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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建议

操作建议：

SC原油主力合约在5月份整体

涨跌共存但月线依然录得有

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从5月

底6月初时间开始油价便获得

了较强的上升驱动力。预计

本月时间油价或整体偏强运

行，存在较强的反弹强度，

建议内盘品种可偏多布局，

激进者可做多虚值看涨期权。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长安期货

(SC主力合约月度K线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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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WTI/Brent行情回顾

资料来源：文华财经，长安期货

(WTI、Brent、SC(右)主力合约月度K线走势图)

• 三大原油期货在5月份基本

维持了相对偏弱运行的走势，

虽然价格有所回落，但下方

均获得了相对较强的支撑。

整体来看，油价在5月份录

得了较大跌幅，国际油价跌

幅均在10%左右，内盘月度

跌幅则在5%附近，也基本

完整回吐了俄乌冲突以来的

全部涨幅；但日度分化来看

则出现了较多的隔夜翻转走

势，市场情绪波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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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宏观——美债上限法案通过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长安期货

• 上周四晚，美国参议院以63票对36票的结果通过了暂停美国债务限额的法案，并将暂停时间设置在2025年1月1日，同时

6月3日下午时间美国总统正式在白宫签署了法案，这意味着此前受到市场广泛关注的X日将成为下任美国总统更为关心的

特殊时期。尽管此次暂停债务上限的法案如期通过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从1月19日的31.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的阴

霾中得到的暂时的喘息机会，但市场的担忧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缓解。

• 法案的内容包含了6项工作，一是满足了共和党收紧救济福利领取规定的要求、二是搁置了能源发展上的分歧、三是收回

未动用的防疫资金、四是削减对税务局的拨款、五是不增加非国防开支、六是维持了共和党此前要求减免的教育贷款，法

案工作内容彰显着共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从政治角度上来看，法案的通过并没有得到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一致同意，共

和党中的保守派认为法案在限制政府支出的方面仍有提高空间，而民主党中的进步派则反对社会福利项目新增的限制，两

党中的不同声音意味着法案的通过是拜登政府与麦卡锡做出了一定政治程度上的牺牲才达成的，而这极有可能成为明年美

国总统大选上拜登政府想要取得连任结果的一大绊脚石；另一方面，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六项内容从短期来看确实能一定

程度上缓解美国债务的问题，但从长期来看美债达到历史高点的事实并没有得到改变，拜登政府在法案中承诺将削减

2024与2025财年的开支以避免债务违约为美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但考虑到目前美国市场的高通货膨胀，这意味着

未来两年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被削减的程度将会更大。但毋庸置疑的是，法案的通过暂时结束了美国债务方面上自二战以

来最严重的僵局，对美国市场乃至全球范围内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都有一定程度的缓解，而这也将对近期的油价形成一定

程度的提振。



（1.2）宏观——5月加息后6月预期降温

• 5月4日凌晨2点，美联储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加息

25基点，符合市场预期，而此后整月当中市场对于

6月份加息的预期始终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尽管关

于美债上限的问题市场找到了短期答案，但对于6月

份加息的情况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从5月中下

旬时间开始，市场对于6月加息的预期就始终摇摆不

定，从联储官员的发言来看，鹰派的主要言论集中

在目前并没有看到有效的暂停加息的指标出现，并

且通胀依然处在绝对的高位之上，市场需要对通胀

降温的前景保持警惕，而鸽派的言论则集中在暂停

加息可以给予市场一定的喘息空间来评估当前的经

济数据，并且可以做到的是跳过一次加息而不是暂

停加息。

资料来源：美联储、CME，长安期货

(美国5联邦基金利率变化(上)CME加息预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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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宏观——5月加息后6月预期降温
• 而从经济数据来看，最近的非农就业人数激增33.9万人，

为今年1月以来的最大增幅，远超于预期的19万人和前值的

25.3万人，是过去13个月中连续第12次的超出预期，并且

修正后的数据显示，3月和4月新增就业岗位9.3万个，表明

劳动力需求强劲，但同时，另一项针对美国家庭的调查显

示，美国5月份就业有所下降，失业率超出市场预期来到了

3.7%，虽然终结了连续的失业率下降趋势，但基本处在平

均范围之内。数据的矛盾为市场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也因此，在以经济数据作为主要政策驱动的美联储考虑之

中，6月份暂停加息的预期目前正在高涨，但同时考虑到高

通胀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市场对于7月份的再度加息

也是打开欢迎的大门。如果6月份暂停加息如期而至，那么

油价的上行将如此前预期一般到来，但随着7月加息预期的

上升，整体的上行幅度或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限制。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长安期货
(美国5年非农(上)美国5年失业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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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宏观——美国银行业事件持续发酵
• 美国银行业在3月份与4月份的接连爆雷事件曾一度导致国

际油价收到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存在较大的跌幅，但在5

月份银行业危机似乎已经被市场逐步消化，影响力度正在

逐步缩小。从标普精选银行业指数来看，该指数从2月底3

月初的1000点高位下跌至3月中旬800点附近之时获得了

较强的支撑，而此时主要发生的事件也是银行业危机出现

了短暂的平稳，虽然随后收到西太平洋合众银行等地区性

银行股价再度下跌的影响，指数再度下探至700点附近的

低点，但5月份当中这些银行股价普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

弹，并且指数也在6月初的时间恢复至了3月份的同期水平。

结合当前的宏观局势不难发现，随着美国债务上限法案的

通过以及6月暂停加息的预期愈发高涨，银行业流动性的风

险或在6月份被进一步缓和，而银行业的表现也或将持续回

暖，进而导致此前行业性危机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影响力进

一步被削弱。

(标普银行业指数)

资料来源：S&P，长安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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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宏观——地缘不确定性仍存
• 地缘政治问题在近期依然是影响油价走势的一大不确定性，

一方面苏丹冲突问题尽管在此前达成了短期停火协议，但

结果并不如人意，双方此后仍存在一定范围内的冲突，同

时也纷纷指责对方存在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存在，并且美

国方面也在6月初宣布了对苏丹实施新的制裁，这或导致苏

丹冲突的缓解在短期内仍然难以见到有效的进展；另一方

面，俄乌冲突从去年以来就始终在影响油市的变动，近期

随着俄罗斯境内出现了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宣布准备进行

反攻、欧美国家持续对俄制裁以及对乌提供军事经济援助

等事件的发生，俄乌冲突的进展并没有在近年上半年取得

有效的降温，尽管从目前来看很难再度出现大规模的军事

冲突，但两国的矛盾也难以在短期之内得到有效缓解，如

果未来俄乌冲突再度升级，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将会对油市

形成较大的冲击，若两者冲突在未来迅速降温，那么地缘

风险溢价也将被市场持续回吐，因此地缘政治属性方面的

不确定性仍旧存在。

(地缘风险指数GPR)

资料来源：Matteo Iacoviello，长安期货



（2.1）供给——OPEC+会议延长减产

• 自随着市场的关注，第35届OPEC+部长级会议于6月

4日北京时间晚间举行。会议正式召开之前，有部分

投行以及研究人员表示，本轮OPEC+会议极有可能

以再度额外减产100万桶/日落幕，而昨日会议的结果

也基本符合市场的预期。从减产幅度上来看，欧佩克

+达成了一项协议，将减产延长至2024年，其中沙特

将主动从7月份开始额外减产100万桶/日至900万桶/

日，其余成员国将延续此前的减产政策至2024年底，

其中俄罗斯将延续此前承诺减产的50万桶/日，伊拉

克减产21.1万桶/日，阿曼减产4万桶/日，阿尔及利

亚减产4.8万桶/日，阿联酋减产14.4万桶/日，科威

特减产12.8万桶/日等；

资料来源：OPEC，长安期货

(OPEC产量)

(千桶/天) 2月产量 3月产量 减产幅度

阿尔及利亚 1017 1013 -4

安哥拉 1072 1007 -64
刚果 278 270 -8

赤道几内亚 61 48 -12

加蓬 196 203 7
伊朗 2574 2567 -8
伊拉克 4375 4358 -18
科威特 2676 2678 2

利比亚 1163 1161 -2

尼日利亚 1371 1354 -17
沙特阿拉伯 10361 10405 44

阿联酋 3046 3038 -8

委内瑞拉 692 695 2

合计 28883 28797 -86



（2.2）供给——OPEC+会议延长减产

• 而从减产目的上来看，沙特代表称此次减产将不以价格

为目的，不难看出的是沙特作为唯一一名额外减产的成

员国，在油价反弹之际减少产量无异于将会降低该国石

油产品的收入，但从长期将会为稳定油价起到关键的作

用；同时沙特方面也表示，将在后续减产实施的阶段中

继续保持月度监察的方式来保证减产的落实。本次

OPEC+的减产基本符合市场的预期，但与4月初减产不

同的是，本轮减产并没有在短期之内扩大幅度，反而是

延长了减产策略的延续时间，这种做法在短期之内对原

油市场供给侧的冲击或许相对有限，但从长期来看考虑

到今年下一轮的OPEC+部长级会议将会在11月26日举

行，距离本轮会议结束还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周期，期间

油价也将面临供给侧持续收紧带来的上行动力。

资料来源：OPEC，长安期货
(OPEC产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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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供给——俄罗斯出口延续平稳

• 而在讨论到俄罗斯产量的方面，沙特与阿联酋均表示不

希望政治因素影响各成员国对俄罗斯产量的看法，同时

俄罗斯也表示将会延续此前的减产幅度。根据海运数据，

俄罗斯截至5月28日的四周平均海运石油出口量为六周

以来首次下降，降至364万桶/日的水平，该数据虽然抹

去了周度平均数据的波动水平，但相比较去年年底以来

的水平，仍旧存在140万桶/日的增长，相比较于俄罗斯

承诺减产以来的基准月份2月的产量存在有27万桶/日的

增长。从这一数据不难发现，此前原油价格一再下行的

一大主要原因就是在于俄罗斯海运数据的高涨，而这一

数据也意味着俄罗斯似乎并没有严格遵守此前承诺的减

产数量。

资料来源：EIA，长安期货

(俄罗斯产量同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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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供给——美国产量持续放缓
• 美国的原油供应在今年以来持续放缓，从5月份的数

据来看，美国页岩油的产量增速已经下降至不足

0.5%，产量来到了933万桶/日。而从美国整体的产

量来看，截至5月26日当周，美国原油产量减少10万

桶/日至1220万桶/日，虽然整体变化幅度不大，但仍

旧存在下行趋势以及一定的下行区间。

• 同时，由贝克斯油服公布的北美石油钻井数量则进一

步下行，5月以来北美钻井数量已经较月初的591台

连续下降了36台，钻井数据作为北美原油产量数据的

先行指标，该数据的下降直接表明了原油产量在中期

来说面临着一定的下行风险，以此叠加此前OPEC减

产的背景，全球范围内的原油供给或在未来时间内持

续收缩，进而对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

资料来源：EIA、贝克斯油服，长安期货
(美国页岩油(上)北美钻井数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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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供给——美国出口回暖

资料来源：EIA，长安期货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4,500.00
5,000.00
5,500.00
6,000.00

2022-05-27

2022-06-27

2022-07-27

2022-08-27

2022-09-27

2022-10-27

2022-11-27

2022-12-27

2023-01-27

2023-02-27

2023-03-27

2023-04-27

原油出口

450.00

550.00

650.00

750.00

850.00

950.00

1,050.00

1,150.00

1,250.00

2022-05-27

2022-06-27

2022-07-27

2022-08-27

2022-09-27

2022-10-27

2022-11-27

2022-12-27

2023-01-27

2023-02-27

2023-03-27

2023-04-27

汽油出口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1,800.00

2,000.00

2022-05-27

2022-06-27

2022-07-27

2022-08-27

2022-09-27

2022-10-27

2022-11-27

2022-12-27

2023-01-27

2023-02-27

2023-03-27

2023-04-27

馏出燃料油出口

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500.00

2022-05-27

2022-06-27

2022-07-27

2022-08-27

2022-09-27

2022-10-27

2022-11-27

2022-12-27

2023-01-27

2023-02-27

2023-03-27

2023-04-27

煤油型喷气燃料出口



（3.1）需求——国内修复仍需验证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长安期货

• 原油需求方面，一方面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全球范围内炼厂以及制

造业的修复情况，然而从近期各大主要经济体公布的数据来看这

一修复似乎并不乐观。首先，国内发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数据，我国5月官方制造业PMI数据录得48.8，低于预期值的49.4，

同时低于前值的49.2，继续在荣枯线之下小幅回落，表明我国经

济回升的态势仍旧处在聚力阶段，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11个行

业PMI处在扩张区间，行业的景气程度有一定的分化，其中生产指

数与新订单指数分别录得49.6%和48.3%，比上月下降0.6和0.5个

百分点，均位于收缩区间。值得关注的是，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

加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的价格指数均低于31.0%，中、小型企

业PMI分别为47.6%和47.9%，比上月下降1.6和1.1个百分点。尽

管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各大机构对于国内需求修复的情况均报

以相当乐观的态度，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国内消费的修复依然

处在聚力阶段，距离验证国际市场的预期仍旧存在一定的距离，

因此对于国内消费的复苏情况依然需要一定时间的观察才能确定。

(国内PMI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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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新闻整理，长安期货

• 欧美市场方面，美国5月ISM制造业PMI录得46.9，低于预

期的47，同时低于前值的47.1，依然处在收缩区间当中，而

欧元区制造业PMI录得终值 44.8，低于预期的44.6，并且低

于前值的44.6，数据录得为2020年5月以来的新低。从数据

中不难看出的是，欧美市场的PMI依然处在收缩的区间当中，

制造业商业情况的持续恶化也在连续加剧着市场对于经济修

复以及衰退风险的担忧；美国市场中尽管供应商创纪录的交

货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在5月初积压的订单，但新订单

的流入减少导致总体的生产增长率并不乐观；欧元区制造的

低迷情况则广泛存在，四个最大的欧元区国家英国、法国、

德国，以及意大利的PMI数据均处在荣枯线的水平之下，并

且已经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周期，这可能会导致未来的欧洲市

场经济修复进一步放缓，同时考虑到欧洲劳动力表现的下滑，

未来欧洲市场的需求或存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3.2）需求——欧美制造业持续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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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需求——北半球季节性消费旺季到来
• 需求方面虽然制造业表现不佳，但汽油消费或在未来得到

有效的改善。随着北半球气温的回暖，以美国为代表的消

费大国将在6月份迎来正式的季节性消费高峰。在美国度

过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后，北美市场持续3个月的驾驶旺季

将正式到来，从历史角度来看，6月份的汽油消费水平将

持续增加，并在7月中旬时期达到年内的相对峰值，这一

时期的汽油需求将持续处在高点，并将延续至9月份的劳

工节之前，而在这段时间当中，原油价格也将受到汽油消

费的提振，持续存在着不俗的上行动力；同时国内的汽油

消费虽然没有如北美市场一般明显的季节性特殊时间节点，

但6月份过后寒暑假的到来也将会是汽油消费以及航空燃

油需求也将会是一大提振因素，而这一方面也将会逐步验

证国际市场对于我国下半年经济复苏的预期，届时可以预

见的是，随着国内以及欧美市场季节性消费的逐渐发力，

油价或在下方获得一定的强劲支撑。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EIA，长安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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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需求——机构调整需求预期

资料来源：EIA，长安期货

• 5月第一周时间EIA公布了月度能源展望，其中对2023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期调整为156万桶/日，而此前预计的水平为144万桶/日；但将

2024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期调整为172万桶/日，此前预计为185万桶/日；同时表示能源需求增长将使全球石油市场在2023年第三季度至

2024年第一季度之间达到平衡；预计2023年WTI原油价格为73.62美元/桶，此前预期为79.24美元/桶。预计2024年WTI原油价格为69.47美元/

桶，此前预期为75.21美元/桶；预计2023年布伦特价格为78.65美元/桶，此前预期为85.01美元/桶。预计2024年布伦特价格为74.47美元/桶，

此前预期为81.21美元/桶。

• 同时，在OPEC月报当中，将2023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速预期维持在230万桶/日不变，但预计我国2023年的石油需求将增加80万桶/日。从机构

月度报告的结果来看，EIA上调北美原油需求的原因在于对于油价的下调，尽管较4月份有12万桶/日的需求水平上调，但可以看到的是短线内对

于油价的影响相对有限，仅存在小幅提振效果；而OPEC方面尽管维持了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期的不变，但同时上调了对我国需求的预期，这意

味反向下调了对欧美市场的消费预期，这一观点与4月份的月报内容保持了一致。因此整体不难发现，从机构角度来说，对于下半年原油需求的

预期仍旧不容乐观，因此需求角度来说对于油价的提振效果也将相对有限。

• 5月第二周公布的IEA月度报告当中，IEA将2023年石油需求预测上调10万桶/日至1.02亿桶/日，在2023年增加220万桶/日，达到创纪录的1.02

亿桶/日，今年下半年全球需求将超过供应近200万桶/日，主要是受到我国经济反弹的影响，石油整体需求增幅将超过预期。其中，IEA指出，

我国的需求恢复将超出预期，在3月份创下了1600万桶/日的历史新高，并预计2023年我国石油需求增幅将达130万桶/日，达到创纪录最高水平。

从对于我国的需求增速预期角度来看，IEA保持了与OPEC以及EIA一致的角度，后者中OPEC对于我国2023年的石油需求预期为增加80万桶/日，

因此从机构预期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消费恢复仍旧是支撑全球原油市场消费回暖的主力因素。



（3.5）需求——美国成品油产量回暖

资料来源：EIA，长安期货 (美国成品油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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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需求——美国进口增加

资料来源：EIA，长安期货 (美国油品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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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库存——原油库存涨跌反复
• 原油库存方面，截至5月26日当周，API数据录得原油库存再

度激增520.2万桶，预期为下降122万桶，前值为下降679.9万

桶，涨幅为2023年2月24日当周以来最大增幅，并且远超出

市场此前有所减少的预期；而EIA原油库存则录得截至5月26

日当周则大幅增加了448.8万桶，预期为减少138.6万桶，前

值为骤降1245.6万桶，增幅录得2月17日当周以来最大。本轮

原油库存的增加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市场上进口数量的增加与前

轮数据大量减少的反弹所致，根据EIA公布的数据，美国截至

5月26日当周的净进口量增加了100万桶/日，同时前一周时间

原油库存数据经历了较大幅度的减少，也因此在上周原油库存

数据公布之后，市场的反应也是相对平淡，油价并没有出现较

大的波动；从季节性角度来看，随着6、7月份北半球消费的

逐步回暖，全球范围内的驾驶出行以及炼厂加工将进一步复苏，

而这也将进一步加快原油库存的去化速度，并进一步延续3月

份以来的去库走势，对油价形成进一步的支撑。

(EIA/API原油库存)

资料来源：EIA/API，长安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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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库存——汽油库存连续去化

• 而在成品油库存方面，EIA数据显示截至5月26日当

周，汽油库存实际公布减少20.7万桶，预期为减少

49.7万桶，前值为减少205.3万桶，汽油库存延续

了去库走势，达到五年低位，但幅度有所降低，主

要原因则是在于北美市场炼厂开工率的回暖所致；

而精炼油库存实际公布结果增加98.5万桶，预期为

增加86.2万桶，前值为减少56.1万桶，精炼油库存

增加的原因与汽油库存型类似，结果也基本符合市

场的预期。从成品油库存的整个角度来看，油品需

求边际改善的情况有所得以延续，随着炼厂开工的

逐步回暖，以及北美出行消费的复苏，成品油需求

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振，进而对油价形成一定的

支撑。

(成品油库存)

资料来源：EIA，长安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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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价差——国际期现价差

• 5月WTI与Brent期限价差走势基本保持一致，期货方面主要是由于两者受到

的价格影响因素基本相似，而现货方面则是由于WTI现货现已加入到Brent现

货定价体系当中，两者价差也愈发缩小；而在布油现货方面，基差在5月份

持续走弱，现货相对期货强势水平不在。

(WTI/Brent 期现价差) (Brent基差)

资料来源：WIND，长安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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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价差——国内期现价差

• 内盘品种方面，SC基差在5月处在相对平稳的运作水平，但在6月初时间存

在大幅度回落，虽然此后有所反弹，但仍旧处在相对低位，而基差走弱的主

要原因则是由于国际现货价格均在5月有所回落，这也与期货价格基本保持

了一致。预计本月时间随着国际油价的反弹，基差或维持此前震荡水平。

(现货价格) (SC基差)

资料来源：WIND，长安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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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价差——内外盘价差

• 内外盘品种联系来看，SC原油期货与

外盘品种的差距在5月时间内基本保持

稳健，价差水平并未出现明显波动，虽

然月末时间有小幅跳涨，但随后迅速恢

复。从油市格局来看，内盘品种目前远

月相对较弱，主要由于国内需求回暖迟

迟仍未兑现，这也是拖累国内原油强势

程度不复此前的主要因素之一。预计本

月时间随着气候回暖，内盘仍将以跟随

国际油价走势为主，价差也将难以出现

较大缺口。

(内外盘价差)

资料来源：WIND，长安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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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价差——SC月差
• SC原油期货月差结构在5月期间走势相

对平稳，基本维持了近月强于远月的大

体结构，虽然5月底时间价差结构有所

翻转，但在6月初时间再度回归。从价

差程度来看，M1价差结构明显强于

M2，一方面是受限于远月合约流通性

有限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市场对于

远月需求兑现的预期程度相对较弱。预

计本月时间随着07合约接进最后交易

日，M1价差将进一步靠拢缩小，而

M2与远月价差或有进一步扩大可能。

(07-08、07-09月差)

资料来源：WIND，长安期货



（5.5）价差——裂解价差

• 5月份国际汽柴油裂解价差自高位回落明显，虽然北美汽油价格依然强势，但受限于油价

的下跌，炼厂利润整体受限。从价格角度来看，目前汽柴油裂解价差基本处在30美金上

下的水平，基本处在历史相对水平的上沿，这意味着裂解价差仍旧存在进一步下降的空

间；但从消费角度来看，虽然近期汽油消费依然不及预期，对价差有拖累影响，但考虑

到未来驾车出行需求将迅速恢复，因此这一角度将成为价差回暖的主要支撑。

(美汽柴油裂解价差)

资料来源：WIND，长安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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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小结
5月份国际油价整体呈现出偏弱运行的走势，月线均录得较大跌幅，整体也基本回吐自去年俄乌冲突以来

全部涨幅，其中美油月线录得下跌11.82%，布油月线录得下跌10.13%，SC原油月线录得下跌5.23%。

就目前的油市形势看来，宏观经济压力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美债上限法案的通过以及对于6月加

息预期的降温都将对油价形成一定的提振，但考虑到7月份加息的不确定将在近期也被逐步交易，因此提振幅

度或相对有限；而原油基本面方面，供给侧OPEC+会议以沙特额外减产100万桶/日以及其余成员国延长减产

周期落幕，对油价将形成长期支撑，需求端虽然目前全球范围内各大经济体制造业修复不及预期，但夏季出行

高峰或成为油价的另一支撑因素，因此基本面整体或利多油价。整体看来，在经历了6月份油价的宽幅震荡整

理之后，不论是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减弱还是原油基本面重新回归稳固都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油价形成支撑，

近期油价或在前述因素的影响下筑底反弹偏强运行，但考虑到美联储加息预期依然存在且经济衰退风险尚未完

全退却，因此上方空间或被限制。操作上建议内盘品种及产业链下游品种以偏多短差的思路对待，同时可偏多

布局虚值看涨期权。

上行风险：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美联储后续加息预期降温等

下行风险：国内消费不及预期、欧美经济陷入衰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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