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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与“秋”不只是时间的概念，也具有市场冷、暖的含义； 

 2012 年利率市场变化主线：新常态+新制度； 

 “L 型”后期，是衰退还是新常态？——理解利率曲线的方向性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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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影响——理解利率曲线的平坦化移动； 

 “价值评估”因素是策略构建中重要环节，这是债券策略区别于

宏观研究的根本； 

 经济增速新基准（潜在水平）依然存在反复夯实确认的过程，这

是上半年金融市场关注的焦点。在重要食品要素供求周期的变化

下，下半年通货膨胀问题将成为债券市场的关注要点； 

 受到基数效应的影响，上半年经济增长的恢复并不会一帆风顺，在某阶段

出现数据的下行会导致经济增长二度回落的预期上行； 

 三季度开始，猪肉价格步入大年周期，将导致 CPI 中的食品要素价格出现

超越季节性的变化，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预期的抬头 

 流动性焦点：理财产品前途莫测 

 无论理财产品的发展前途如何，受制于基础资产的长期化属性，在短期内

（取决于基础资产的平均久期）无法消除货币利率波动，对利率品的利好

效应并不明显 

 我们态度的变化： 

 2012 年：我们主要贯穿一个利率品市场“由大年转换到小年”的概念； 

 2013 年：我们主要贯穿一个利率品市场“牛尾毕，熊头露”的概念，而

2013 年三、四季度之交将是“熊头初露”的时期 

 2013 年基准品种利率目标预期： 

 10 年国债：（3.40%，3.60%）—>3.80%； 

 10 年国开行金融债券：（4.20%，4.50%)）—>4.70%。 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99 号 
电话：（8621）23297818 

 10 年非国开政策性金融债券：（4.10%，4.3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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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2：利率品之小年！ 

1.1 2012 利率：一波三折、重心走高、终成小年 

从历史统计角度来看，利率品市场的变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形态： 

• 大年：指数回报>5%；资本利得+票息回报； 

• 小年：0<指数回报<5%；票息回报>资本亏损，持有期总回报为正； 

• 熊年：指数回报<0%；票息回报<资本亏损，持有期总回报为负； 

2012 年中，利率品呈现一波三折，重心走高的态势，从回报率角度考察，

2012 年处于一个典型的小年状态。 

 

图 1：2012 年市场利率变化以及申万债券观点跟踪一览 
 

资料来源：Wind 申万研究 

从 2012 年的利率品指数回报来看，2012 年总指数回报率在 2.2%附近，其

中国债回报强于政策性金融债券回报，固定债券回报总体强于浮动债券回报，

但是各类债券品种的回报均未跑赢资金成本—FR007。 

图 2：指数回报“小年”特征明显 图 3：各类指数均未跑赢资金成本 
  

资料来源：Wind 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Wind 申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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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追溯 2012 年利率市场变化主线：新常态+新

制度 

2012 年利率市场变化的主线索不同于历史经验，我们认为主导 2012 年的

利率市场变化主要有两条主线索： 

1、“L 型”后期，是衰退还是新常态？——理解利率曲线的方向性上移 

• 从传统意义来看，2012 年的经济增长确实处于衰退状态中； 

• 考虑到经济转型因素以及无失业状态下的趋稳态势，这已经构成了一种

新常态； 

• 新常态平衡的构建，可以解释今年以来的政策面稳定特征； 

2、 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影响——理解利率曲线的平坦化移动 

• 利率市场化从 2011 年加快推动，2012 年正式拉开帷幕； 

• 银行负债成本刚性上移，引发各类资产配置行为的改变—2012 年典型体

现在信贷和高收益品种上； 

 

图 4：经济增速弱于预期，但可能进入新的平衡 图 5：利率市场化背景下，资金成本刚性上移 
  

资料来源：Wind 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Wind 申万研究 

 

1.3 新常态后—传统分析框架的重归 

新常态的确认构建了新的基准平台，传统的债券市场分析框架重归，需要

注意的是在传统的债券市场分析框架中，我们需要引入新的市场因素，即“价

值评估”因素，该因素是策略构建中重要环节，这是债券策略区别于宏观研究

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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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债券市场传统分析架构一览 
 

资料来源：Wind 申万研究 

2. 增长：在波动中夯实底部 

经济增速新基准（潜在水平）依然存在反复夯实确认的过程，这是上半年

金融市场关注的焦点。在重要食品要素供求周期的变化下，下半年通货膨胀问

题将成为债券市场的关注要点。 

 

图 7：预计 2013 年债券投资者聚焦点将依次转换 
 

增长

通胀
增长 通胀

增长

通胀

2013年一、二季度 2013年二、三季度 2013年三、四季度

增长

通胀
增长 通胀

增长

通胀

2013年一、二季度 2013年二、三季度 2013年三、四季度

资料来源：Wind 申万研究 

2.1 转型类因素与周期类因素的相互切换 

2012 年的中国经济除了经受了转型类考验之外，同样还经历了周期类考

验，以欧债危机为代表的世界经济衰退同样也冲击着中国内部经济。与 2008

年遭受美国次贷危机不同，在本次周期类经济冲击中，我国的政策扶持显著不

同。两轮危机中，政策变化的区别： 

　 次贷危机：出手晚，力度大，回升快； 

　 欧债危机：出手早，力度小，回升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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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两轮危机中，政策应变的时机和力度各不相同 
 

资料来源：Wind 申万研究 

如果说在 2012 年，转型类因素为主分析对象，那么进入 2013 年后，在新

常态平衡基准建立完毕后后，周期性因素将成为主分析对象。 

 

图 9：相比于 08 年，12 年政策出手早、却力度小 图 10：触底时点符合预期，回升力度存在差异 
  

资料来源：Wind 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Wind 申万研究 

附注：判断政策出手早晚的指标—以危机影响到国内出口为分界线（出口

连续 3 个月低于正常水平视为负面冲击开始） 

 

2.2 经济增长的动量—信贷利率具有前瞻性 

如果我们定义“经济增长动量=经济实际增速-中性预期（季节性）增速”，

观察经济增长动量与政策性指标的相关性，我们发现如下结论：； 

• T 年的信贷利率与 T+1 年的经济增长动量相关； 

• M2 与财政效应指数均只具有同步属性，无法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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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货币量与财政工具更多为同步指标意义 图 12：货币量与财政工具更多为同步指标意义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2012 年信贷利率的回落，预示 2013 年经济增长动量强于 2012 年； 

图 13： 信贷利率的增减是来年经济增长动量的前瞻 

 

资料来源：Wind 申万研究 

 

2.3 生产法视角：上半年在波动中夯实底部 

从工业增加值与 GDP 的历史相关性来看： 

• 从预期中性角度估计，未来两至三个季度内（含 12 年四季度）我国 GDP

同比增速依然处于底部徘徊区域内（7.5-8%）； 

• 从 2013 年二季度开始 GDP 增速有望趋势性回升； 

如果政策支撑力度加强，则回升时期有望提早大约 1 个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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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依然曲折 图 15：GDP 同比二季度开始步入回升轨道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2.4 支出法视角：出口看欧洲、投资看工业 

从支出法角度来看，两大需求的增速变化是 2013 年市场关注的焦点： 

1、出口看欧洲（对欧出口）： 

 根据 BLOOMEBRG 一致性预期，欧洲 GDP 增速将从 2013 年二季度开始

回升； 

2、投资看工业（制造业投资）： 

 ROE 水平； 

 盈利前景预期； 

图 16：欧元区 GDP 有望触底回升，可稳定国内

出口 
图 17：制造业投资与 ROE 大致正相关，ROE 见底

可期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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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胀：静待新一轮的崛起 

3.1 物价增速的变化方向—分歧不大 

无论从货币角度还是从生产性缺口角度来看，对于未来时期内中国通货膨

胀率的拐折上行都分歧不大。 

从货币角度来看： 

• 准货币与 CPI 反向领先，已经开始回落； 

• M1 与 CPI 正向领先，已经出现了触底回升； 

从生产供需角度理解： 

• 工业增加值产出缺口的正负转换与 CPI 同比增速拐点密切相关； 

• 根据对 2013 年工业增加值的模拟预期，产出缺口由负转正，对应于 CPI

增速回升； 

图 18：准货币与 M1 增速变化预示 CPI 同比进

入回升周期 

图 19：产出缺口预计转正，对应 CPI 增速回升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3.2 寻找食品要素价格增速的超预期因素—猪肉

价格周期 

物价变化的幅度无法由生产缺口和货币增量来解释，但是与猪肉价格周期

密切相关。我们首先对于 CPI 食品部分的进行超季节性定义，定义如下： 

CPI 食品价格的超季节性因素=CPI 食品实际环比增速-历史同期环比平均

增速（季节性）； 

由于猪肉价格周期具有强规律性，其周期规律性对于 CPI 食品因素的超季

节性变化具有很强的解释性。 

 

 

http://www.microbell.com


本研究报告仅通过邮件提供给 天津建融投资 天津建融投资有限公司(jrtzrd@sina.com) 使用。11

             2012 年 12 月 21 日                                    “春”来仍有波动，“秋”至初露熊头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10                           申万研究·拓展您的价值                    

图 20：肉价大小年对应于 CPI 食品因素超季节性周期 图 21：肉价大小年可解释食品项目环比变化特征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3.3 非食品要素的价格增幅-刚性上移 

而对于 CPI 中的非食品要素部分，长期以来，受到人力成本上行因素推动，

CPI 中的非食品要素价格刚性上行。仅仅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时期出现个阶段

性异常现象。 

图 22：长期以来非食品要素价格刚性上移 图 23：2013 年非食品要素：翘尾走高、新涨价持平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因此在 2013 年，由于非食品要素翘尾因素高于 2012 年，新涨价部分预计

持平于 2012 年，总体而言，在 2013 年 CPI 中的非食品要素部分同比增幅将超

过 2012 年。 

3.4 2013 年：CPI 前稳后升，最终破 3 望 4 

总体来看，2013 年 CPI 稳定的 有利条件是翘尾因素的回落。2012 年翘

尾因素为 1.2%，预计 2013 年翘尾因素为 0.7%。 

新涨价因素的变化成为焦点，并将影响力延续到 2014 年。2012 年新涨价

因素为 1.4-1.5%，预计 2013 年新涨价因素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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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013 年：翘尾因素相对偏低 图 25：三、四季度之交：CPI 破三望四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2013 年 CPI 走势综合预计： 

• 1-5 月份：CPI 同比增速不会超过 2.5%，食品要素环比增速符合季节性。

通货膨胀预期不强； 

• 6-8 月份：CPI 同比增速保持在 2.5-3.0%之间，突破 2.5%后，通货膨胀

预期涌现； 

• 9 月份以后：CPI 加速上行，破三望四； 

• 全年 CPI 同比平均为 2.7-2.8%； 

3.4 基本面因素的影响：预期变化胜于实际变化 

2013 年上半年的风险点——经济增速的波动； 

• 受到基数效应的影响，上半年经济增长的恢复并不会一帆风顺，在某阶

段出现数据的下行会导致经济增长二度回落的预期上行； 

2013 年下半年的风险点——CPI 的上行； 

• 三季度开始，猪肉价格步入大年周期，将导致 CPI 中的食品要素价格出

现超越季节性的变化，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预期的抬头； 

从全年综合来看，2013 年的基本面形态相对温和，从实际运行角度而言，

难以出现二度衰退或通货膨胀的情形，但是此二者的预期变化将成为市场捕捉

的焦点； 

 

4. 供需缺口压力集中于三季度 

4.1 利率品供求缺口：前小后大 

2013 年利率品种到期规模构成刚性投资需求。四大品种 2013 年到期规模

合计为 2.67 万亿元，5-7 月份大量 3 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到期。 

http://www.microbell.com


本研究报告仅通过邮件提供给 天津建融投资 天津建融投资有限公司(jrtzrd@sina.com) 使用。13

             2012 年 12 月 21 日                                    “春”来仍有波动，“秋”至初露熊头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12                           申万研究·拓展您的价值                    

预计 2013 年四大品种的发行总规模为 3.9 万亿元，且其逐月发行量占比

具有较强的历史规律性。 

供求缺口=发行总规模-到期规模，该缺口需要额外的流动性补充，可大致

参考同期的超额准备金数量。总体看，上半年缺口大小波动性较大，8 月份开

始缺口压力持续凸显。 

图 26：2013 年利率品种到期与发行规模预期 图 27：供需缺口压力在下半年较大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4.2 流动性焦点：理财产品前途莫测（1） 

2011 年以来，理财产品（表外）的发展引起了两个方面的变化： 

　 1、货币市场利率的波动性显著增大； 

　 2、季末月份和次月，一般性存款规模呈现显著的正负交替； 

图 28：理财产品的发展引发资金利率的波动 图 29：理财产品的发展引发存款规模的波动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4.3 流动性焦点：理财产品前途莫测（2） 

2011 年之前季末月份一般性存款的扩张主要依赖于：贷款的扩张（派生

性存款）和外汇占款（原生性存款）。 

2011 年之后季末月份一般性存款的扩张主要依赖于三者，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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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贷款的扩张（派生性存款）； 

　 2、同业往来（来源方）的减少（派生性存款）； 

　 3、同业往来（运用方）的增加（派生性存款）； 

其中， 后一项的波动直接体现为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中的融资

需求。 

图 30：常规模式下一般性存款扩张的路径 图 31：2011 年以来一般性存款扩张的路径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4.4 流动性焦点：理财产品前途莫测（3） 

理财产品的存在与否对于一般性存款总量的影响不大，但是对于分布结构

影响很大； 

　 1、多数表现为居民存款与企业存款之间的互转； 

　 2、少数表现为同业存款与一般性存款之间互转（对应拆借类基础资

产）； 

基础资产的长期性需要非银机构与银行之间用短期拆借形式形成“过桥效

应”，客观上起到了阶段性扩张资金需求的效果； 

情形 1：从负债端入手,仅允许负债的自然到期—将造成理财规模的主动

性缩减，长期资产资金链条断裂，引发流动性危机； 

情形 2：从资产端入手，允许资产的自然到期—短期内无法消除货币市场

利率的波动； 

结论：倾向于情形 2，短期内（取决于基础资产的平均久期）无法消除货

币利率波动，对利率品而言，并不具有显著利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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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同业往来的变化加剧引发资金利率的波动 图 33： 理财产品负债端与资产端连接变化一览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5. 利率品投资交易策略 

5.1 超越中性的利差反映基本面的超季节性特征 

利率估值与基本面因素的对应关系： 

• 超越中性的利差=当前利率-历史均值（3.60%） 

• 基本面的超季节性特征=实际 CPI-CPI 的季节性规律 

上半年，基本面的组合（增长波动+通胀低位）有利于维持一个偏暖的市

场氛围，而在猪肉周期的变化下，预计 2013 年下半年开始，基本面焦点—CPI

将呈现超季节性变化； 

结论：10 年期国债上半年（3.40%，3.60%）区间震荡，下半年有望走高

至 3.80%； 

图 34：7 月份以来库存再起的苗头隐显 图 35：工业品销售状况并未继续恶化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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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金融债券相对价值更高 

考虑到隐含税率，当前利率品价值的优劣顺序为：国开行金融债券>非国

开行金融债券>国债； 

2009 年以来，国开行金融债券隐含税率平均为 14%，目前已经接近 20%； 

国开与非国开金融债券的利差平均为 12BP，目前已经达到 20BP； 

在假设 10 年期国债 2013 年变化轨迹为:  （3.40%，3.60%）—>3.80%的

情况下，预计国开行 10 年期金融债券利率变化轨迹为: （4.20%，4.50%）—

>4.70%，预计非国开行 10 年期金融债券利率变化轨迹为：（4.10%，4.30%）

—>4.50%。 

图 36：隐含税率已经处于历史高位 图 37：国开与非国开的利差也已经达到相对高位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5.3 短期利率-从泰勒规则来理解政策利率新基

准 

利率市场化中政策基准利率的变迁：存贷基准利率—公开市场票据发行利

率—公开市场正逆回购利率； 

如何理解基准利率（逆回购利率）的定位—泰勒规则（主要以通货膨胀因

素为考虑要点） 

1、结合对未来 CPI 的预期，2012Y4Q 和 2013Y1Q 从趋势角度存在逆回购

利率稳定（甚至不排除出现小幅度回落的可能）； 

2、进入 2 季度后，该利率上行压力加大； 

总体来看，7天逆回购利率维持在（3.20%，3.60%）范围内，表现为前稳

后升态势。在下半年，预计正回购操作展开，形成主动性提高货币市场利率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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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从 13 年二季度开始，CPI 缺口开始收敛 图 39：泰勒规则：7 天回购利率与 CPI 缺口高度吻合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5.4 降息预期收敛至低位，浮动债券价值强于固

息品种 

固息债券依然偏贵于浮动品种。中债固定金融债券指数与浮动金融债券指

数之差依然处于历史高位置，存在分久必合的风险。 

降息预期不断收敛，有助于浮动债券价值体现。降息预期由 6 月份的 4-5

次，降低到目前的 1 次（未来 1 年内），已经处于低位平衡位置。 

 

图 40：中债指数显示：浮动债券整体价值存在低估 图 41：降息预期基本消失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资料来源：申万研究 

5.5 交易与配置建议 

投资配置建议： 

• 2013 年 1-4 月份：可相对积极的对待中长期利率品的配置，因为从全年

票息时间回报来看，当前的中长期利率具有一定的配置价值； 

• 2013 年中期（5-8 月份）：考虑缩短久期，保持谨慎的配置风格； 

• 2013 年四季度：适当强化配置，但是本着小幅度慢跑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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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类资金建议： 

• 2013 年上半年：可适当积极对待市场变化，捕捉交易性获利的机会，相

对而言，4-5 月份的机会偏大； 

• 2013 年下半年；从 8-9 月份开始，收缩交易，迎接“熊头”的来临； 

我们态度的变化： 

• 2012 年：我们主要贯穿一个利率品市场“由大年转换到小年”的概念； 

• 2013 年：我们主要贯穿一个利率品市场“牛尾毕，熊头露”的概念，而

2013 年三、四季度之交将是“熊头初露”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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