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日外汇报告 2015 年 11 月 3 日 

【风险披露及免责声明】 
本报告之内容及信息是依据一些本公司相信是可靠的数据制作而成的，本公司对其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故本公司恕不负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

本公司及公司之代理人不对本报告的使用人基于本报告进行的投资所引致的任何损益承担任何责任。研究员对于本报告之撰写，采中立态度且独立完成。本报告中

涉及市场概况、投资建议或汇市前瞻部份，是依据研究员对市场数据分析而作成。本报告只用作提供数据性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推广、推销或招揽买卖任何杠杆式

外汇交易之邀请，亦只供个人作非商业用途并仅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专业意见。投资者以本报告内之建议作出任何投资决定前，或若对本报告之内容有任何疑问，

应先咨询专业意见。 

 

杠杆式外汇交易受汇率波动影响，除可提供获利机会也会涉及亏损风险。杠杆式外汇交易的亏损风险可以十分重大。投资者所蒙受的亏损可能超过最初保证金款额。

即使投资者定下备用交易指示，例如“止蚀”或“限价”交易指示，亦未必可以将亏损局限于投资者原先设想的數额。市场情况可能使这些交易指示无法执行。投

资者可能被要求一接到通知即存入额外的保证金款额。如投资者未能在所订的时间内提供所需的款额，投资者的未平仓合约可能会被了结。投资者将要为账户所出

现的任何逆差负责。因此，投资者必需仔细考虑，鉴于自己的财务状况及投资目标，这种买卖是否适合你。元大证券(香港)之外汇报告，若未经授权及同意，禁止

摘录、转载或刊登于媒体报章杂志。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China Federation of Logistics and Purchasing)与国家统计局周日(1 日)联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10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1，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但仍持续位于扩张区间。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

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表示，10 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1.2%，比上月上升 1.0 个百分点，表明非制造业总体增长平稳，市

场需求有所增加。他同时表示，分行业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3%，比上月回落 0.7 个百分点。由于国庆长假

等因素的影响，住宿、零售、旅游业、航空运输业等服务业表现较为活跃，而批发业、资本市场服务业、居民服务

及修理业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低于临界点，是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回落的因素之一。此外，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7.1%，比上月上升 1.9 个百分点。建筑业新订单指数为 55.1%，比上月上升 5.5 个百分点，表明建筑业市场需求回升，

生产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中国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体系，由商务活动指数、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在

手订单指数、存货指数、中间投入价格指数、收费价格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业务活动预期

指数等 10 个分类指数构成。另外，中国 10 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 49.8，和 9 月份持平，低于市场

预期。此前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 11 位经济学家给出的预期中值显示，10 月份中国官方 PMI 或微升至 50.0。国

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表示，10 月份生产和市场需求总体平稳，生产指数为 52.2%，比上月微

降 0.1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比上月微升 0.1 个百分点；此外，高技术、消费品等制造业延续扩张态势，

一些传统产业继续压缩生产，化解过剩产能。他还表示，大型企业企稳，中小型企业继续低于临界点。调查结果显

示，小型企业资金紧张的比例明显高于大中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仍然是困扰小型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问题之一。

此外，制造业进出口形势依然严峻。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7.4%，比上月下降 0.5 个百分点，进口指数为 47.5%，低于

上月 0.6 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在临界点下方双双回落。 

 

财新传媒和研究公司 Markit 周一(2日)公布﹐财新中国通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10月份终值录得 48.3﹐高于 9

月份的终值 47.2。这显示虽然中国制造业运行继续放缓﹐但势头已减弱至 4 个月以来的最轻微状态。财新报告称﹐

在新出口订单恢复增长的支撑下﹐新业务总量仅有小幅收缩﹐产出和就业的收缩率亦相应放缓。在生产需求下降的

背景下﹐投入品的采购量与库存皆继续下降。各种迹象显示﹐原料价格下降﹐成本负担因此进一步明显下降﹐厂商

通过降低产品售价把成本降幅传导至客户。数据还显示﹐10 月﹐制造业用工收缩﹐目前该收缩趋势已持续两年﹐但

本月收缩率放缓至 3 个月来最轻微。调查显示，部分厂商采取了缩减规模措施，用工规模因此下降。此外﹐生产需

求下降﹐企业继续压缩采购﹐而销售欠佳更导致成品库存在 9 月份创下逾三年来最大积压率。价格方面﹐投入成本

与产出价格皆大幅加速下降。另一方面﹐销量下降﹐导致成品库存连续第三个月上升﹐但积压率已放缓至轻微水平。 

10 月﹐中国制造业平均成本负担连续 15 个月趋降﹐降幅虽较 9 月放缓﹐但仍属显著。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何帆博

士表示﹐10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终值录得 48.3﹐比上月回升 1.1﹐制造业颓势减缓﹐表明前期刺激政策开始发挥效

果。总需求低迷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带来的通缩风险值得关注。  

 

市场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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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10 月份制造业成长意外提速至 16 个月来最快，因新订单激增。 Markit Economics 表示，制造业扭转了今年的下

行走势，迈开了今年第四季度更稳健的脚步。该机构发布的制造业指数从 9 月份修正后的 51.8 上升到 55.5，分析师

预测为 51.3。这个数据说明英国经济无视来自新兴市场的逆风，并维持住了部分动力。数据同时也巩固了英国央行

一些官员的观点，即英国经济已经强劲到可以容忍近期再度加息。新订单指数上升到 15 个月来最高点 56.9，出口需

求指数也有所改善。指数高于 50 表示成长。 

 

据 Markit Economics，欧元区 10 月制造业意外加速成长，因德国企业表现好于初步报告。位于伦敦的 Markit 周一发布

报告称，欧元区 10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自 9 月的 52.0 升至 52.3，好于 10 月 23 日公布的初值和 50 的荣枯

分界水平。义大利、奥地利和荷兰制造业加速成长，除希腊外所有欧元区国家制造业皆处于扩张状态。对于担心全

球贸易趋弱、通膨无法从低位反弹的决策者们而言，制造业的这一表现可以说是一种宽慰，但是其改善幅度可能过

小，无法让欧元区脆弱的经济复苏获得更加稳固的基础。欧洲央行正在准备于 12 月为 1.1 万亿欧元（1.2 万亿美元）

的资产购置计划加码，届时还将发布新的经济预测，彰显目前刺激措施的效果。 Markit 首席经济学家 Chris Williamson

表示：「欧元区制造业复苏依然脆弱，令人失望。10 月的调查暗示工厂产出每年仅成长 2%，在央行实施刺激措施的

背景下，这一表现是乏善可陈的。」Markit 还表示，制造业就业增速为 2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新订单创 18

个月以来最快增速，对制造业产能形成压力。衡量未完成业务的指标显示 10 月为连续第六个月增加。德国制造业放

缓幅度低于预期。该国 PMI 从 9 月的 52.3 跌至 52.1，初值为 51.6。 Markit 称，产出和新订单分项指标表现增强，对

于欧元区制造业 PMI 的上修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美国 10 月制造业表现依然停滞不前，工厂在海外需求大减、国内库存充沛的背景下表现挣扎。总部位于亚利桑那州

坦佩的供应管理学会(ISM)周一发布的数据显示，ISM 制造业指数基本维持不变，报 50.1，创 2013 年 5 月以来的最低

水平，9 月为 50.2，高于 50 的荣枯分界水平。国外销售疲软、美元坚挺令美国商品在海外售价更为昂贵，上半年库

存增幅创记录、能源行业的糟糕表现令生产商陷入困境。与此同时，汽车销量创 10 年以来最佳，汽车产量因此上升，

依然是制造业的一个亮点。 Moody's Analytics Inc.资深经济学家 Ryan Sweet 在报告公布前表示，（制造业）快速扭转

方向不太可能。疲软将会延续下去。美元强劲、全球需求疲软仍将构成不利影响。彭博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中值为

50，预测区间介于 48.9 至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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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美元 10 月中开始下跌，上周跌穿 1.1000 水平后最低曾见 1.0897，之后汇价开始喘定，14 天 RSI 跌至接近 30

超卖水平后开始反弹，MACD 跌至负数但熊差开始收窄，预料中长线汇价会展开新一轮跌势，但短线汇价应受制

于 200 天移动平均线 1.1111 水平，建议先行观望，待高位才卖出欧元/美元。 

 

 

 

资料来自: 彭博资讯  

技术分析–欧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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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龚可斌, 交易员, 元大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投资建议 

货币对 策略 入市价 止蚀价 目标价 

EUR/USD OBSERVE    

即日支持及阻力 

货币对 支持位 2 支持位 1 阻力位 1 阻力位 2 

AUD/USD 0.7090 0.7116 0.7161 0.7180 

EUR/USD 1.0973 1.0993 1.1042 1.1071 

GBP/USD 1.5350 1.5382 1.5472 1.5530 

NZD/USD 0.6691 0.6714 0.6773 0.6809 

USD/CAD 1.3042 1.3066 1.3115 1.3140 

USD/CHF 0.9811 0.9839 0.9893 0.9919 

USD/JPY 120.06 120.40 120.95 121.16 

昨日汇价 

货币对 开市 最高 最低 收市 

AUD/USD 0.7116 0.7153 0.7108 0.7143 

EUR/USD 1.1013 1.1051 1.1002 1.1013 

GBP/USD 1.5448 1.5497 1.5407 1.5415 

NZD/USD 0.6762 0.6785 0.6726 0.6738 

USD/CAD 1.3074 1.3115 1.3066 1.3091 

USD/CHF 0.9871 0.9891 0.9837 0.9867 

USD/JPY 120.63 120.81 120.26 120.75 

经济数据公布 

香港时间 国家 经济数据 时期 实际 前值 

2015/11/02 07:30 AU 澳大利亚10月TD通胀年率 10 月 1.8% 1.9% 

2015/11/02 09:35 JN 日本10月日经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终值F 10 月 52.4 52.5S 

2015/11/02 09:45 CH 中国10月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10 月 48.3 47.2 

2015/11/02 16:55 GE 德国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终值F 10 月 52.1 51.6 

2015/11/02 17:00 EC 欧元区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终值F 10 月 52.3 52 

2015/11/02 17:30 UK 英国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10 月 55.5 51.5 

2015/11/02 22:30 CA 加拿大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10 月 48 48.6 

2015/11/02 22:45 US 美国10月Markit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终值F 10 月 54.1 54 

2015/11/02 23:00 US 美国10月ISM制造业指数 10 月 50.1 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