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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联储维持零利率不变，大幅上调经济和通胀预期    正面 

美联储 3 月会议 FOMC 维持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在 0-0.25％不变，同时大幅提高了美国

经济和通胀预期。尽管经济前景改善且今年通胀上行，美联储仍预计到 2023 年都不会加息。

美联储大幅上调了今年美国经济预期，预计 2021 年 GDP 将增长 6.5%，而去年 12 月仅预测

为 4.2%。随着 GDP 增长，美联储预计今年失业率将从目前的 6.2%降至 4.5%，相比之下，

去年 12 月预测为 5%。2022 年和 2023 年的失业率预测分别为 3.9%和 3.5%。美联储大幅提

高了今年通胀预期，2021 年底 PCE 通胀预期中值为 2.4%，而去年 12 月预期仅为 1.8%；2021

年底核心 PCE 通胀预期中值为 2.2%，去年 12 月预期为 1.8%。 

 

2. 欧元区维持宽松财政立场促经济复苏    待观察 

欧元区财长 3 月 17 日召开会议时表示，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将不会收紧财政支出的宽松立场。目前，欧洲经济复苏依旧缓慢，欧洲央行也表示将加快购

债步伐，以帮助经济加速复苏。欧元区财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考虑到欧洲普遍采取的防疫

封锁措施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将以必要水平的财政支持措施来持续保护经济；只要公共卫生

危机持续，广泛的财政措施对于保护公民和企业来说就是必要的。欧元集团主席多诺霍表示，

财长们一致认为，在持续的公共卫生危机时期应当坚定采取措施保护就业、商业活动以及为

居民提供保障。 

 

3. 欧元区经济信心指数超预期    待观察 

欧洲经济研究中心 16 日公布的经济形势预测报告显示，德国及欧元区 3 月经济信心指

数超预期增长。报告显示，反映数百位金融专家对未来 6 个月欧元区及德国经济信心的指数

3 月大幅上升，远超市场预期。3 月欧元区经济信心指数高达 74，而此前分析师们预期该数

据会较上月有所下降，仅为 65。这也是该指数连续第四个月上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总裁

阿希姆·万巴赫指出，金融市场专家认为欧元区及德国经济将全面复苏。他们预计，到秋季

至少 70％的人口将接种疫苗。大多数专家还预计通货膨胀率将进一步上升，利率也将上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9 日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说，今年欧元区经济预计增长 3.9%。 

 

类别 新闻标题 对华经济影响 

发达国家 

美联储维持零利率不变，大幅上调经济和通胀预期 正面 

欧元区维持宽松财政立场促经济复苏 待观察 

欧元区经济信心指数超预期 待观察 

日本央行调控政策调整 待观察 

新兴市场 

2021 年 1-2 月我国承接服务外包额较 2019 和 2020 年均大幅增长     正面 

2021 年 1-2 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大幅下降 待观察 

进一步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加快商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正面 

中美阿拉斯加对话直面分歧寻求共识 待观察 

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加息 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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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本央行调控政策调整    待观察 

3 月 19 日，日本央行公布利率决议，维持基准利率在-0.1%不变，维持 10 年期国债收

益率目标在 0%附近不变，波动区间调整为正负 0.25%，维持 12 万亿日元的 ETF 购买上限，

删除 6 万亿日元年度 ETF 购买目标。如果收益率曲线水平大幅波动、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偏

离设定的区间，作为特例可能会调整债券购买规模；将在 4 月明确每个区间的债券购买计划，

并按照计划进行购买。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称，不要认为降息已经到了极限，今天采取的

措施将允许更加灵活地深化负利率；维持 2%的物价目标，日本的通缩心态根深蒂固；工资

正在逐渐上涨，物价仍处于上涨趋势。 

 

5. 2021 年 1-2 月我国承接服务外包额较 2019 和 2020 年均大幅增长    正面 

2021 年 1-2 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 1715.7 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执行

额 1144.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2.3%和 70.6%，比 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 24.2%和 31.8%。其

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 43.4%和 56.6%，比 2019 年同期分别

增长 2%和 23.9%。从结构看，1-2 月，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知

识流程外包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 90.7%、21.9%和 31.9%。从市场看，1-2 月，我国企业承接

美国、中国香港、欧盟离岸外包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 44.7%、40.2%和 38.6%，合计占我离

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55.1%。 

 

6. 2021 年 1-2 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大幅下降    待观察 

2021 年 1-2 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993.8 亿元人民币(折合 153.6 亿美元)，同

比下降 7.9%（2020 年同比下降 0.4%）。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

资持续增长，同比增长 12.1%，占同期总额的 19.9%，较上年提升 2.4 个百分点。二是部分

领域投资增幅较大，地方企业对外投资保持增长。1-2 月，流向制造业和信息传输业的对外

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48%和 36.9%。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2%，占同期

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77.2%。1-2 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同比增长 9.3%，新签合

同额同比下降 7.8%。 

 

7. 进一步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加快商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正面 

3 月 12 日，商务部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出口信用保险

作用 加快商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中信保公司各营业机

构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总对总、分对分、数对数”合作，在促进外贸外资稳中提质，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创新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着力扩大保单

融资，提升中小微企业服务质效等方面，结合形势和地方实际出台针对性措施，加大出口信

用保险精准有效支持。 

 

8. 中美阿拉斯加对话直面分歧寻求共识    待观察 

据路透社华盛顿报道，美国和中国官员 3 月 19 日结束了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的

为期两天的高层对话。双方表示在许多争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但承诺将致力于找到共同

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说，中美双方应按照不冲

突不对抗原则，使中美关系沿着健康、稳定轨道向前发展。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中方向美

方明确指出，主权是重大原则问题，美方不要低估中方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美方 19 日表

示，美国与中国进行了“艰难而坦诚的”交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美就广泛的议程进

行了几个小时非常坦诚的对话，在伊朗、朝鲜、阿富汗和气候问题上，中美的利益是有交叉

的。此外，国务卿布林肯 19 日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后证实，美国新政府正重新评估前总统

特朗普就对华经贸关系作出的某些决定，以充分保护和促进我国劳动者和企业的利益。 

 

9. 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加息    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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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央行上周宣布，将基准利率从 2%上调至 2.75%，这是巴西央行自 2015 年 7 月以来

首次加息。巴西经济部还宣布，将巴西今年通胀预期上调至 4.4%，主要原因是食品价格大

幅攀升。巴西央行公布的经济学家调查显示，2 月份巴西通胀率近 4 年来首次超过 5%。 

土耳其央行也将基准利率提高至 19%。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2 月土耳其年化通胀率已升

至 15.6%，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与 2018 年年初相比贬值超过 50%。此外，俄罗斯央行也

宣布将基准利率提高 0.25 个百分点至 4.5%，这是俄罗斯自 2018 年年底以来首次提高基准利

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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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95-6.5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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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15 6.5010 6.4950 6.5031 6.4979 

2021-03-16 6.5029 6.4950 6.4995 6.5012 

2021-03-17 6.4978 6.5060 6.5030 6.4862 

2021-03-18 6.4859 6.4920 6.5017 6.5071 

2021-03-19 6.5098 6.5130 6.5045 6.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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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