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名言 

很少有人选择战争。他们选择了自私，结果却引发了战争。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我们都

必须在“全然的爱”与“全面的战争”之间做出抉择。——大卫·德林格 

市场周报（2024 年 10 月第 1 期） 

上周要闻 

美国经济/政治     

 10 月 3 日- 美国以新疆人权问题为由禁止中国钢铁及⾷品添加剂企业的相关业务。  

 10 月 5 日- 美国经济新增 25.4 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降至 4.1%。 

十月初，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意外新增 25.4 万个岗位，远超预期的 15 万个，失业率也降至 4.1%，

好于预期的 4.2%。强劲的就业报告支撑了美国经济，使股市在中东和乌克兰冲突升级的背景下依

然保持高位整固。市场焦点现已转向将于十月第二周开始发布的季度财报。 

 

与此同时，中国的积极刺激措施重振了市场，自 9 月 24 日以来，恒生指数上涨 26%，MSCI 中国

指数上涨 21.6%，创下 2008 年以来的最大涨幅。然而，随着这波涨势进入第二周，市场对其可持

续性提出了质疑。这次刺激计划是否真正区别于以往？投资者应趁反弹抛售还是逢高买入？ 

 

在一个完全由市场驱动的环境中，我会建议逢低买入，预期后市进一步走强，正如今年日本市场

的表现。目前，中港股市的市盈率颇具吸引力。尽管市场预期偏低，但企业盈利仍保持稳健。在

中国政府财政和刺激政策的支持下，市场应呈现“买入”信号。然而，我一直怀疑美中贸易紧张局

势使局面复杂化，尤其是对外资流动的影响，令中国刺激措施的有效性存疑。 

 

美国目前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华为最近发布的三折手机，该产品在9 月底亮相后不久便斩获了 300

万台预售订单。这一成就彰显了华为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令 iPhone 16 反响平平的发布相形

见绌，并对“中国只是模仿美国技术”的论调形成有力反驳。这无疑将引发美国政府的不安情绪。 

 

此外，中国于 2024 年 9 月 26 日公开测试了东风-41 型洲际弹道导弹，这是数十年来的首次测试。

该导弹在速度、威力、射程及精确度上的展示，向试图在东海、台海及南海遏制中国的国家传递

了强烈信号，也将引发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最后，国际媒体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质疑声日益增多，并警告称若不推出进一步的刺激政策，市场

或将出现抛售潮。这种论调无异于播下恐慌的种子，而非提供支持。 

 

在当前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美国及其盟友正竭力维持其垄断地位。鉴于美国市场估值偏高，我更

倾向于将资源配置至日本、印度、泰国和新加坡，并对美国市场保持有限配置，同时对香港市场

采取谨慎策略，以降低波动性风险。 

 



  
 

 

 

 

 

 

免责声明:本报告(包括任何附件)是为收件人的独家使用和利益而编写的，仅限提供本报告之目的。除非我

们提供明确的事先书面同意，否则本报告的任何部分都不应被复制、分发或传达给任何第三方。如果本

报告被用于预期外的其他目的，或就本报告向任何第三方使用，我们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每周数据追踪 

每周图表  

 市场猜测美联储不会大幅降息，导致房

地产板块下跌 

 中东冲突升级引发油价飙升。 

 黄金在突破每盎司 2607 美元的历史高

位后进入盘整阶段。 

注: 图表显示指标常态化后的每周高点和低

点，突出(蓝色)最近指标情况。 

 

 本周图表 

 右侧是彭博提供的最新亚洲指数估值矩

阵。在美股屡创新高的背景下，我们的

关注点逐渐转向亚洲市场，特别是在美

联储释放可能降息信号、利好该地区的

情况下。矩阵显示，自由现金流收益率

支持继续投资泰国 SET 指数、印尼 JCI

指数、澳洲 AS51 指数、日本日经 225

指数（NKY）及东证指数（TPX）。此

外，沪深 300 指数（SHSZ300）也显示

出中国股市的潜在上行空间。  
  

亚太经济/股市    

 9 月 25 日- 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降息及新一轮刺激政策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 

 10 月 1 日- 力度虽大，但仍不足：中国的刺激方案或难奏效 ——《商业标准报》  

 10 月 2 日- 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力度足够吗？——《金融时报》 

 10 月 2 日- 在美国实施科技制裁的大背景下，中国初创公司纽摩瑞（Numemory）宣称在存储

芯片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10 月 6 日- 随着美国排挤中国企业参与其太阳能产业，印度公司加速抢占市场。 

 10 月 7 日- 中国提倡使用国产 AI 芯片，致力于取代英伟达产品。 

欧洲经济/政治     

 10 月 4 日- 欧盟将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最高 45%的关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