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美国 5月通胀再创新高 负面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5月未季调 CPI 同比升 8.6％，预期升 8.2％，前值升

8.3％；季调后 CPI环比升 1％，预期升 0.7％，前值升 0.3％；未季调核心 CPI同比升 6％，

预期升 5.9％，前值升 6.2％；季调后核心 CPI环比升 0.6％，预期升 0.5％，前值升 0.6％。

美国 CPI同比涨幅再创 1981年 12月以来的最大值，通胀数据超预期主要由食品、能源、机

动车、住房项、运输服务项推动。

2. 欧洲央行宣布 7月开启加息 待观察

6月 9日，欧洲央行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并正式宣布开启欧元区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这

也意味着持续 8年之久的欧元区负利率时代即将结束。欧央行还在决议中将 2022年欧元区

的经济增幅下调至 2.8%，全年通胀率则预计为 6.8%。欧央行此次的货币政策决议包括加息

时间表、提前取消购债计划以及再融资业务的三部分内容。在外界最为关心的利率问题上，

欧洲央行稳健地选择了在 6月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即存款机制利率（DF）、主要再融

资利率（MRO）以及边际借贷利率（MLF）仍保持在-0.5%、0%以及-0.25%水平。其中 DF
也被称为隔夜拆款利率，代表着欧元区金融机构将流动资金存放于欧洲央行需支付 0.5%的

惩罚性利息，这也是欧元区负利率现象的核心标的。

不过根据决议，欧洲央行将在 7月 21日的下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加息 25个基点，并于 9
月 8日的再下次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9月的加息幅度则取决于届时的欧元区通胀情况。

为了给 7月的加息铺平道路，欧洲央行还在决议之中宣布将提前于 7月 1日结束“资产购买

计划”（APP，即 Asset Purchase Programme）。过去六年内，欧洲央行一直通过 APP 每月

购买约 200亿欧元的债券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此前外界普遍预计 APP 将至少持续到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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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才会被终止。欧洲央行在决议中表示，在开启加息周期之后将继续把 APP 框架内到期证

券的本金全部用于再投资，以维持充足的流动性。至于已经画上句号的 PEPP框架内到期证

券的本金，欧央行则将至少在 2024年之前维持再投资不变，并且可能将重点关注在利率上

升之后以希腊为代表的国债。再融资业务方面，欧洲央行在决议中宣布预计适用于第三轮长

期定向再融资操作（TLTRO III）的特殊条件也将于今年 6月 23日结束。

3. 日本政府决定对俄罗斯追加制裁措施 待观察

日本政府决定对俄罗斯追加制裁措施，计划从 6月 17日起，禁止向俄罗斯出口 67种产

品，其中包括卡车、推土机等机械设备。

4. 日元贬值至 20年来新低 待观察

6月 9日，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 20年 4个月来新低，一度跌至 1美元兑换 134日元水

平。受市场担忧美联储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及日元缺乏遏制贬值手段等因素影响，今后日

元贬值的情况可能持续。围绕近期日元汇率持续下跌，日本财务省、金融厅和日本央行当地

时间 10日召开会议，并发表声明称，对当前日元贬值走势感到忧虑，强调将持续关注外汇

市场动向以及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5. 日本一季度 GDP增速好于预期 待观察

日本一季度实际 GDP年化季环比终值降 0.5%，预期降 1%，初值降 1%；名义 GDP季

环比终值增 0.2%，预期增 0.1%，初值增 0.1%；实际 GDP平减指数同比终值降 0.5%，预期

降 0.4%，初值降 0.4%。

6. 金砖国家第十二次经贸部长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正面

金砖国家第十二次经贸部长会议于 6月 9日举行。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发表视频致辞。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主持会议，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参会。金砖国家经贸部长

及有关国际组织代表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部长们一致同意加强数字经济、贸易投资与可持

续发展、供应链、多边贸易体制等领域合作。会议批准了《金砖国家第十二次经贸部长会议

联合公报》，达成《金砖国家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和世贸组织改革声明》《金砖国家数字经济

伙伴关系框架》《金砖国家贸易投资与可持续发展倡议》《金砖国家加强供应链合作倡议》

等成果文件，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作了经贸方面准备。

7. 中俄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开通 正面

6月 10日，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与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

涅夫 10日以视频方式共同出席中俄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开通仪式并致辞。黑河－

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是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关心推动的重大跨境基础设施项目。中

方愿与俄方相向而行，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推进互联互通合作，为双方人员和贸易往来

提供更好更便捷的通关、物流服务，推动中俄“东北－远东”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8. 5月中国出口超预期反弹 正面

2022年 5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为 16.9%，较 4月 3.9%的同比增速明显回升，远

超预期的 7.3%；同期，进口同比增长 4.1%，亦好于 4月的 0%，但仍未恢复至年初的增长

水平；贸易顺差为 787.6亿美元。总体上，国内疫情冲击对于进出口的影响明显减轻，企业

生产、物流环境均有所改善，此前积压的外贸订单开始陆续发货，出口情况明显改善，进口

亦有所回暖。分产品看，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中国出口的拉动较 4月疫情前明显提升，机电产

品当月同比增速较 4月明显改善，但低于 3月的 6.7%。分国别或地区来看，美欧等发达经

济体对中国出口的拉动尚未恢复至本轮疫情前水平，但东盟等地区对中国出口的拉动明显回

升。5月进口的小幅回暖主要由天然气、原油等大宗商品拉动，价格因素仍是部分产品的进

口增长的重要支撑因素。下半年，中国出口仍然面临“隐忧”：一是，海外发达经济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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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回落。二是，其他外向型经济体生产能力恢复，使得中国出口市场份额面临回落压力。

三是，上半年中国出口增长有赖于价格因素支撑，而出口数量已开始呈现负增长。

9. OPEC提前增产，但效果有限 负面

在近期的 OPEC+ 产油国会议上，多方就统一加快石油生产达成一致，将原本在 9 月

增加供应的计划提前到 7 月和 8 月，每月将增加约 65 万桶 / 日。但该举措并未压制油

价。随着欧盟宣布将实施俄罗斯原油海运进口禁令，俄原油产品遭到欧洲迄今为止最为严厉

的“封锁”，这不仅让本就吃紧的供应进一步紧缩，还迫使俄罗斯调整原油出口结构。

10. 南非经济 1季度恢复疫情前水平 正面

当地时间 6月 7日，南非统计局表示，南非 2022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

长 1.9%，连续第二个季度增长，经济规模已经恢复到新冠疫情前水平。南非统计局同时表

示，该数据只涵盖第一季度，4月发生的夸祖卢-纳塔尔省洪水，以及 3月和 4月南非最近一

轮限电措施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在本次报告中得到体现。

11. 印度央行加息应对高通胀 待观察

6月 8日，印度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 50个基点至 4.90%，超出市场预期的 4.8%。这是

继今年 5月份加息 40个基点后，印度央行本年度第二次加息。印度零售通胀率已经连续 4
个月超过印度央行设立的 6%的中期通胀目标上限。4月份，印度零售物价指数上涨至 7.79%，

为八年来最高水平。印度央行将年度通胀预期从此前的 5.7%上调至 6.7%。印度央行已经将

货币政策的重点转移至遏制通胀，且货币政策也正式由宽松转为收紧。在 5月会议上，印度

央行仍表示坚持宽松货币政策，但在 6月会议上，印度央行不仅加息幅度加大，还表示将收

紧宽松货币政策。

12. 世行再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负面

6月 7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俄乌冲突加剧了疫情对全

球经济的影响，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2.9%。在此之前，世行已在 4月份将今年

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 1月份公布的 4.1%下调至 3.2%。报告指出，俄乌冲突造成地区经济严

重放缓，带来相当大的全球负面溢出效应，放大了供应链瓶颈、通胀飙升等问题。在食品和

能源价格大涨、全球需求反弹、供应链瓶颈持续的背景下，市场预计通胀将在 2022年年中

见顶，然后下滑，但仍保持高位。经济增长率则将低于历史平均水平，给中低收入经济体带

来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截至 2023年，约 40%的发展中经济体人均实际收入或将低于疫情前

水平。具体来看，2022年美国经济将增长 2.5%，较此前预测下调了 1.2个百分点；欧元区

经济增速或放缓至 2.5%，比 1月的预测低 1.7个百分点；中国经济 2022年将有望增长 4.3%。

同时，受军事冲突影响，世行预计乌克兰经济 2022年将萎缩 45.1%，俄罗斯经济则将下滑

8.9%。

13. 经合组织将 2022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由 4.5%下调至 3% 负面

6月 8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 2022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由 4.5%下调至

3%。报告称，俄乌冲突的持续及全球供应链问题未能缓解，导致世界经济复苏受到影响。

报告认为，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货膨胀加剧的程度将主要取决于俄乌冲突未来如何演变；大多

数经济体的增长将弱于预期，特别是在欧洲。经合组织调低大部分经济体的增长预期，美国

经济在 2022年将增长 2.5%，到 2023年将放缓至 1.2%，这分别低于此前预测的 3.7%和 2.4%。

欧元区 2022年和 2023年的经济增速将只有 2.6%和 1.6%，分别低于此前预期的 4.3%和 2.5%。

中国经济预计 2022年将增长 4.4%，2023年将增长 4.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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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57-6.6927，总体保持贬值。

CNY低于 CNH发展，CNY开盘价与中间价交错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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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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Y中间价 CNY开盘价 CNY收盘价 CNH
2022-06-06 6.6691 6.6391 6.6457 6.6565
2022-06-07 6.6649 6.6654 6.6655 6.6713
2022-06-08 6.6634 6.6670 6.6830 6.7008
2022-06-09 6.6811 6.6949 6.6837 6.7010
2022-06-10 6.6994 6.6899 6.6927 6.7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