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市汇市双双下挫 新兴市场经历痛苦时期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股市大跌，货币贬值，新兴市场

似乎麻烦缠身。

近段时间以来， 新兴市场货币

的抛售潮不断蔓延， 股市也受到牵

连。在美联储准备加息的背景下，新

兴市场正经历一段痛苦时期。

货币抛售潮愈演愈烈

继上周出现猛烈的抛售潮之后，

本周投资者仍继续抛售新兴市场货

币。 追踪

20

个最活跃发展中国家货

币的基准指数已经连续第八周下挫，

这种情景还是近

15

年以来的首次。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林吉特汇率跌至

1998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土耳其里

拉汇率继续刷新历史新低。 而在昨

日，泰铢兑美元汇率跌至近

6

年以来

的新低，俄罗斯卢布兑美元汇率下跌

0.6%

至

65.38

。 此外，随着铜价下跌，

智利比索汇率跌至

12

年低点。

印尼财政部昨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 该国

7

月份出口同比下降

19.2%

，创下自

2012

年

8

月份以来

的最大跌幅。受此影响，印尼盾兑美

元汇率昨日跌至

13851

水平， 创下

自

1998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今年以

来， 印尼盾已累计贬值

10.6%

。 此

外，韩元兑美元汇率连续下跌，再度

刷新

2011

年

1

月以来的新低，显示

外国投资者对韩国经济增长信心不

足，正在加速撤离韩元资产。

花旗外汇和利率策略部负责人

路易斯表示， 当前新兴国家外汇市

场出现了“协调一致”的抛售行动，

预计将继续。 “我们的资金流监控清

楚显示， 投资者正急剧调整美元对

新兴市场货币的仓位。 随着人民币

此前大幅贬值及美联储接近加息，

新兴市场套息交易越来越不具有吸

引力。 ”此外，摩根士丹利甚至将巴

西雷亚尔、秘鲁索尔、韩元、泰铢和

新加坡元列入“十大问题”货币。 摩

根士丹利认为， 即使相关部门出手

进行外汇干预， 会限制这些货币进

一步贬值的幅度， 但贬值方向不会

改变。 美银美林日前也调降了包括

人民币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货币在

年底之前的汇率预估。

美联储加息魔咒再现

新兴市场货币正承受近

15

年

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抛售潮。 与此同

时， 近期新兴市场股票基金连续第

五周出现资金流出， 今年以来资金

流出的总规模达到

319

亿美元。 而

在昨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连续第

三天下跌， 创下自

2011

年

10

月以

来的新低。受曼谷爆炸事件影响，泰

国股市

SET

指数大跌超过

2.5%

，创

下近

15

个月以来的新低。 吉隆坡

Areca Capital

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

表示，在美联储确定加息时机之前，

新兴市场资本流出将会继续。

由此可见， 美联储还没有加息，

全球资产已开始“闹翻天”，围绕新兴

市场投资的避险情绪正越来越高涨。

巴克莱银行昨日表示，美联储已经就

下一步行动下定决心，因此预计美联

储将会在

9

月加息。穆迪分析首席经

济学家赞迪表示，美联储在

9

月份的

会议上已经没有退路， 必须加息，因

为已经没有比这更好的加息时机。丹

麦银行分析师在致客户报告中指出，

到目前为止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给新

兴市场货币带来的打击比美联储加

息预期更严重。 不过，一旦美联储开

始加息，就可能会成为比大宗商品价

格疲软更为重要的因素。

有分析人士表示，尽管人民币贬值

引发市场震动，但市场投资者依旧认为

美联储将会坚持按原计划进行

9

年来

的第一次加息，这无疑会迫使资本流出

新兴市场。在新兴市场货币成为强势买

入货币之前，预计新兴市场还要经历一

段痛苦的时期。北欧银行首席分析师斯

文森预计，新兴市场货币下半年将保持

疲软，如果美联储加息，新兴市场货币

可能会经历一段低迷期。

大宗商品再“躺枪” 铜铝价格触及6年低位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美联储准备加息， 新兴市场动

荡， 围绕大宗商品投资的避险情绪

始终没有散去。

在昨日的欧洲交易时段，

LME

铜价刷新

200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一度跌破

5000

美元大关，铝价也刷

新

2009

年以来的新低。 此外，国际

油价也徘徊在近

6

年以来的低位。

金属价格全年处于承压态势，

在上周人民币贬值之后的跌势有所

扩大。有分析人士表示，金属商品价

格一方面受到中国需求疲软的打

压， 另一方面也因矿产商增产而承

压。高盛则认为，铝和钢铁价格尤其

面临下跌压力。

澳新银行分析指出， 从基本面

看，未来数月大宗商品市场仍存在下

行风险， 特别是铁矿石和原油价格。

有投资者认为，大宗商品价格集体动

荡是美联储加息的“预演”。美国合众

银行财富管理公司高级投资策略师

Rob Haworth

表示，贵金属市场出现

了一些“投降式抛售”，正是因为投资

者认为美联储将在

9

月加息。

对于大宗商品投资者来说， 美联

储加息脚步越来越近的确让人感到揪

心。现在，许多新兴市场货币特别是商

品货币跟随大宗商品而产生 “异动”，

拉美货币近期遭遇的抛压最为严重。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大宗商品价格暴

跌引发商品货币走软，间接推升美元，

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花旗集团分析师指出， 从历史角

度看， 黄金通常都会比铜更早进入上

涨周期， 但在黄金市场未出现明显稳

定的涨势之前， 认定铜矿市场已经触

底似乎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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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一线城市房价环比全部上涨 深圳领先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

7

月份全国

70

个大中城

市新房与二手房价格环比均继续

上涨，但涨幅有所收窄。 各地分化

进一步加剧，一线城市房价环比全

部上涨，继续领涨全国，而大部分

三线城市房价环比仍然下降。 业内

人士认为， 各地成交量出现回落，

房价涨幅收窄，市场已经开始显现

降温趋势。

数据显示，

7

月份

70

个大中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

市有

31

个，比

6

月增加

4

个；二手

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比

6

月减

少

3

个。 从涨幅看，

7

月份

70

个大

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

格环比综合平均涨幅分别比

6

月份

回落

0.2

和

0.1

个百分点。

分城市看， 一线城市房价环比

全部上涨且涨幅仍然较高， 绝大部

分二线城市房价环比上涨但涨幅低

于一线城市， 大部分三线城市房价

环比仍然下降。其中，北京、上海、广

州、 深圳房价环比涨幅分别为

1.4%

、

1.2%

、

1.9%

、

6.3%

， 深圳继续

领涨全国。

同比来看，

7

月份

70

个大中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降幅继续

收窄，二手住宅价格同比由降转升。

一线城市中， 除广州房价同比下降

0.3%

外，北京、上海、深圳房价同比

涨幅分别为

1.2%

、

3.6%

、

24%

，深圳

房价同比涨幅超过

20%

。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

景晖认为，

7

月份房价涨幅开始出

现一定收窄的原因是，一方面，

4

、

5

、

6

月份， 市场集中消化了很多

3

·

30

新政、降存款准备金、降息等

一系列利好政策所积累的购房需

求； 另一方面，

7

月份是政策利好

“空窗期”，而目前以自住型为主的

购房人群对房屋的价格承受能力

有限。 此外，三季度以来银行审批

和放款流程减慢，使得整体市场的

成交热度逐步下降。 “从

8

月上半

月各地的成交数据来看，新房和二

手房交易量与

7

月份相比均出现

回落， 市场已经开始显现降温趋

势。 ”胡景晖说。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也

认为，

7

月各地新房成交量整体由

高位回落， 结束了

3

月以来的持续

走高势头。 这既有市场进入传统淡

季的因素， 也有前期市场冲高带来

的阶段性回调。各地市场差异明显，

福州、 海口、 北京等地表现较好，

7

月成交环比增幅超过三成，而温州、

三亚、中山等地成交不太理想，环比

降幅超过三成。 他预计，

8

月市场价

格涨幅将继续出现收窄， 主要城市

二手住宅市场成交节奏也将逐步有

所放缓。

胡景晖预计，整体来看，下半年

一线城市成交量将基本维持在相对

比较高的水准，但在价格方面，未来

如果不再出台重大利好政策或者大

幅度货币政策调整的话， 一二线城

市的房价将相对趋向平稳， 或呈现

稳中有降的态势， 大部分三四线城

市的房价仍然继续下跌。

希腊政府部分放松资本管制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如何放松资本管制但又不伤及

其他经济领域， 成为希腊政府面临

的又一个头疼问题。 据海外媒体报

道，希腊政府昨日决定，希腊财政部

放松对资本流动的部分管控措施。

据悉， 希腊财政部现在允许每

人每个月往国外汇款至多

500

欧

元； 针对希腊出国留学生的开支需

求，汇款季度总额限制从

5000

欧元

提高至

8000

欧元。 不过，希腊财政

部仅允许个人为偿还贷款或支付账

单开设新账户。

希腊自

6

月底开始实施资本管

制， 到目前为止已连续实施近两个

月，希腊金融市场可以说是“与世隔

绝”。此前，希腊债务危机持续恶化，

雅典证交所暂停交易， 政府实施资

本管制措施， 严格限制取款和国外

转账以避免银行挤兑。随后，希腊股

市恢复交易后剧烈震荡， 该国金融

体系资金严重短缺且部分外资仍在

等待撤离。

资本管制给希腊经济带来一

定程度损害。 虽然目前希腊已与国

际债权人达成第三轮救助协议，但

何时全部解除资本管制还未有明

确的官方声明。 希腊副总理

Yan－

nis Dragasakis

此前表示，希腊政府

的目标是在

10

月前， 或最晚在今

年底前全面取消资本管制。 不过，

咨询公司

IHS Global Insight

驻伦

敦资深经济学家伊斯卡罗表示，实

施资本管制的问题在于执行容易

但取消很难。

在欧洲其他地方， 资本管制怎

么“收尾”成为一个难解的题目，冰

岛在

2008

年实施了资本管制，但直

到现在才开始解除。 塞浦路斯也才

刚刚取消资本限制措施， 该国在

2013

年几近破产，许多大型银行的

储户损失了大笔积蓄。

欧元区财政部长日前在就希

腊债务问题举行的特别会议上批

准了希腊第三轮救助协议，从而为

希腊获得约

860

亿欧元 （约合

950

亿美元）救助贷款铺平了道路。 希

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希

腊经济二季度环比增长

0.8%

，预

期为萎缩

0.5%

。 第一季度希腊经

济环比萎缩

0.2%

。 由于去年第四

季度希腊经济环比萎缩

0.2%

，希

腊因此也成功躲过经济衰退。 不

过，有分析人士表示，希腊二季度

经济增长数据并未反应

6

月底银

行业关门以及资本管制带来的影

响，因而并不能够代表希腊经济真

正好转。 评级机构标普预计，希腊

经济今年将萎缩

3%

， 但延长资本

管制及大规模的“自救”措施恐怕会

使经济进一步萎缩。

希腊金融市场依旧处于动荡之

中， 投资希腊的股票型基金平均亏损

15%

，但有这么一只股票型基金却逆市

盈利，

MetLife MFC

基金经理

Vasileios

Antoniadis

掌管的

M&S Domestic Eq－

uity

基金在希腊股市获得

4.8%

的盈

利，为

35

家专注于希腊股市的基金

中唯一实现盈利的基金。 用他自己

的话说，投资策略很简单：避开银行

股和消费类企业， 因为它们会在危

机中受到最严重冲击， 基于企业营

收和管理层表现买入价值被低估的

股票。

全国股转公司：

新三板分层传言不实

针对近期市场上的新三板分层方案和

分层标准的传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相关负责人昨日进行了辟谣，并指出这不

准确。

该负责人指出， 全国股转公司正在中国

证监会的指导下研究 “新三板” 市场的内部

分层方案， 目前， 相关方案正在进行深入的

研究和论证， 待成熟后将择机向市场公开征

求意见。

（程丹）

7月银行结售汇再现逆差

资本流出压力加大

外汇局昨日公布

7

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

客涉外收付款数据。 与央行刚刚公布的

7

月外

汇占款数据一致，当月银行结售汇逆差

2655

亿

元，结束此前连续两个月的顺差，较上月大幅减

少

2784

亿元，同样显示

7

月外汇市场供求关系

恶化。

境内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方面，当月该项

为逆差

129

亿元，较上月减少

1621

亿元。 招商

证券宏观研究主管谢亚轩表示，从结构上看，服

务贸易流出规模大幅上升至

980

亿元。 证券项

下净流出

289

亿元，此前该项连续两个月净流

入，反应出

7

月随着

A

股震荡加大，对北上资

金的吸引力减小。

与此同时，谢亚轩表示，居民和企业的购汇

意愿大幅上升、结汇意愿则快速下降。 在贸易

项下的购汇意愿为

58%

， 是自

2012

年欧债危

机缓释之后的最高值；结汇意愿则创历史新低，

仅为

52%

，较上月下降

5

个百分点。

多项指标显示近期我国跨境资本流出压力

加大。 市场人士普遍预计，临近美联储加息时

点，由于美元的全球中心货币地位，将会使加息

政策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新兴市场的跨境资

本流出压力仍会上升。 预计中国

8

月跨境资本

流动数据仍会恶化。

（孙璐璐）

美国7月新屋开建量

创近8年新高

美国商务部昨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美国

7

月新屋开工户数环比增长

0.2%

，经季调后的年

化总数为

121

万套， 创下自

2007

年

10

月以来

的新高， 预示着美国房产市场今年下半年有望

稳步回升。

不过 ，

7

月营建许可申请量环比下降

16.3%

，至

112

万套，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仍增

加

7.5%

。

此外， 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发布的数

据显示，

８

月份美国住宅建筑商信心指数为

６１

，

高于

７

月份的

６０

， 创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以来新高，

显示建筑商对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持愈发乐观

的态度。

美国齐洛房地产数据库公司最新数据显

示，在大多数美国大城市，房租占收入比创历史

新高。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表示，今年第

二季度在该协会调查的

176

个大城市地区中，

163

个地区房价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尽管经济

学家警告说薪资水平增长缓慢将会拖累美国房

地产市场的回暖， 但从目前看来回暖趋势仍然

未受到影响。 不过，有分析人士表示，美国房地

产市场整体上涨的趋势可能会在美联储加息之

后进一步减缓。

（吴家明）

指数代码 指数简称 收盘 涨幅 指数代码 指数简称 收盘 涨幅

３９９００１

深证成指

１２６８３．８６ －６．５６％ ３９９３１１

国证

１０００ ４５２４．３８ －６．７２％

３９９００５

中小板指

８５１４．９０ －６．４６％ ３９９３１４

巨潮大盘

３８３３．８５ －６．０９％

３９９００６

创业板指

２５０４．１７ －６．０８％ ３９９３１５

巨潮中盘

５８６６．７８ －７．３８％

３９９３３０

深证

１００ ４３３６．２５ －５．８１％ ３９９３１６

巨潮小盘

６７２２．２４ －７．４７％

３９９００７

深证

３００ ５１１７．８５ －６．４３％ ３９９５５０

央视

５０ ４８８３．５３ －５．６６％

３９９１０３

乐富指数

６７６１．５４ －４．３４％ ３９９３７９

国证基金

７０２６．２０ －４．８２％

３９９３０１

深信用债

１４４．０５ ０．０５％ ３９９４８１

企债指数

１２９．５６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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