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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 2 月 CPI 和 PPI 同比上涨    待观察 

美国 2 月 PPI 同比 2.8%，超市场预期的 2.7%，大超前值 1.7%，创 2018 年 10 月来最大

涨幅。但 2 月核心 PPI 数据令人失望，同比增长 2.5%，不及预期 2.6%。2 月 CPI 同比上涨

1.7%，与预期一致，是 2020 年 2 月以来的最大涨幅。2 月核心 CPI 同比小幅下降至 1.3%，

不及前值和市场预期 1.4%。 

 

2. 欧洲央行将加速 1.85 万亿欧元经济刺激计划    待观察 

3 月 11 日，欧洲中央银行(ECB)表示，将显著加速购入 1.85 万亿欧元(2.2 万亿美元)的政府

债券的计划，以遏制近期的市场利率上涨，从而保证欧洲的经济复苏。全球政府债券收益率

的飙升造成了增加支出的风险，美国从疫情中迅速恢复了经济，但同时提升了通胀预期。这

对欧元区来说更增加了融资风险，因为这些收益率被用作公司和家庭银行贷款成本的参考。 

 

3. 欧盟发行 2021 年第二批 90 亿欧元社会债券应对疫情    待观察 

欧盟 10 日通报发行 2021 年第二批社会债券，发行规模为 90 亿欧元，以筹集资金缓解

新冠肺炎疫情对成员国就业市场造成的巨大冲击。据欧盟委员会当日发布的公告，90 亿欧

元社会债券为 15 年期债券，于 2036 年 6 月到期偿还；债券吸引众多机构投资者认购，认购

倍数接近 10 倍。这是欧盟 2021 年发行的第二批社会债券。1 月末，欧盟发行 2021 年首批

140 亿欧元社会债券，包括 100 亿欧元 7 年期债券和 40 亿欧元 30 年期债券，其中 7 年期债

券采取溢价发行，系负收益率债券。 

 

4. 日本将对韩国产碳酸钾征收临时反倾销税    待观察 

日本财务省 3 月 11 日宣布，将临时对韩国生产的化工品碳酸钾征收反倾销关税，本月

底前将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相关政令，政令发布后的 4 个月里在目前关税（3.9%）的基础上加

征 30.8%。日本财务省的关税及外国汇兑等审议会汇总了关于韩国不当低价出口碳酸钾，对

日本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报告。碳酸钾被液晶面板等玻璃类产品的原料，日本国内的 A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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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日本曹达从事碳酸钾生产。日本财务省和经济产业省从 2020 年 6 月开始针对韩国的倾销

嫌疑进行调查。 

 

5. 日本去年第四季度实际 GDP 环比增 2.8%    待观察 

日本去年第四季度实际 GDP 环比增 2.8%，预期增 3%，前值增 3%；实际 GDP 修正值

年化环比增长 11.7%，预期增 12.8%，前值增 12.7%。 

 

6. 2021 年 1-2 月全国吸收外资同比增长 31.5%    正面 

2021 年 1-2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1767.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1.5%（折合 260.7 亿

美元，同比增长 34.2%；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下同）。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

外资 1417.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8.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80.2%。其中，批发和零

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增长 54.1%、45.6%、7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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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28.1%、31.5%（含通过自由

港投资数据）。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分别增长 32.3%、11.1%、

50.9%。 

 

7. 2021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对外开放的重点工作    正面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外贸外资稳中提质。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

外开放，更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加强对中小外贸企业信贷支持，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优化

承保和理赔条件，深化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稳定加工贸易，发展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

模式，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发展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服务贸易。优化调整进口税收政

策，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加强贸易促进服务，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及首届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大展会。推动国际物流畅通，清理规范口岸收费，不断提升通关便

利化水平。 

积极有效利用外资。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服务业有序开放，增设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制定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强自贸试验

区改革开放创新，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自贸试验区统筹发展，发挥好各类开发区开放平

台作用。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欢迎外商扩大在华投资，

分享中国开放的大市场和发展机遇。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持以企业为主体、遵循市场化原则，

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强化法律服务保障，有序推动重大项目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提升对外投资合作质量效益。 

深化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尽早生效实施、中欧投资协定签署，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

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相互尊重基础上，推动中美平等互利经贸关系向前发展。中国

愿与世界各国扩大相互开放，实现互利共赢。 

 

8. 俄罗斯经济现反弹迹象    正面 

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数据，俄罗斯 1 月的失业率从去年 12 月的 5.9%下滑至 5.8%。

作为消费者需求晴雨表，也是俄罗斯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零售数据 1 月同比下滑 0.1%，

好于路透社此前调查的预计下滑 3%。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实际工资去年 12 月同比增长

4.6%，较上月上升 39.5%。俄罗斯央行表示，2021 年俄罗斯经济有望增长 3%至 4%。俄央

行已经将利率下调至历史最低水平。 

 

9. 南非 2020 年 GDP 下降 7%，但去年 4 季度好于预期    待观察 

南非统计局 9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交通运输和制造业等行业萎缩影响，南非 2020 年

国内生产总值（GDP）下滑 7%，为自 1946 年以来最大年度降幅。但去年 4 季度开始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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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好于预期。与第三季度相比，南非经济环比增长 6.3%，高于人们之前预期的 5.6%的增幅。 

 

10. 经合组织大幅上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正面 

3 月 9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疫苗接种工作逐渐开

展，一些国家推出了额外的财政刺激措施，各国应对疫情的能力有所增强，近几个月来全球

经济前景显著改善。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有望增长 5.6%，远高于去年 12 月份预计的 4%

的增幅，2022 年全球经济有望增长 4%。经合组织还预测，全球经济有望在 2021 年年中回

升至疫情之前的水平，不过，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差异也正在扩大，许多国家的经济产出和收

入仍将在 2022 年之前低于疫情之前的水平。目前，仅有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的经济产出超

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报告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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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11-6.5233，总体保持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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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08 6.4795 6.4995 6.5233 6.5516 

2021-03-09 6.5338 6.5350 6.5180 6.5193 

2021-03-10 6.5106 6.5105 6.5116 6.4948 

2021-03-11 6.4970 6.4950 6.4911 6.4786 

2021-03-12 6.4845 6.4728 6.5036 6.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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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