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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 12月非农就业猛增 29.2万  待观察 

美国劳工部 1月 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2015年 12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29.2

万，增幅远超过预期值 20.0 万，前两个月非农数据也大幅上修，同时失业率持稳于 5.0%。 

2.美国 12月 ISM 非制造业指数创 21个月新低  待观察 

1月 6日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2015年 12月 ISM非制造业指数 55.3，

创 2014年 3月以来新低，不及预期的 56，11月为 55.9。 

3.欧元区失业率创四年新低，零售业前景仍不乐观  待观察 

欧盟统计局 7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去年 11 月失业率降至四年最低，表明欧

元区劳动力市场复苏势头向好。但欧元区去年 11 月零售销售环比意外下降，显示出欧元区

零售业前景仍不乐观。 

具体数据显示，欧元区去年11月失业率为10.5%，为四年以来最低，也低于预期值10.7%，

去年 10 月失业率由 10.7%下修为 10.6%。这是欧元区失业率连续三个月下降，目前欧元区

19国失业总人数为 1690万。与一年前相比，除了奥地利和芬兰外，欧元区其他国家失业率

都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西班牙，由一年前的 23.7%降至 21.4%，其次是意大利，

由一年前的 13.1%降至 11.3%。 

但同日公布的另一组数据却不太乐观，欧元区去年 11月零售销售环比下降 0.3%，预期

值为上升 0.2%，去年 10 月的数据则由环比下降 0.1%下修至环比下降 0.2%，去年 9 月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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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下降 0.1%；去年 11月零售销售同比上升 1.4%，升幅不及预期的 2.0%以及前值 2.5%。 

4.欧元区 12月份综合 PMI终值 54.3  正面 

市场研究机构 Markit周三(1月 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 12月综合 PMI高于预期，

表明欧元区企业增长速度略快于最初预计水平，因欧元区企业增聘人手的速度创下近五年来

最快。具体数据显示，欧元区 12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从初值 54.0上修至 54.3，

高于预期值 54.0，也略高于 11月终值 54.2，同时该指数自 2013年 7月以来就守在景气荣

枯分水岭 50之上；欧元区 12月服务业 PMI终值从初值 53.9上修至 54.2，高于预期值 53.9，

但与 11月终值 54.2持平。具体就各国来看，德国综合 PMI终值为 55.5，创 17个月以来新

高；法国综合 PMI 终值为 50.1，创 11 个月以来新低；意大利综合 PMI 终值为 56.0，创 58

个月以来新高。 

5.欧元区核心通胀放缓  负面 

欧盟统计局 1月 5 日指出，欧元区 12月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初值较上年同期上

升 0.2%，增幅与上月持平，低于预估的上升 0.3%，且远低于欧洲央行的目标。12 月核心 HICP

初值较上年同期上升 0.8%，11 月和 10月分别为上升 0.9%和 1%。这是欧元区核心通货膨胀

率连续第二个月放缓，表明欧洲央行采取的价格刺激举措，并未带来明显的效果。 

6.日本央行维持量化宽松微调引质疑，或加大与市场沟通难度  待观察 

日本央行 12 月会议记录概要显示，维持基础货币目标不变，但决定扩大所购买资产范

围，旨在鼓励企业加大薪资及投资支出。央行称，引入新举措并不是货币宽松行动，目的在

于确保央行能继续顺利购买资产。央行不希望延长央行所购日债的平均期限，因这可能削弱

央行购债行动的稳定性。 

7.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正面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该《意

见》从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改革体制机制、调整贸易结构、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

升旅游开放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财税支持力度、鼓励金融创新与开放等 8 个方面

提出了 31 条政策措施。《意见》强调，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事关全国改革发展大局，对于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构筑繁荣稳定的祖国边疆意义重大。 

8.中国纺织业步入跨国布局阶段  正面 

1 月 8 日，2015 年全国纺织产业转移工作会在成都召开。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不

完全统计，截至 2014 年底，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纺织服装生产、贸易和产品设计企业已

超过 2600 家，分布在超过 100 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涵盖了整个纺织服装产业链。2015 年以

来纺织业“走出去”的步伐仍在加快。在“一带一路”与国际产能合作的背景下，我国纺织

行业已步入跨国布局的发展新阶段，呈现出多区域、多行业、多形式加速推进的特点。 

9.2015 年巴西通胀率创 13年来新高  负面 

1月 8日，巴西地理统计局（IBGE）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 12月，巴西通胀率为 0.96%，

虽低于 11月的通胀率 1.01%，但高于 2014年同期的通胀率 0.78%。2015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IPCA）为 10.67%，大幅高于 2014年的 6.41%，是政府通胀管理目标 4.5%的两倍多，是自

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2015年巴西物价上涨幅度最大的是电力和燃油，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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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014年上涨了 51%和 21.43%。在电价和油价上涨的作用下，巴西其他物价也不断攀升，

给民众生活带来了较大影响。“高通胀，负增长”已经成为巴西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10.2016 年年初全球股市遭大范围抛售  负面 

受多个经济体经济数据表现疲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以及中国股市大幅走软等因

素综合影响，全球股市在 2016 年之初遭遇大范围抛售，三个交易日内市值蒸发 2.5 万亿美

元，创 2000 年以来最差开局。据统计，今年前三个交易日，涵盖发达和新兴市场的 MSCI

全球指数下跌 3.3%，创 2000 年以来最差开年表现。主要衡量发达市场的 MSCI 国际资本指

数下跌 3.2%，MSCI 新兴市场指数下跌 4.3%，至 2009 年 7 月以来最低水平。分析认为，包

括美联储加息进程、大宗商品价格未来走势、全球经济增长下滑等困扰全球股市的问题将在

2016年延续，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或将进一步加剧。 

11.印度制造业 PMI 两年来首次跌破枯荣线  负面 

Markit 4 日公布，2015 年 12 月，印度制造业 PMI 由 11 月的 50.3 降至 49.1，创 2013

年 8 月以来新低，两年多来首次跌破 50 这一荣枯分水岭，跌入代表制造业活动收缩的负值

区域，且收缩幅度为近七年来最大，体现出印度制造业整体经营形势恶化。 

Markit 的经济学家认为，印度制造业数据的下滑是受当月美联储加息的影响。在美联储

进入加息周期后，印度企业的美元债务负担会更重，因而进口成本更高。这一点，可以通过

PMI 分项数据中购进价格与出厂价格均上涨等表现上得出。此外，根据此次公布的 PMI 指

数，印度上个月新订单数量大幅减少，这也影响了印度制造业的产出。 

12.世行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 2.9%  负面 

1 月 6 日，世界银行发布 2016 年 1 月期《全球经济展望》称，由于主要新兴市场国家

增长乏力，该行将 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下调至 2.9%，较去年 6月份时的预估值下调 0.4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该行还下调了 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估测值，由 2.8%降至 2.4%。世行

对发展中国家增长前景提出预警，表示美联储加息、美元上涨、资金流入减少和中国经济增

速放缓等成为打压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的风险因素，而大宗商品价格的低迷将使得各经济体

表现出现分化。报告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表示 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或为 6.7%，较其

预测前值 7.0%下调了 0.3个百分点；预计 2017年和 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为 6.5%。世行称，

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提速有赖于发达经济体保持复苏势头、大宗商品趋稳和中国经济增长模

式转变等因素。 

 

13.一周人民币走势 

在过去一周时间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收盘价维持在 6.5172-6.5939，总体处于贬值态

势。CNH高于 CNY，CNY中间价与开盘价交错发展。 

 CNY中间价 CNY开盘价 CNY收盘价 CNH 

2016-01-04 6.5032 6.5120 6.5172 6.6118 

2016-01-05 6.5169 6.5250 6.5199 6.6359 

2016-01-06 6.5314 6.5272 6.5575 6.6774 

2016-01-07 6.5646 6.5750 6.5939 6.6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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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见闻、新华社、

中国证券报、经济观察报、商务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