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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疯狂的贬值”告一段落？
专家：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

“五一”过后，随着中间价的指引，人民币在即期市场一改此前弱势。5月6日，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

收盘报6.2257，创出两周新高。人民币汇率五一节后已反弹超三百点。业内人士分析称，中间价近来小

幅调整表明人民币适度贬值演变成单边趋势性贬值。至于人民币是否已经见底，“技术派”和“基本面派”

则有着不同的判断。

“五一”节前的一周，尽管
中间价持续上调，但人民币对
美元在即期市场一路下探至
6.2650，刷新一年半以来的新
低，回吐了去年全年涨幅。

“实体经济和房地产的疲
弱走势正在不断抬高金融业的
系统性风险，人民币资产的投
资价值正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
济两个层面被削弱，”招商证券
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主管谢
亚轩表示，“这是近期人民币贬
值的主要原因。”

不过，上述“狂贬”的局面
在本周得到收敛。5日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1560，较
前一交易日上涨20个基点。与
此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在即期
市 场 从 6.2550 一 路 升 至
6.2450。6日，人民币即期汇价

继续强劲反弹。
银河期货研究中心副主任

兼首席宏观经济顾问付鹏观察
盘面后称，市场出现了明显的
干预迹象，显然是央行释放了
信号，表示不希望人民币汇率
单边趋势性贬值。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
白明表示，近日人民币走势的
变动主要包含三方面因素：一
是由于之前贬值幅度过大，导
致技术调整；二是同美国方面
的反应有关，美国财政部对此
前人民币波动表示“严重关
切”；三是如果贬值过度可能引
发资本外流，或诱使更多资金
做空人民币相关资产，带来负
面效应。

“疯狂的贬值”或暂告一段落

部分外汇交易员从技术面
判断，此前的 6.2670就是年内
的人民币汇率底部及区间震荡
的下沿，因此人民币汇率年内
已经见底。

然而，另一种声音认为，近
期人民币走强属于正常的双向
波动，未来汇率走向关键看二
季度中国经济是否会企稳，目
前就判断见底还为时尚早。

在中信银行资深国际金融
市场专家刘维明看来，5月份人
民币汇率陷入整理的可能性较
大，其后市还有进一步下行空
间，判断依据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如果二季度中国
经济企稳的信号不明显，那么
人民币可能继续维持弱势，或

再度走低至6.35-6.4区域。现阶
段，货币当局更关心的是如何
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由于出口
仍有下行压力，人民币贬值得
以让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
口获得喘息机会，因此人民币
就此止跌上扬的可能性不大。

另一方面，从近期人民币
点心债券、贸易结算增量来看，
并未受到人民币走软的影响，
表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足以承
受更大的汇率调整空间。记者
获取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
协会最新报告显示，离岸中心
的人民币结算量依然大幅增
长，目前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
币的排名升至第7位。

判断人民币汇率年内见底
还为时尚早

尽管多家机构纷纷下调
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但大
部分机构认为，今年下半年
人民币将小幅升值。然而，
大和资本发布的报告引起了
市场热议，该报告称未来两
年内，人民币对美元将下跌
8%。

大和资本分析师认为，
信贷状况日益恶化及央行向
货币市场注入大量资金，正
在推动人民币进一步走软。
一旦市场预期开始改变，或
导致资金大规模撤离中国。
这也是近年来首家预判人民
币将持续贬值的机构。

针对上述报告，国内专
家提出异议。“在一些人看
来，中国经济该崩溃了，但中

国经济前景并没有那么悲
观，潜力还是很大，”社科院
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
坦言，“中期来看，人民币不
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

尽管大和资本的研判有
“夸张”之嫌，但同时也提醒
我们稳住市场预期的重要
性。无论升值还是贬值，过
于猛烈的单边市对实体经济
和金融市场都是不利的，因
此需要遵循渐进可控的原
则，这同近日人民币汇率发
生的微妙变化不谋而合。

展望后市，刘维明预计，
未来影响人民币走势的力量
将更多元化，人民币汇率将
呈现缓慢调整、反复震荡的
特征。

未来两年人民币对美元将下跌8%？

昨日两市双双低开，量能持续萎缩。沪指
早盘维持低位震荡态势，临近11:00，铁路基建
板块强势崛起，助力沪指小幅走高，但上冲承
压回落。早盘创业板跌势明显，出现小幅跳水
走势，逼近1300点关口。午后开盘，沪指窄幅
震荡，多空博弈加剧，14:30过后，博彩概念、丝
绸之路概念等题材股大幅下挫，拖累沪指继续
走低跌幅近 1%。创业板午后则持续回调，跌
破1300点关口。

截至收盘，沪指报 2010.08 点，跌幅
0.89%，成交575.58亿元；深成指报7234.69点，
跌幅 1.06%，成交 753.84 亿元；创业板指报
1290.03点，跌幅2.04%，成交量171.66亿元。

沪指跌0.89%
再次考验2000点

经济潜在增速可能阶段性放缓，中国人民
银行6日公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
策执行报告》指出，从近几十年的经验看，改革
开放的持续推进对中国潜在增长水平产生了
巨大影响。受劳动力供给趋紧、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等影响，潜在增长速度有可能会呈现阶段
性放缓态势。

IPO预披露企业增至 273家，抽血加快，6
日，又有 32家首次公开募股(IPO)排队企业预
披露材料亮相，这是第十二批预披露名单。加
上此前披露的 241家，目前已有 273家企业披
露招股说明书。

公募一季度减持地产股过半，清仓51家，
在房地产行业各项指标明显回落的一季度，公
募基金大幅减仓。记者统计数据显示，公募基
金今年一季度持股数量腰斩，环比下挫
54.8%，从去年年末的 76.6亿股降至 34.6亿
股。有 51家上市房企遭公募基金清仓，均为
百亿规模以下房企。

融资余额高企，绩优两融标的已现滞涨，
融资余额高企，虽然说明标的股曾经历持续融
资买入看多，但同时也日渐累积起越来越大的
到期偿还规模。当前，A股市场的30只绩优标
的股正直面这种风险带来的股价调整压力。

乌克兰陷入内战的可能性升高，亚洲股票
周三跌至一个月低位，与此同时，作为避险货
币的日元兑美元在周三早盘交易中一直在高
位徘徊。据了解，MSCI除日本外泛亚太股票
指数下跌0.6%，日本的日经指数损失2.3%，与
此同时，美元在这一周兑日元下挫0.5%，在交
易中兑日元为101.58。

五大利空侵袭股市

股市播报

展望5月行情，部分券商发布策略报告认
为，短期超跌反弹信号明显，市场有望小幅回
升，医药、大消费、军工等板块龙头成长股值得
关注。

海通证券认为 5月市场一些积极因素正
出现。宏观面上，政策底限思维仍在，悲观预
期或修正；微观面上，部分龙头成长股业绩仍
靓丽。创业板指数前50%权重股Q1净利润同
比为 56.4%，较 2013 年的 40.7%大幅上升。
2013年底股票型基金前10大重仓股中部分白
马成长股 PE（TTM）回到 30倍左右，盈利增速
仍较高，且基金持仓已明显下降；市场方面，政
策性、事件性亮点有望提振市场情绪。

国信证券持类似观点，认为因本次下探未
创新低，故可继续看反弹，上证50指数是风向
标，建议投资者逢低适当参与。 (本报综合)

5月市场反弹概率较大
关注龙头成长股

二季度以来，理财产品整
体收益率随着市场资金面的逐
渐宽松开始下降，互联网“宝宝
军团”在经历年初狂飙猛进之
后整体收益率也已位于年化
6%以下，只有部分银行理财产
品的收益率仍在 6%以上。业
内人士分析，进入 6月份，银行
吸存揽储的任务极为艰巨，资
金利率有望重新走高，银行或

提前推高收益理财产品，此时
提早布局 60天左右的高收益
理财或会更为划算。

金牛理财网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 5月 4日，可比的 6款

“宝宝”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
为5.08%，较节前下滑7BP。挂
钩嘉实活期宝的百度百赚利滚
利版7日年化收益率为5.37%，
假日期间的万份收益达到 5.67
元居首。京东小金库紧随其
后，旗下嘉实活钱包 7日年化
收益为 5.31%。余额宝收益仍
旧保持稳步慢速下滑趋势，收
益下滑 1BP至 5.03%。挂钩汇
添富现金宝的苏宁零钱宝和网
易现金宝 7 日年化收益为
4.96%，每万份收益为 4.95元。
微信理财通旗下汇添富全额宝
仅为4.85%，不过每万份收益达

到5.2元。
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宝

宝”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其流动
性，不过，良好的流动性也让投
资者对收益波动更为敏感，一
旦收益出现下滑苗头，资金出
逃也将加速。

在宝宝军团收益率日益回
归理性的同时，银行适时推出
了预期年化收益率在6%以上，
期限为一年左右的产品来吸引
投资者目光。金牛理财网监测
数据显示，5月 1日-5日共 80
家银行在售非结构性人民币理
财产品 658款，银行理财平均
预期收益率为 5.36%。从收益
率分布来看，超6%的产品数量
达 66款，市场占比 10.03%。具
体来看，超过6%的理财产品期
限也比较长。

业内人士分析，面对日益
艰难的吸存任务和渐渐靠近的
6月末半年存款考核“大限”，资
金利率有望重新走高，银行或
提前推高收益理财产品，此时
提早布局 60天左右的高收益
理财或会更为划算。

在短期收益率下行的趋势
下，弃短取长成为年后理财产
品投资的一致选择，投资组合
的剩余期限明显拉长。银河证
券基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一季度纳入统计的货币基金组
合平均剩余期限的算术平均值
为 83.76天，较上季度末 51.79
天大幅提升。其中，30天以内
的资产占比平均约为 42.81%，
上季度该值为 64.20%；其余期
限占比均较上季度有所增长，
期限结构显著拉长。

银行理财品收益率月底逐渐回升
6%理财品成稀罕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