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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 4 月通胀超预期上升至 4.2%    待观察 

美国 4 月 CPI 同比上升 4.2%，超市场预期的 3.6%，创 2008 年 9 月以来新高；此外，

CPI 环比 0.8%，也创 12 年 3 月以来新高。剔除食品和能源影响后，4 月美国核心 CPI 同比

上升至 3.0%，超市场预期的 2.3%，创 1995 年 4 月以来新高。从分项来看，4 月 CPI 的主要

推动力来自能源和交通运输：4 月能源 CPI 同比上升至 25.0%，较上月上升了约 12 个百分

点；4 月交通运输 CPI 同比上升至 14.8% ，也较上月上升了约 9 个百分点。此外，美国 4

月 PPI 同比增长 6.2%，增速高于预期值 5.8%，创 2010 年有记录以来最大增幅；4 月核心

PPI 同比增长 4.1%，增速也高于预期值 3.8%。美国通胀压力开始加速显现。 

 

2. 欧盟上调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    待观察 

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 12 日预测，包含 19 个国家的欧元区今年将实现 4.3%的经济增长，

明年将增长 4.4%。此前，欧盟委员会在今年 2 月曾预测欧元区今明两年增长 3.8%。据报道，

欧盟委员会称，疫苗接种提速和欧盟复苏方案将帮助欧洲摆脱衰退。欧盟委员会还预测，包

含 27 个成员国的欧盟今年将增长 4.2%，明年将增长 4.4%。负责经济事务的欧盟委员保罗·真

蒂洛尼说：“笼罩在欧洲经济上空的新冠阴影正开始消散。” 

 

3. 欧元区 3 月工业产值小幅上涨    待观察 

欧盟统计局周三表示，整个欧元区 3 月份的工厂、矿场和公用事业的产出与 2 月份相比

增长了 0.1%。这低于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测，他们预计将增长 0.7%。2 月份的工业产

出经修正后为下降 1.2%。欧盟统计局表示，与 2 月份相比，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增长了 1.9%，

能源增长了 1.2%，半成品增长了 0.6%，而资本品生产下降了 1.0%，耐用消费品下降了 1.2%。 

按年计算，工业生产增长 10.9%，低于经济学家增长 11.7%的预测。这一大涨的部分原因是

2020 年 3 月的比较基数非常低，当时许多工厂被勒令关闭，经济在公共卫生危机中几乎陷

入停滞。 

 

类别 新闻标题 对华经济影响 

发达国家 

美国 4 月通胀超预期上升至 4.2% 待观察 

欧盟上调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 待观察 

欧元区 3 月工业产值小幅上涨 待观察 

日本国家债务再创历史新高 待观察 

新兴市场 

1-4 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30.1%  正面 

中方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 待观察 

1-4 月中俄贸易快速增长 正面 

7 部门印发《关于支持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高质量发展若干

措施的通知》 
正面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南非经济强劲反弹 正面 

国际金融协会：全球债务水平两年半来首次下降 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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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本国家债务再创历史新高    待观察 

日本财务省 5 月 1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3 月底，日本包括国债、借款、政

府短期证券在内的“国家债务”达到 1216.5 万亿日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1.9 万亿日元，刷新

历史最高纪录。日本政府在 2021 年度预算中计划包括置换债券在内共发行超过 236 万亿日

元国债。 

 

5. 1-4 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30.1%    正面 

2021 年 1-4 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4533 家，同比增长 50.2%，较 2019 年同期

增长 11.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3970.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8.6%（折合 590.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42.8%；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下同），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30.1%。从行

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312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6.8%。高技术产业增长 29.1%，

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 34%，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5.4%。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东盟、欧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62.8%、65.2%、9.2%（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从区

域分布看，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 39.1%、37.5%和 30.3%。 

 

6. 中方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    待观察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的声明。近期，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某些人士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交流

合作的举措。基于澳联邦政府当前对中澳合作所持态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自即日起，

无限期暂停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澳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

切活动。 

 

7. 1-4 月中俄贸易快速增长    正面 

根据中方统计，1~4 月中俄双边贸易额为 402.1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9.8%，历史上首

次前 4 个月即突破 400 亿美元，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21.2%；较 5 年前的 2016 年同

期相比，实现了翻一番。二是自俄进口恢复增长。1~4 月中方进口增长了 7.7%，是去年 5

月以来首次由负转正，为双边贸易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三是贸易结构有所改善。今年一季

度，中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增幅均超过 50%，远高于同期双边贸易的增幅。

与此同时，中方对俄投资和承包工程持续增长，能源、核能、航空航天、跨境基础设施等领

域的战略性大项目合作扎实推进，地方合作和科技创新合作取得新的进展。双方将继续密切

合作，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战略性大项目合作，扩大双向投资，促进产业链供应链

融合，打造科技创新、生物医药、绿色低碳等新的增长点，推动中俄经贸关系加速提质升级，

向 2000 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目标不断迈进。 

 

8. 7 部门印发《关于支持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正面 

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 7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

基地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商服贸规发﹝2021﹞73 号），从完善体制机制、创新

支持政策、提升便利化水平、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加强人才培养和激励五个方面提出 18 条

具体政策措施，着力完善发展环境，形成部门政策合力，支持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大力

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推动中医药服务走向世界。目前，商务部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认定

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等 17 家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 

 

9.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南非经济强劲反弹    正面 

据南非独立传媒网站 5 月 13 日报道，BankservAfrica 经济交易指数（BETI）数据显示，

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动，4 月份南非增长指标达到有史以来最快增速，BETI 实际同比增

长 25.9％，预示着南非经济强势反弹至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水平。冬季断电担忧、政府金融

援助结束、通货膨胀飙升以及可能出现的第三波疫情等因素将影响南非经济复苏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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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国际金融协会：全球债务水平两年半来首次下降    待观察 

5 月 13 日，国际金融协会（IIF）表示，受发达市场下滑推动，全球第一季债务水平出

现两年半来首次下降，但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水平创下新高。全球债务总额下降 1.7 万亿美

元至 289 万亿美元，其中金融类债务占了降幅的近一半，而政府负债继续增加。其中，新兴

市场的债务水平增加了 6,000 亿美元，达到超过 86 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从债务占 GDP 比

例来看，2021 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与 GDP 之比仅上升了 1 个百分点，略高于 360%。由于

全球发债将低于新冠暴发前的水平以及预计的经济复苏，预计今年的债务与 GDP 之比将略

有下降。 

 

11. 一周人民币走势 

在过去一周时间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盘价维持在 6.4173-6.4549，总体保持贬值。

CNY 与 CNH 交错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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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10 6.4425 6.4320 6.4173 6.4227 

2021-05-11 6.4254 6.4250 6.4270 6.4286 

2021-05-12 6.4258 6.4283 6.4425 6.4590 

2021-05-13 6.4612 6.4560 6.4549 6.4484 

2021-05-14 6.4525 6.4485 6.4347 6.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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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华尔街见闻、新

华社、中国证券报、经济观察报、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