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2 日，欧元兑美元一度跌至

1.0005，即1欧元=1美元。上一次，欧元

兑美元达到这一低点还是 20 年前的

2002年。这也意味着欧元自正式进入

市场以来对美元汇率实现了一个从升值

到贬值的“轮回”。 ■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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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住户存款增加超上半年住户存款增加超1010万亿元万亿元

为啥国人更爱存钱了为啥国人更爱存钱了？？

美元加息导致欧元快速贬值
欧元曾被外界寄予巨大的希望，不仅

被认为是促进欧盟内部经济一体化的强

大动力，而且一度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挑战

美元霸权的货币。

但现实是，欧元自问世以来，在经历

了长达十年的升值历程后，就开始了持续

性贬值。过去十年间，欧元对美元汇率从

最高点累计贬值接近40%。总体来看，

尽管欧元曾经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形成对

美元霸权最大的潜在挑战，但是20年过

去，依然只是潜在的挑战。

过去一年间，欧元快速贬值的直接原

因来自美元加息预期。

美联储加息的市场预期自2021年以

来不断强化，最终在 2022 年初成为现

实。3月17日，美联储宣布将基准利率上

调25个基点至0.25%～0.5%区间。这是

美联储自2018年1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

也开启了美元加息周期。6月份更是直

接宣布大幅加息7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

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至 1.5%～1.75%。

这是美联储自1994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单

次加息。同时，美联储宣布缩减其8.9万

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的计划。

加息与缩表都意味着天量美元将退出

市场。这必然会导致市场上的美元短缺，

引发汇率波动以美元升值的现象出现。

地缘政治剧烈动荡是主因
如果市场不需要美元，或者更加需要

欧元，那么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也并不一定

意味着美元升值和欧元贬值。但当前的

汇率表现意味着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依然

旺盛，对欧元的需求相对疲软。

当前地缘政治剧烈动荡是导致这种

现象的主要原因。

俄乌冲突破坏了欧洲国家对地区战

略稳定和繁荣未来的预期。一方面，拥有

强大军事力量保护的美元成为资本市场

更加受到青睐的避险币种。另一方面，欧

洲重新对防务问题的重视同样抑制了欧

元升值的预期。未来欧洲国家大概率都

会相应增加防务开支，这大大增加了市场

对欧元贬值的预期。

因为，如果欧洲央行也加息的话，将

会大大增加成员国的借债成本。统一的

货币，但不统一的财政，使欧盟各成员国

承受欧元加息的能力差别巨大。所以，尽

管欧元区的通货膨胀也在增加，但是市场

对欧央行加息的预期已经回落。

美元升值给全球带来巨大挑战
事实上，近一年来，并不是只有欧元

相对于美元出现了贬值，英镑、日元、瑞士

法郎等货币都呈现出同样的趋势，这意味

着各国都承受不起加息给经济发展带来

的负面效应。

目前来看，不只欧元贬值，美元升值

对其他国家来说也影响巨大。首当其冲

的是全球贸易增长将受到抑制。美元升

值会导致非美元货币购买力下降，高度依

赖全球贸易的国家会因此“变穷”，全球经

济发展也会因此而遭遇挫折。

此外，美元升值会使以美元计价的

债务成本增加，使背负美元债务的国家

陷入无法按时偿还债务的信用危机。同

时，美元升值将导致全球美元向美国回

流，进一步催高其他国家的国内通货膨

胀。最后，美元升值可能加剧一些地区

的政治动荡。

如果美联储的加息步伐继续以如此

激进的速度推进，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的发

展将遭遇重大挑战，可以预见多个国家政

局将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动荡。

时隔20年欧元再次与美元“等值”，意味着什么？

近期有两组数据，让人有一种感受：

中国老百姓更爱存钱了。

上半年住户存款增加超10万亿元

央行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人民币存款增加18.82万亿元，同比多增

4.77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0.33

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5.3万亿元，

财政性存款增加5061亿元，非银行业金

融机构存款增加9513亿元。6月份，人民

币存款增加4.83万亿元，同比多增9741

亿元。

上半年住户存款增加10.33万亿元，

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在上半年，平

均每天约571亿存款涌向银行。

58.3%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

根据央行发布的2022年第二季度城

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倾向于“更多消费”的

居民占23.8%，比上季增加0.1个百分点；倾

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3%，比上季增

加3.6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

占17.9%，比上季减少3.7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愿意更多存钱的

人大幅变多了，而愿意更多投资

的人变少了。

上半年住户存款大幅增长，

还有未来储蓄意愿的提升，令小

伙伴们心生疑问：为什么大家更

爱存钱了？

中国人更爱存钱的背后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居

民存款大幅度增长、储蓄意愿增强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既有短期影响也有长期因素。

董希淼指出，从短期因素看，主要是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今年3月份以来，

我国疫情持多点散发，部分企业难以正常生

产经营，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导致居民

预防性储蓄动机上升。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市场

震荡影响，我国资本市场波动加剧，股票、基

金收益明显下降，特别是银行理财产品出现

“破净”，导致居民风险偏好有所下降，部分

资金重新流向存款。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研报

中表示，2020年的经验显示，疫情会导致居

民存款同比增速上升，而且存款同比增速会

在较高水平上保持一段时间。

董希淼认为，作为消费主力军的中青

年群体，除了收入上具有优势以外，还面临

“上有老、下有小”等生活压力。居民对未来

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提高，使得居民

预防意识和储蓄意愿明显增强。此外，随着

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加大，居民住房消费意

愿持续不振，减少了住房消费支出，部分转

为居民存款。

怎样才能刺激消费？

储蓄变多，有利有弊。

董希淼表示，居民存款持续增加提高

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增强居民部门抵御风险

能力，但也反映出居民对未来预期转弱、消

费需求不足、投资意愿下降等问题。下一

步，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稳住居民预期和

信心，进一步提振居民消费和投资。

他建议，严格落实国家卫健委“九不

准”要求，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增长的关

系，最大限度降低疫情防控对经济和民生的

冲击，稳定企业和居民的预期。进一步稳住

宏观经济大盘。落实好前期出台的稳经济

一系列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更

加积极有为，主动发力，继续助力市场主体

纾困解难和实体经济稳步恢复，稳定居民就

业，提高居民收入。

董希淼指出，要提振居民消费意愿和

能力。持续释放国内市场潜力，采取积极有

效措施，改变居民消费动机不足等问题，改

善居民消费环境，培育中高端消费增长点，

扩大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消费，促进居民消费

转型升级。进一步落实好差别化的住房信

贷政策，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更好地满足居

民自住型和改善型购房需求。

从长远看，董希淼建议，进一步完善全

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满足居民养

老、就医、教育等方面的迫切需求，降低居民

后顾之忧进而降低预防性储蓄意愿。

当前，各地也在想方设法来刺激消费，

提振汽车和房地产消费成为重要抓手。

在促进汽车消费方面，除了减征购置税

外，多地还拿出真金白银的补贴，刺激大家买

车。在刺激房地产消费方面，多地已经宣布

放松限购、限售，降低首付比例，相当多的城

市还会发放购房补贴。另外，多地也通过发

放消费券来拉动消费，比如北京7月起线上

线下发放1亿元餐饮消费券。■ 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