风险也有所增加。成员们一致认为，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道路上

采取进一步措施是适当的。（同花顺）

点评：7月 21 日，欧洲央行在 7 月议息会议中，将基准利率意外提高 50BPs，

提前结束了负利率政策。在俄乌危机、欧洲能源危机等复杂环境中，会议纪要

表明，欧洲央行对通胀的担忧十分严重，认为“持续的高通胀构成的长期通胀

预期脱锚的风险越来越大”。目前，货币市场定价的 9月和 10 月议息会议将分

别加息 50 个基点，也就是说，欧央行基准利率将在 10 月升至 1%，为十余年高

位。届时，美欧利差或因此收窄，持续疲弱的欧元或将得以喘息，而美元上行

动能预计相对趋弱，美元转弱预计对大宗商品将带来提振。

4、全球央行年会将传递重要市场政策信号

美东时间 8 月 25 日-27 日全球央行官员和经济学家齐聚一堂，分享对经济

前景和货币政策走向的看法。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将于 8 月 26 日在全球央

行年会上发表讲话，讨论经济前景，其讲话内容可能预示着美国货币政策的走向。

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之所以被称之为政策拐点“晴雨表”，主要在于历年年会

主要央行官员都会释放新的信号，或改变政策方向，或采取新的行动，对未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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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政策及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文华财经）

点评：今年的全球央行年会主题，是“重估经济与政策的约束条件”。美

联储 2020 年对长期货币政策战略做出了重要修订，正式提出了“平均通胀目标

值”；2021 年首次释放 Taper 信号，因此会议关注度很高。如同美联储一年八

次例会一样，杰克逊霍尔会议也是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工具”，鲍威尔发言

是市场的焦点。截止到 8 月 26 日，CME 联储利率观察显示，美联储 9 月 22 日议

息会议中，加息 75 个基点的概率提升至 60%，加息 50 个基点的概率为 40%。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

2022.08.26



周度要闻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