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美联储大幅加息 75bp 负面

美联储 2022 年 6 月议息会议声明，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 75bp 至 1.50-1.75%目标区

间。美联储同时上调了其他多个政策利率：将存款准备金利率由 0.90%上调至 1.65%；将隔

夜回购利率由 1.0%上调至 1.75%；将隔夜逆回购利率由 0.80%上调至 1.55%；将一级信贷利

率由 1.0%上调至 1.75%。缩表方面，美联储将继续按照原有计划，在 6 月和 7月被动缩减每

月 300 亿美元国债和 175 亿美元机构债券和 MBS。与此同时，美联储下调 2022 年实际 GDP

增速 1.1 个百分点至 1.7%，上调 2022 年失业率预测 0.2 个百分点至 3.7%，上调 2022 年 PCE

同比增速预测 0.9 个百分点至 5.2%。点阵图显示，2022 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由 1.9%大

幅上调至 3.4%，且 2023 年将进一步升至 3.8%，2024 年降至 3.4%。

2. 欧元区 5月调和 CPI终值同比上涨 8.1％ 待观察

6 月 17 日，欧元区公布 5 月 CPI 数据，结果符合市场预期，欧元兑美元反应平淡。数

据显示，欧元区 5 月 CPI 同比上涨 8.1%，续刷纪录新高，预期 8.1%，前值 8.1%。此外，欧

元区 5 月 CPI 环比增长 0.8%，预期 0.8%，前值 0.8%。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欧元区

5月核心调和 CPI 终值上升 3.8%，持平于预期和初值，4 月增幅为 3.5%。分国家看，5月法

国、马耳他和芬兰 CPI 终值同比增幅最低，分别为 5.8%、5.8%、7.1%；爱沙尼亚、立陶宛

和拉脱维亚同比增幅最高，分别为 20.1%、18.5%、16.8%。与 4 月份相比，5 月只有 1 个成

员国的通胀同比下降，26 个成员国的通胀同比上升。从细分项看，5月，对欧元区通胀同比

增幅贡献最大的是能源价格，同比上升 3.87%；其次是食品、酒精和烟草价格，同比上升 1.59%；

再次是服务价格，同比上升 1.46%；以及非能源工业品价格，同比上升 1.13%。

3. 欧央行计划引入新工具以避免危机 待观察

当地时间 15日，欧洲中央银行（下称“欧央行”）召开紧急会议，就当前市场形势交换意

见。欧央行管理委员会（Governing Council）表示，将灵活地对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
投资组合中即将到期的赎回资金进行再投资，以保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运作。此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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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还决定授权相关的欧元体系委员会，加上欧央行服务部门，一起加快完成新的反碎片

化工具的设计，以供管理委员会审议。有市场分析认为，欧央行停止购债并加息导致债务负

担较重的欧元区边缘国家融资成本大幅上升，欧央行引入新工具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碎片化

的风险引发欧债危机重现。

4. 日本央行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市场波动 待观察

6月 17日，日本央行表示，维持关键利率在-0.10%不变，维持 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目标

在 0%附近不变；以 8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收益率曲线控制的决定；重申将不限制购买日

本国债；将年度 ETF 购买上限维持在 12万亿日元不变；日本经济正在复苏，尽管已经看到

一些疲软；必须仔细观察外汇走势对日本经济、物价的影响；日本的通胀预期，尤其是短期

通胀预期，已经上升；将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加码宽松。日本央行的“超级宽松政策”遭到

市场狙击，日元大幅贬值、国债收益率大幅上行。6月 15日，日本 10年期国债期货盘中暴

跌 2.01日元，创 2013年来最大单日跌幅，并两度触发大阪交易所熔断机制。

5. 5月中国吸收外资同比增速较 1-4月略有下降 待观察

2022年 1-5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6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3%（1-4 月同比

增长 20.5%）。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42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8%。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42.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32.9%，高技术服务业增

长 45.4%。从来源地看，韩国、美国、德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52.8%、27.1%、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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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分别

增长 16.1%、35.6%和 17.9%。

6. 5月中国服务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增速稳中有进 正面

2022年 1-5月，中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 7266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执行额

46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1.9%和 14.6%（1-4 月分别增长 8.8%和 15.3%）。其中，承接离

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4129亿元、执行额 263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2%和 11.1%。从业务结

构看，1-5 月，中国企业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

程外包（KPO）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 3.2%、11.2%和 21.7%。从国际市场看，1-5 月，中国

承接中国香港、美国、欧盟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合计占我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的 55.8%，

RCEP 成员国合计占我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的 23.9%。从企业性质看，1-5 月，民营企业承

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占全国 29.0%，同比增长 34.6%，比全国平均增速高出 23.5个百分点。

外商投资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 10.3%，占全国 46.8%。

7. 印度股市、汇市、债市均大跌 负面

印度资本市场近段时间的波动性明显加剧：股市连续 6个交易日下跌、卢比兑美元汇率

创出历史新低、印度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路飙升（对应债券价格大跌）。业内人士指出，

印度资本市场的波动，与美联储的大幅加息有关，也和印度国内经济情势相关。综合印度国

内外诸多因素来看，未来几个月印度股市、汇市还将继续下跌，而 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还将

继续走高。截至目前，印度股市 Sensex30指数从年初的 58253.82点下跌至 51360.42点，跌

幅为 11.83%。

8. 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出现恶性通胀 负面

除美国和欧盟外，恶性通货膨胀已在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之一，俄罗

斯的通货膨胀率也已超出预期。在 6月初，土耳其公布其 5月 CPI同比增长已达 73.5%，这

一通货膨胀率创 23年来新高。而阿根廷 5月的通货膨胀率已达 55%。就俄罗斯而言，其 4
月通货膨胀率为 17.8%，已是 2002年 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6月上旬，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发

布数据显示，5月份的消费者价格同比增长 17.1%，比 4月已经有所下降。

9. 世贸组织第 12届部长级会议取得“1+4”丰硕成果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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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2—17日，世界贸易组织第 12届部长级会议（MC12）在瑞士日内瓦成功举行。

MC12会期由原定的四天延长至六天，经过多轮密集谈判和成员各方激烈交锋，最终取得

“1+4”成果。“1”即发布《MC12成果文件》，各方重申加强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

制，推进世贸组织必要改革。“4”包括：一是《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部长

决定》和《关于世贸组织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和未来疫情应对准备的部长宣言》，帮助发展中

成员提高新冠肺炎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推动疫后经济

复苏。二是《渔业补贴协定》，这是世贸组织过去 9年达成的首份多边协定，为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重要贡献。三是《关于紧急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部长宣言》和

《关于世界粮食计划署购粮免除出口禁止或限制的部长决定》，维护自由开放的农产品贸易

环境，增强全球粮食和农业市场的韧性。四是《关于电子商务的工作计划》，将电子传输临

时免征关税的做法延续到下一届部长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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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10-6.7341，出现止贬回升的迹象。

CNY与 CNH交错发展，CNY开盘价与中间价交错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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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6-13 6.7182 6.7350 6.7341 6.7826
2022-06-14 6.7482 6.7600 6.7358 6.7565
2022-06-15 6.7518 6.7270 6.7195 6.6688
2022-06-16 6.7099 6.6956 6.7162 6.6835
2022-06-17 6.6923 6.6900 6.7010 6.7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