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EEM 

 

 

 

 

 

 

 

  

 

 

1.美国 2月 ISM 制造业指数 57.7，创两年多来新高  待观察 

2月 28日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2月 ISM制造业指数 57.7，创

2014 年 8月份以来新高，预期 56.2，1月份数值为 56.0。最新数据表明美国制造业继续扩

张。分析人士认为强劲国内需求推动了制造业增长，消费者的乐观情绪以及投资的增加刺激

了内需，不过制造业尚难言繁荣，强势美元对制造业复兴产生负面影响。 

 

2.耶伦表示若经济发展符合预期，3月加息将是合适之举  待观察 

3月 4日美联储主席耶伦在芝加哥高管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表示，如果经济发展符合预期，

3月加息将是合适之举，她还表示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不可能像过去 2年那样缓慢。 

3.特朗普团队寻求绕开 WTO争端解决机制  待观察 

近日，数名美国候任官员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起草一份清单，列出美方可用来对中

国及其他国家实施单边贸易制裁的法律机制。目标是为新政府找到可以绕开 WTO 争端解决机

制的办法。 

类别 新闻标题 对华经济影响 

发达国家 

美国 2月 ISM制造业指数 57.7，创两年多来新高 待观察 

耶伦表示若经济发展符合预期，3月加息将是合适之举 待观察 

特朗普团队寻求绕开 WTO争端解决机制 待观察 

欧元区 2月综合 PMI创近六年新高 正面 

欧元区 2月 CPI升至 4年高点 待观察 

日本众议院通过 2017财年政府预算案，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 待观察 

日本央行削减 1-5年期限国债购买规模 待观察 

日本央行首次公布月度日本国债购买日期 待观察 

新兴市场 

中国进出口再次不设具体指标 更加注重发展质量 正面 

中国钢材、光伏产品遭遇双反 负面 

印度四季度经济大超预期增长 7%  正面 

墨西哥央行第四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负面 

国际组织 
亚开行：到 2030年亚太基建投资缺口达 26万亿美元 待观察 

普华永道最新报告看好新兴市场经济体前景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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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欧元区 2月综合 PMI 创近六年新高  正面 

IHS Markit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 2月服务业 PMI终值 55.5，为 2011年 5月以

来最高，预期 55.6，初值 55.6；1 月终值 53.7。2 月综合 PMI 终值 56，较 1 月终值 54.4

大幅跃升，创 2011年 4月以来最高。 

在制造业强劲推升产出增长的同时，服务业活动的扩张速度也创近六年以来最快。 

2月综合 PMI数据再度验证欧元区的经济复苏是有广泛基础的，并缓和部分对于欧元区

增长不均衡而产生的怀疑。根据 Markit 的预测，如果欧元区的复苏是可持续的，那一季度

欧元区的经济增长或将达到 0.6%，这将好于市场目前 0.4%的预测。但是，这是基于欧洲今

年数个大选不出现重大变故的情况。 

就成员国来看，除意大利外，爱尔兰、西班牙、德国和法国的综合 PMI 均高于荣枯线，

其中法国数据更是创逾五年来新高。IHS Markit 首席经济学家 Chris Williamson 点评称，

2月 PMI终值为欧元区经济勾勒出光明的未来景象。四个成员国的增长加速也体现出，欧元

区的经济扩张越来越可持续和强劲。 

5.欧元区 2月 CPI 升至 4年高点  待观察 

数据显示，欧元区 2 月 CPI 同比初值为增长 2%，持平于预期，高于 1.8%的前值。这是

欧元区 CPI首次触及欧央行设定的 2%目标水平。同时公布的欧元区 1月 PPI同比增长 3.5%，

高于预期的 3.2%，几乎为 1.6%前值的两倍；环比增长 0.7%，高于预期的 0.6%，持平于前值。

欧元区 2月 CPI升至 4 年高点，能源价格上涨转换为可持续的通胀力量，这就是欧央行所称

的“二次效应”。 

欧央行行长德拉吉上个月驳回了调整货币政策的呼吁，重申通胀攀升是“暂时的”，几

乎全都是由于油价上涨，欧洲央行将于 3月 9日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市场广泛预期其将维持

现有利率和 QE水平不变。 

6.日本众议院通过 2017 财年政府预算案，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  待观察 

2月 27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总额 97.4547万亿日元的 2017财年政府预算案。其中，

防卫预算连续第 5年增长，达到创纪录的 5.1251 万亿日元，较去年增加了 710 亿日元，增

幅达 1.4%。 

7.日本央行削减 1-5年期限国债购买规模  待观察 

3月 1日，日本央行宣布削减 1-5年期限国债购买规模。其中，削减 1-3年期限国债购

买规模至 3200 亿日元，此前为 4000 亿日元；3-5 年期国债购买规模由 4200 亿日元缩减至

4000亿日元。 

8.日本央行首次公布月度日本国债购买日期  待观察 

日本央行 2月 28日宣布，计划在 3月 3日、8 日、13日、21日、29日和 31 日购买 5-10

年期国债。这是日本央行首次公布月度日本国债购买日期。日本央行官员称，将会按需要执

行固定利率操作，日本央行希望增加操作的透明度，降低债券收益率的大幅波动。 

9.中国进出口再次不设具体指标 更加注重发展质量  正面 

3 月 5 日中国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 2017 年外贸发展时，没有提出具体指标，而

是以“进出口回稳向好”代替。这是政府工作报告自 2016 年以来连续第二年不就进出口贸

易发展提出具体指标。2013年至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进出口增长目标分别是12.2%、

7.5%左右和 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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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钢材、光伏产品遭遇双反  负面 

2月 28日，欧委会对原产于中国的中厚板产品做出反倾销调查终裁，并决定实施为期 5

年的反倾销措施，反倾销税率为 65.1%-73.7%。 

3月 1日，欧委会不顾欧盟内部多个成员国、业界以及中国业界的反对，宣布将对华光

伏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延长实施 18个月，同时主动发起期中复审调查以逐步降低措施水平。 

３月３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终裁，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碳钢与合金钢定尺板

(CTL板)和不锈钢板带材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5年美国从中国

进口 CTL板和不锈钢板带材的金额分别为 7030万美元和 3.02亿美元。 

11.印度四季度经济大超预期增长 7%  正面 

2月 28日，印度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 2016年 10月到 12月的第四季度（2017

财年第三财季），印度经济同比增长 7%。同时还预计，在截至今年 3 月的 2017 财年全年经

济增速将为 7.1%，同样高于此前市场预期的 6.8%，不过低于上一财年的 7.9%。同期，经合

组织发布印度经济调查报告指出，印度结构性改革加速，逐步实现以规则为基础的政策框架

以及较低的商品价格等因素为印度强劲的经济增长注入动力。近期为减少商业活动限制性措

施而进行的努力促进了外国投资发展。但由于相对较高的公司所得税、缓慢的土地征用过程、

某些领域较为严格的法规、薄弱的企业资产负债表、较高的不良贷款以及基础设施障碍等因

素，外国投资仍然受到拖累。 

12.墨西哥央行第四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负面 

墨西哥央行周三(3 月 1日)将 2017年经济增长率预估下修至 1.3-2.3%，强调美国总统

特朗普料将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对墨国经济构成莫大风险。墨西哥央行在季度通胀报告中表

示，特朗普提出的政策已对诸多方面构成影响，包括消费者与企业信心、外国直接投资以及

对墨西哥的汇兑，两国关系也因之恶化。但事情的正面的一处是，2 月 28 日特朗普的演说

中对移民问题的语调软化。之前的几个月以来，特朗普极力反对墨西哥透过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NAFTA)所得到的“不公平”优势，同时警告美国企业勿于墨西哥投资。 

13.亚开行：到 2030 年亚太基建投资缺口达 26万亿美元  待观察 

2 月 28 日，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发布《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报告显示，

亚太地区要想保有当前的增长势头，基础设施需求比之前的预测要翻一番。报告指出，亚洲

发展中国家若继续保持现有增长势头、消除贫困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挑战，2016年到 2030年，

其基础设施建设需投资 26 万亿美元，即每年 1.7 万亿美元。在不考虑气候变化减缓及适应

成本的情况下，需投资 22.6 万亿美元，即每年 1.5 万亿美元。亚开行测算，当前亚太地区

每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预计为 8810 亿美元，而基础设施投资的缺口（也就是投资需求与当

前投资水平的差异）相当于该地区 2016年至 2020年五年间预期 GDP的 2.4%。 

14. 普华永道最新报告看好新兴市场经济体前景  正面 

普华永道最新的经济研究《长远前景：2050 年全球经济排名将会如何演变？》指出，

到 2050 年，全球经济力量从传统先进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趋势将会持续。普华永道

最新经济研究报告，以购买力平价(PPP)推算全球经济增长表现：2042年，全球经济总量将

会翻一番，2016至 2050 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 2.5%。印度到 2050 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印度尼西亚将会超越日本及德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而越南将

会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届时将会跻身全球经济 20强到 2050年。即便近期有部分

国家的经济表现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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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周人民币走势 

在过去一周时间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收盘价维持在 6.8689-6.8980，保持贬值趋势。

CNH 低于 CNY，CNY 开盘价与中间价交错发展。 

 CNY中间价 CNY开盘价 CNY收盘价 CNH 

2017-02-27 6.8814 6.8762  6.8714 6.8608 

2017-02-28 6.8750 6.8722  6.8689 6.8584 

2017-03-01 6.8798 6.8760  6.8800 6.8600 

2017-03-02 6.8809 6.8850  6.8820 6.8765 

2017-03-03 6.8896 6.8903  6.8980 6.8938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信息来源：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路透社、道琼斯通讯社、华尔街见闻、新华社、

中国证券报、经济观察报、普华永道、商务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