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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7 月 26 日 

可感可及的增量政策是最大预期差—2024 年下半年观经

济展望 

主要内容： 

核心观点：今年上半年经济修复速度前高后低，总量平稳，结构分化，但有效

需求不足。展望下半年，稳增长诉求提升，宏观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改革发

力，政策给力，以改革促发展，进一步扩内需尤其是改善消费，推动价格水平

上涨。财政政策要加快发力，把握节奏，聚焦“两重”和“两新”领域，注意特

别国债额度扩大的可能性。货币政策保持支持性，降息降准可期，逐步完善货

币政策新框架，关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增设情况，进一步促消费、支持五篇大

文章。统筹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防止

“内卷式”恶性竞争，培育耐心资本。 

一、2024 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回顾：前高后低，形有波动，总体平

稳，分化明显 

上半年我国 GDP 总量为 616,836 亿元，实际 GDP 同比增长 5.0%，名义 GDP 同

比增长 4.1%。失业率稳中有降，价格水平小幅改善，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0.1%，

PPI 同比下降 2.1%。金融数据持续“挤水分”，财政收支偏弱。供给端，工业

生产持续恢复，服务业增速有所回落。需求端，出口和制造业投资成为主要拉

动力，消费和基建投资不强，地产投资维持低位。 

二、2024 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展望：改革发力，政策给力，加大扩

内需和促消费力度 

（一）外部环境：美国降息有望开启，地缘政治冲突仍有较大不确定性。一是

欧美经济体分化有所收窄，欧洲如期开启降息，美国降息预期反复，最快在 9

月开启降息；二是日本加息步伐和前景不算强，综合平衡经济和资本市场动荡；

三是地缘冲突仍在持续，世界多国选举逐步进入白热化状态；四是中美大国持

续博弈，关注“特朗普”交易变化。 

（二）内部挑战：内需不足，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内生循环有待进一步畅通。

一是内需弱复苏，“一揽子”房地产新政效果有限，经济内生循环不畅；二是

当前中国处于产业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改革为动力促进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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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统筹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保持一定战略

定力。 

（三）2024 年下半年稳增长诉求提升，改革促发展，加大促消费力度，推动价

格水平上涨。测算三、四季度 GDP 同比增速为 4.9%、5.0%，对应下半年 GDP

增速为 5.0%左右，全年 GDP 增速在 5.0%左右。把推动价格水平作为重要目标，

CPI 增速预计处于小幅增长，全年维持在 1-1.5%左右，PPI 增速降幅收窄，有望

在四季度转正。下半年出口仍有韧性，但要注意出口的外部变化、持续性和稳

定性。消费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不断显现，但受限

于居民收入预期，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增长 4.5%左右，但要特别注意

促消费的增量政策出台；基础设施投资在下半年有支撑，制造业投资有望继续

维持高景气，地产投资和销售仍难言乐观，预计增速处于底部徘徊。 

（四）宏观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持续用力、更加给力，落实存量+储备增量。 

货币政策方面，保持支持性、降准降息仍可期待，进一步改革货币政策框架。

另外，有望新出台促消费的结构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加快节奏，关键

是“两重”和“两新”，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不排除加码增发国债或者提高特

别国债的额度，以此促消费。产业政策方面，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内卷式”

恶性竞争。城投信用方面，完善和落实地方一揽子化债方案，创造条件加快化

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城投转型有望提速。信用利率和利差易下难上，总

体压缩，信用债资产荒的格局难改。关注城投债政策的再平衡，产业债净融资

和创新品种的发行。房地产方面，自身再平衡，增量政策有限。下半年房地产

仍面临较大压力，持续聚焦因城施策、各地自主决策，土地盘活、去库存和“白

名单”机制的落地和扩容，同时进一步防范风险，加大保交房力度。政策延续

优化趋势，以 和托底房地产为主，继续去库存，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

性住房的力度有望加大，关键在于各地的探索情况。完善“市场+保障”的住房

双轨制目标，深入推进房地产改革，改革商品房相关基础性制度，促进房地产

市场高质量发展。 

表 1：2024 年上半年主要宏观经济数据 

类别 指 标 2024 上半年 2023 上半年 

经济相关 

GDP 同比增速 5.0 5.5 

城镇调查失业率 5.1 5.3 

CPI 同比增速 0.1 0.7 

PPI 同比增速 -2.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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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财政 

社融增量（万亿元） 18.10 21.55 

社融存量增速 8.1 9.0 

新增信贷（万亿元） 13.27 15.73 

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2.8 13.3 

公共预算支出增速 2.0 3.9 

供给 

工业增加值增速 6.0 3.8 

工业企业利润增速 3.5 -16.8 

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速 4.9 8.7 

需求 

 

三驾马车 

固定资产投资 3.9 3.8 

制造业投资 9.5 6.0 

基建投资（不含电力） 5.4 7.2 

房地产开发投资 -10.1 -7.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7 8.2 

出口增速（美元计价） 3.6 -3.5 

进口增速（美元计价） 2.0 -7.2 

资料 ：Wind，统计局、财政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中证鹏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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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今年上半年经济修复速度前高后低，总量平稳，结构分化，但有效需求不足。展望下半年，

稳增长诉求提升，宏观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改革发力，政策给力，以改革促发展，进一步扩内需尤其是改

善消费，推动价格水平上涨。财政政策要加快发力，把握节奏，聚焦“两重”和“两新”领域，注意特别国

债额度扩大的可能性。货币政策保持支持性，降息降准可期，逐步完善货币政策新框架，关注结构性货币政

策的增设情况，进一步促消费、支持五篇大文章。统筹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培育耐心资本。 

一、 2024 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回顾：前高后低，形有波动，总体平稳，分化明显 

（一）上半年实际 GDP 同比增长 5.0%，名义 GDP 同比增长 4.1%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 GDP 总量为 616,836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 GDP 同比增长 5.0%，二季

度 GDP 同比增长 4.7%，二季度季调环比增长 0.7%，较一季度下行 0.8 个百分点。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增

加值 30,660 亿元，增长 3.5%，拉动经济增长 0.3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236,530 亿元，增长 5.8%，拉

动经济增长 1.9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349,646 亿元，增长 4.6%，拉动经济增长 2.8 个百分点。三次产

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5.0%、38.3%和 56.7%，较 2023 年同期分别变化-0.1 个百分点、-0.6 个百分

点和 0.7个百分点。从三大需求来看，二季度末最终消费支出对GDP 贡献率大幅下行 27.2 个百分点至 46.5%，

资本形成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贡献率分别为 40.1%、13.3%，比一季度末提高了 28.3 个百分点和

下降 1.2 个百分点。从收入来看，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733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5.4%，

实际增长 5.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560.75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4.6%，实际增长 4.5%。总体

看，一季度经济快速增长，二季度 GDP 增速回落有极端天气、雨涝灾害多发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上半年 GDP

增速前高后低，整体稳定运行、结构分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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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我国实际 GDP 和名义 GDP 同比增速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 

图表 2  GDP 季调环比下行 图表 3  三大产业 GDP 同比变化 

  
 

数据 ：Wind 中证鹏元 

 

 

 

 

 

 

 

 

 

 

数据 ：Wind 中证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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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三大需求对 GDP 的贡献率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 

 

图表 5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小幅下降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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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业率稳中有降，价格水平小幅改善 

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1%，比去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点，3 月以来整体失业率小幅下

降且保持相对平稳。分年龄段看，6 月末 16-24 岁、25-29 岁、30-59 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分别为 13.2%、

6.4%、4.0%，今年以来 16-24 岁青年人失业率逐步下行，稳就业政策效应显现，但青年人失业率仍处于高

位，预计下半年青年人就业形势将继续好转。 

图表 6  城镇调查失业率整体有所下行 图表 7  31 大中城市失业率偏低 

  
 

数据 ：Wind 中证鹏元 数据 ：Wind 中证鹏元 

图表 8   青年人失业率有所下降，但仍处于高位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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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就业人员工作时间整体处于高位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1%，主要受到上年同期基数较高、春节错位等因素的影响，3-6

月同比涨幅在 0.1-%0.3%之间，总体处于低位运行。分类别看，上半年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2.7%，降幅比一季

度收窄 0.5 个百分点。其中蔬菜水果价格出现回落，生猪市场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4 月后价格连续上涨

且涨幅逐步扩大，当前猪肉平均批发价为 24.21 元/公斤，高于一季度高点 22.97 元/公斤。非食品价格同比

上涨 0.7%，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0.5%，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从环比增速来看，CPI 当前回到

季节性均值水平略显下行趋势，6 月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 0.6%，蔬菜水果价格为主要拖累项，非

食品价格环比也出现季节性下降。同比价格组成因素方面，上半年 CPI 翘尾因素走强，其中 6 月 CPI 价格

中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分别影响 0.2%和 0%。整体来看，受高基数影响，CPI 处于较低区间运行，服务和

消费品价格上涨动力不足，居民需求有待提振。 

上半年，PPI 比上年同期下降 2.1%，同比降幅先扩大后收窄。二季度分别录得-2.5%、-1.4%、0.8%，主

要受国际大宗价格波动和上年同期基数低等因素影响。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5.1%，生活资料价格下降

1.8%。环比来看，上半年 PPI 整体趋弱，目前由上涨 0.2%转为下降 0.2%，主要由于国际油价下行带动国内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价格下行影响，同时高温多雨天气影响建筑施工，钢材需求减弱。从同比价格组成因素

看，上半年 PPI 同比降幅收窄主要受翘尾因素影响，其中 6 月 PPI 价格中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分别影响-

0.1%和-0.7%。总体来看，房地产市场恢复仍然偏慢，基建投资力度相对有限，内需不足背景下工业品价格

有一定下行压力，其中上中游价格表现好于下游，映射企业盈利压力略大。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45

45

46

46

47

47

48

48

49

49

50

2
02

1-
02

2
02

1-
03

2
02

1-
04

2
02

1-
05

2
02

1-
06

2
02

1-
07

2
02

1-
08

2
02

1-
09

2
02

1-
10

2
02

1-
11

2
02

1-
12

2
02

2-
01

2
02

2-
02

2
02

2-
03

2
02

2-
04

2
02

2-
05

2
02

2-
06

2
02

2-
07

2
02

2-
08

2
02

2-
09

2
02

2-
10

2
02

2-
11

2
02

2-
12

2
02

3-
01

2
02

3-
02

2
02

3-
03

2
02

3-
04

2
02

3-
05

2
02

3-
06

2
02

3-
07

2
02

3-
08

2
02

3-
09

2
02

3-
10

2
02

3-
11

2
02

3-
12

2
02

4-
01

2
02

4-
02

2
02

4-
03

2
02

4-
04

2
02

4-
05

2
02

4-
06

%小时
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 制造业PMI（右）

 



                                                     宏观研究 

 
9 

图表 10  上半年 CPI 增速低位运行，PPI 增速降幅收窄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同比增速 

图表 11   CPI 环比增速处于近几年均值水平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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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PPI 环比增速未转正，处于较低水平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同比增速 

图表 13   CPI 食品分项环比变动：6 月末畜肉价格强劲，强于季节性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环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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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CPI 非食品分项环比变动：6 月末居住和医疗保健为主要支撑项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环比增速 

 

图表 15 上半年 CPI 翘尾因素与新涨价因素 图表 16  上半年 PPI 主要受翘尾因素影响 

  
 

数据 ：Wind  中证鹏元整理 数据 ：Wind  中证鹏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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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  PPI 分项环比变动：煤炭开采和有色金属价格具有支撑，上中游好于下游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环比增速 

 

图表 18 上半年猪肉价格小幅上涨 图表 19  蔬菜水果价格季节性回落 

 

 
 

数据 ：Wind  中证鹏元整理 数据 ：Wind  中证鹏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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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   布伦特原油价格先升后降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 

（三）金融数据持续“挤水分”，财政收支偏弱 

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准有力，更加注重做好逆周期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有效提振信心，推动

经济平稳运行。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约 18.1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3.45 万亿元，主要系表内信贷少

增导致；信贷增加 13.27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2.45 万亿元，其中企业端同比少增 1.81 万亿元，居民端同

比少增 1.34 万亿元，居民短贷同比少增 1.05 万亿元，企业端长贷少增 1.63 万亿元，票据融资同比多增 5,484

亿元，非银机构融资同比多增 3,094 亿元。从增速来看，上半年社融、M2 和 M1 增速不断回落，第二季度

M1 增速由正转负。截止 6 月末，社融、M2 和 M1 增速分别下降至 8.1%、6.2%和-5%，社融和 M2 剪刀差

有所收窄，M2 和 M1 的剪刀不断下行，资金活性不足。总量货币政策继续发力，实施一次降准 50BP，5 年

期 LPR 下降 25BP，创改革以来最大降幅，同时部分地方城农商行针对去年 12 月存款利率下调进行补降，

共同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继续加大对普惠金融、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重

点领域和薄弱领域，同时加大对房地产行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 25BP，调

降首付比例和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取消房贷利率下限。继续实施调增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额度，

延续实施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和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5,913 亿元，同比增长-2.8%，其中，税收收入 94,080 亿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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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5.6%；非税收入 21,833 亿元，同比下降 11.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6,571 亿元，同比增长 2.0%，

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债务付息支出增加较多，分别同比增长 8.0%、6.8%、6.5，卫生健康支出下滑

较多，同比下降 12.1%。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财政赤字率拟按 3%安排，与去年持平；新增专项债券 3.9 万亿，

较去年同期增加 0.1 万亿。上半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9,915 亿元，同比下降 15.3%，全国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 35,599 亿元，同比下降 17.6%，政府性基金收支压力较大，主要与地产低迷，土地出让收入大

幅减少有关。截至 6 月末，今年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约为 1.5 万亿，仍有 2.4 万亿规模待发，整体

进度大幅低于 2023 年和 2022 年同期，也低于近几年季节性平均水平。 

图表 21  上半年社融同比下滑 图表 22  上半年信贷同比下滑 

  

数据 ：Wind  中证鹏元整理 数据 ：Wind  中证鹏元整理 

 

图表 23  上半年社融与 M2 剪刀差有所收窄 图表 24  上半年 M2 与 M1 剪刀差整体扩大 

  
 

数据 ：Wind  中证鹏元整理 数据 ：Wind  中证鹏元整理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2
01
9-
02

2
01
9-
06

2
01
9-
10

2
02
0-
02

2
02
0-
06

2
02
0-
10

2
02
1-
02

2
02
1-
06

2
02
1-
10

2
02
2-
02

2
02
2-
06

2
02
2-
10

2
02
3-
02

2
02
3-
06

2
02
3-
10

2
02
4-
02

2
02
4-
06

%%

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
中国:M2:同比
社融-M2：同比（右）

-6
-4
-2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
01
9-
02

2
01
9-
04

2
01
9-
06

2
01
9-
08

2
01
9-
10

2
01
9-
12

2
02
0-
02

2
02
0-
04

2
02
0-
06

2
02
0-
08

2
02
0-
10

2
02
0-
12

2
02
1-
02

2
02
1-
04

2
02
1-
06

2
02
1-
08

2
02
1-
10

2
02
1-
12

2
02
2-
02

2
02
2-
04

2
02
2-
06

2
02
2-
08

2
02
2-
10

2
02
2-
12

2
02
3-
02

2
02
3-
04

2
02
3-
06

2
02
3-
08

2
02
3-
10

2
02
3-
12

2
02
4-
02

2
02
4-
04

2
02
4-
06

%
中国:M2:同比 中国:M1:同比 M2-M1

 



                                                     宏观研究 

 
15 

图表 25  公共财政收支处于低位 图表 26 土地出让收入下滑，政府基金收支压力大 

  
 

数据 ：Wind  中证鹏元整理，当月同比 数据 ：Wind  中证鹏元整理，当月同比 

（四）供给端：工业生产持续恢复，服务业增速有所回落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一、二季度分别增长 6.1%、5.8%，延续恢复态势。

分三大门类看，上半年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4%，较 1-5 月份加快 0.4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6.5%，减

缓 0.2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6.0%，减缓 0.2 个百分点。PMI 指数低于季节性

水平。从环比增速来看，季调环比增速由上月的 0.26%增加至 6 月末的 0.42%。从两年平均增速来看，6 月

工业增加值两年复合增速回升至 4.8%，较前值增加 0.7 个百分点，整体上行。 

图表 27  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指数当月同比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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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低于 GDP 增速 0.1 个百分点，6 月末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

增长 4.7%，比 5 月份下降 0.1 个百分点，一季度服务业明显放缓，二季度服务业进一步放缓。上半年，规

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上升 3.5%，增速较 1-5 月份、一季度分别上升 0.1、下降 0.8 个百分点。6 月工业企业

利润同比上升 3.6%，增幅较 5 月份扩大 2.9 个百分点。 

图表 28  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增速由负转正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 

图表 29  截止上半年末，PMI 连续 2 个月低于临界点，前高后低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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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需求端：出口和制造业投资成为主要拉动力，消费和基建投资不强，地产投资维持低位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5,969 亿元，同比增长 3.7%，商品零售 209,726 亿元，增长 3.2%；餐

饮收入 26,243 亿元，增长 7.9%。一季度，部分升级类商品需求持续释放，网络购物对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

进一步增强。二季度消费温和修复，单月季调环比增速平稳波动，同比增速在低基数效应下先触顶后趋势回

落，5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上升 3.7%，为上半年同比增速高点；6 月份增速下滑至 2.0%。上半年，

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7.5%，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4.3 个百分点。 

从外贸来看，按美元计价，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 2.98 万亿美元，上升 2.9%。其中，出口 1.71 万亿美

元，上升 3.6%；进口 1.27 万亿美元，上升 2.0%。分月份看，4 月出口同比增长 1.4%，5 月增速大幅提高，

同比上升 7.6%，6 月涨幅继续扩大至 8.6%。分国别来看，上半年对东盟、俄罗斯的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

10.7%、-0.8%，对美国、欧盟的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 1.5%和-2.6%。上半年出口表现较好，对经济增长有所

支撑。 

从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45,391 亿元，同比增长 3.9%。环比来看，1-3

月增速逐步上行，4 月转为负增长，5-6 月增速回归正区间并逐步上行，其中 4 月环比增速为-0.06%，6 月

增速上行至 0.21%。分领域看，上半年狭义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等）增长 5.4%，较一季度增速下降 1.1

个百分点，广义基建投资的当月同比增速在 1-5 月逐步下滑，6 月回升，增速达到了 10.2%；制造业投资同

比增长 9.5%，较一季度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当月同比增速窄幅震荡，其中高新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 10.1%；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0.1%，跌幅较一季度扩大 0.6 个百分点，从测算的当月同比增速来看，6 月地产

投资当月同比增速-10.1%，前值-11%；上半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47,916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9.0%，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21.9%。新建商品房销售额 47,133 亿元，下降 25.0%，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 26.9%。

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53,538 亿元，同比下降 22.6%。其中，国内贷款 8207 亿元，下降 6.6%；利用外资

13 亿元，下降 51.7%；自筹资金 18,862 亿元，下降 9.1%；定金及预收款 15,999 亿元，下降 34.1%；个人按

揭贷款 7,749 亿元，下降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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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0  消费上半年增速维持低位，餐饮增速放缓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 

图表 31  上半年出口增速表现较好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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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2  上半年基建投资并不强，制造业投资保持高位，房地产投资仍处于低位徘徊 

 

资料 ：Wind  中证鹏元，均为测算后的当月同比增速 

二、 2024 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展望：改革发力，政策给力，加大扩内需和促消费力度 

（一）外部环境：美国降息有望开启，地缘政治冲突仍有较大不确定性 

一是欧美经济体分化有所收窄，欧洲如期开启降息，美国降息预期反复，最快在 9 月开启降息。美国

经济出现放缓，生产、消费、地产等数据下行，ISM 制造业 PMI 指数重回收缩区间，且连续三个月下行。

通胀方面，美国 CPI 同比增速在一季度反弹后回落，4-6 月分别为 3.4%、3.3%和 3.0%，核心 CPI 同比增速

为别 3.6%、3.4%和 3.3%，整体通胀下行。在美国经济放缓且 6 月 CPI 超预期下行后，美联储降息预期上

升，市场预测的降息时点从 12 月提前到 9 月，但是美国经济韧性较高，就业数据等有反复，近期失业率触

发“萨姆”法则，引发全球市场动荡，预计美国 9 月降息预期打满，但随着大选将近，数据变化，可能仍有

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欧元区虽然一季度 GDP 同环比均转正，经济有所回暖，但是工业、零售等数据较弱，

经济整体承压；CPI 和核心 CPI 二季度同比均低于 3%，因此在 6 月如期开始降息，这是欧洲央行自 2019 年

9 月以来首次降息，也是在美欧英等全球主要央行中首先降息，意味着全球降息周期正式开启。整体来看，

欧美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分化有所收窄，欧洲的降息节奏更早，美国 9 月开始降息的概率较大。 

二是日本加息步伐和前景不算强，综合平衡经济和资本市场动荡。近年来日本经济增速回升，通胀水

平也在提高，2021-2023 年 CPI 分别为-0.2%、2.5%、3.2%。在全球降息周期下，日本今年 3 月取消 YCC（收

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并加息 10 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从-0.1%上调至 0—0.1%，这是日本央行时隔 17 来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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