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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 0-0.25%的区间    待观察 

美联储决定将政策利率维持在“零下限”，符合市场预期。17 位票委的政策利率预期点

阵图显示，美联储预期零利率将至少维持至 2022 年底。同时，美联储“扩表”力度边际加大。

美联储将暂停 4 月以来扩表节奏的放缓，承诺在未来数月中维持不小于当前规模的购债额

度，即每月净买入不低于 800 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 400 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此

外，鲍威尔表示“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仍在考虑中，目前在没有更多线索的情况下不准备采

取行动。 
 
2. 疫情期间欧元区家庭存款飙升    待观察 

11 日彭博社的数据显示，今年 3 月和 4 月，欧元区四大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和

西班牙的家庭存款增长了 1000 亿欧元，是过去 10 年平均增速的 3 倍。由于欧元区在疫情中

广泛采取隔离措施，导致民众失去消费机会。在疫情较为严重的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存

款增长最快。疫情相对缓和、往年储蓄就较高的德国则增长温和。 
目前，欧元区国家的多数商店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是彭博社的调查显示，在失业率不

断上升和第二波疫情的威胁下，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欧洲人准备大肆消费。欧盟委员会警告称，

最近欧洲消费者可能仍会继续积蓄比平时大得多的收入份额。这加大了欧洲经济复苏的风

险，因为各国国内需求的推动力不够强劲。 
 

3. 欧元区第一季度 GDP 降幅小于预期    待观察 

受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冲击，欧元区家庭支出和投资锐减拖累第一季度区内生产总值

(GDP)下降，但降幅略小于先前估计。欧盟统计局周二公布数据显示，欧元区第一季 GDP
较前季萎缩 3.6%，较上年同期下滑 3.1%。分别低于市场预期 0.2 和 0.1 个百分点。在 GDP
的总体降幅中，居民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收支分别减少 2.5、1、0.4 和 0.1 个百分点。

库存增加则贡献了 0.3 个百分点的 GDP 增长。 

类别 新闻标题 对华经济影响 

发达国家 

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 0-0.25%的区间 待观察 
疫情期间欧元区家庭存款飙升 待观察 
欧元区第一季度 GDP 降幅小于预期 待观察 
日本二季度企业信心全面下降 负面 
日本议会通过预算案，为困境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待观察 

新兴市场 

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贸部长特别会议 正面 

美将 33 家中国相关机构和个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负面 

世界银行担忧新兴市场陷入 60 年来首次萎缩 负面 

世行下调今年全球经济产出预测至萎缩 5.2% 负面 

经合组织预测今年世界经济萎缩 6%或 7.6%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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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行业看，贸易运输和酒店行业以及艺术和娱乐行业在第一季度受到的冲击最大，季度

环比下降 6.8%， 欧元区的农林渔业以及金融保险业遭受的损失最小，环比下降 0.8%。从

就业看，欧元区 1-3 月的就业人数较前季下降 0.2%，同比增长 0.4%。 
 

4. 日本二季度企业信心全面下降    负面 

日本内阁府和财务省 11 日联合发布的法人企业景气预测调查结果显示，受疫情影响，

日本全行业大中小型企业信心已连续三个季度全面下降。二季度，资本金在 10 亿日元（1
美元约合 107 日元）以上的大企业信心指数从上季度的负 10.1 降至负 47.6，仅高于 2009 年

第一季度的历史最低值负 51.3。其中，制造业大企业信心指数从负 17.2 降至负 52.3，非制

造业大企业信心指数从负 6.6 降至负 45.3。此外，资本金在 1 亿日元至 10 亿日元之间的中

型企业信心指数从上季度的负 13.1 降至负 54.1；资本金在 1000 万日元至 1 亿日元之间的小

企业信心指数从上季度的负 25.3 降至负 61.1。二者均为历史最低水平。  
 

5. 日本议会通过预算案，为困境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待观察 

日本议会通过规模创纪录的 31.9 万亿日元（2980 亿美元）追加预算案，将为在困境中

挣扎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并为就业和医疗体系提供急需的资助。日央行将企业支持计划扩

大至逾 100 万亿日元。 
 

6. 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贸部长特别会议    正面 

6 月 4 日，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贸部长特别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

此次经贸部长会议重点就加强抗疫和经贸合作、共同应对战胜疫情、恢复地区经济活力等开

展了广泛深入讨论并达成共识。会议通过了《东盟与中日韩（10+3）经贸部长关于缓解新冠

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的联合声明》并在会后对外发表，重申 10+3 国家齐心协力、团结应对

疫情挑战的坚定信心，表明各方稳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维护自由、稳定、公平的贸易

投资环境，以及保持市场开放的共同意愿，凸显出应对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经贸合作的重要性，

并为加强地区国家未来经济合作提供指引。 
 

7. 美将 33 家中国相关机构和个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负面 

美国商务部于当地时间 6 月 5 日发布公告，将 24 个所谓“支持中国军用采购”的机构

和个人、9 家所谓“侵犯新疆人权”的中国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美方多次以所

谓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等措施，动用国家力量打击他国企业，对国际经贸秩序造成

严重破坏，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

整个世界。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

合法权益。 
 

8. 世界银行担忧新兴市场陷入 60 年来首次萎缩    负面 

世界银行表示，由于新冠疫情，全球经济今年可能遭遇二战以来最大幅度收缩，新兴市

场国家则至少 60 年来首次出现萎缩，导致收入减少、千万人陷入贫困。 世界银行上周在其

半年度《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2020 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萎缩 2.5％，是

1960 年有数据以来的最差表现。 
 

9. 世行下调今年全球经济产出预测至萎缩 5.2%    负面 

6 月 8 日，世界银行在其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新冠病毒将导致 2020 年全

球经济产出萎缩 5.2%。世界银行表示，发达经济体 2020 年产出预计将萎缩 7.0%，而新兴

市场经济体将萎缩 2.5%，创自 1960 年有汇总数据以来的首次萎缩。世行还分析了一种不利

情境预测，即今年停摆措施实施的时间延长三个月。如果出现这种情境，2020 年发达经济

体萎缩幅度将高达 8%-10%，新兴市场或萎缩 5%，更多企业将永久性关闭、全球贸易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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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幅度地减少、企业裁员、家庭大幅削减支出。 
 

10. 经合组织预测今年世界经济萎缩 6%或 7.6%     负面 

6 月 10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经济展望报告，就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和第二

波疫情在今年年底前暴发两种假设，提出不同经济前景预估。报告预测，如果今年年底前出

现第二波疫情并导致各地再次采取隔离限制措施，今年世界经济将萎缩 7.6%，2021 年将增

长 2.8%；如果第二波疫情得以避免，今年世界经济将萎缩 6%。经合组织表示，欧洲国家采

取的隔离限制措施对经济影响尤为严重，在今年出现第二波疫情的情形下，欧元区经济预计

下跌 11.5%；在未出现第二波疫情的情形下，欧元区经济跌幅预计超过 9%。如出现第二波

疫情，今年美国和日本经济降幅预计分别为 8.5%和 7.3%；如未出现第二波疫情，美国和日

本经济将分别下滑 7.3%和 6%。报告还认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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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70-7.0882，总体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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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08 7.0882 7.0850 7.0745 7.0569 
2020-06-09 7.0711 7.0712 7.0882 7.0780 
2020-06-10 7.0703 7.0810 7.0670 7.0540 
2020-06-11 7.0608 7.0588 7.0698 7.0802 
2020-06-12 7.0865 7.0849 7.0745 7.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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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