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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医改法案受阻  待观察 

7 月 2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宴请所有共和党参议员，劝说他们支持替换“奥巴

马医改”的新医改法案。 

美国众议院 5月通过一份医改法案。此后参议院在此医改法案基础上进行修改，但因受

到多名共和党参议员反对而未能推进，表决一拖再拖。 

2.微软云平台业绩抢眼  待观察 

微软公司 7 月 23 日发布的财务季报显示，云平台 Azure 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97%，毛利

率也扩大至 52%。微软公司认为业绩成功归因于相当长时期的持续投入，该公司认为下一步

的战略重点将是 Microsoft 365。 

3.标普上调希腊信贷评级展望  待观察 

标准普尔称，希腊经济增长正在复苏，且希腊通过立法的形势进行了财政改革，再加上

进一步的债务减免，使希腊政府债务与 GDP的比例有所改善。目前，希腊新增贷款的成本明

显低于“B”类大多数主权国家的平均再融资成本，因此标普预计即使希腊折返商业债券市

场，到 2020年底，商业债务的比例仍将低于政府一般债务总额的 15％。同时，希腊的利息

成本相对于政府收入会逐步下降，希腊债务的平均剩余期限估计是 18 年，这是评级主权国

家中最长的。 

标普此次对希腊正面的展望意味着在未来 12 个月的时间力，标普会有至少三分之一的

可能性会上调希腊评级。 

不过标普对希腊的前景也表达了一些谨慎的观点。例如，希腊经济复苏和国内生产总值

实质增长 1.5％。然而，银行体系仍然“受损”，其中一半是不良贷款。因此仍存在再次进

行资本重组的风险。再比如，政府负债上，标普预计希腊 2016 年政府债务净额与国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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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的比率达到170％，之后这个比例将会持续下滑，但直到2021年这个比率不会低于150％。 

4.第一季欧元区财政改善  待观察 

欧盟统计局周四(7月 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第一季欧元区公共赤字降至近 10

年最低。只有法国的财政缺口在加大，但德国的盈余扩大还是抵消了这一影响。法国第一季

政府赤字与经济产出之比从之前一季的 3.2%升高至 3.3%。德国第一季公共盈余相当于 GDP

的比例从去年第四季的 1.4%上升至 1.5%，去年第三季为 0.7%。 

欧元区公共财政在好转的同时，意大利负债拉高了欧元区第一季的公共负债水平。欧元

区第一季公共债务与产出之比从 2016年第四季的 89.2%升至 89.5%，高于欧盟财政规章为欧

元区国家设定的指示性上限 60%。其中，意大利债务与产出之比从上一季的 132.6%升至

134.7%，其债务水平已经是区内第二高。债务水平最高的国家是希腊，但债务占比已经在下

降。第一季债务与产出之比降至 176.2%，低于去年第四季的 179%。 

5.日本 2020财年无法实现主要预算盈余  待观察 

日本政府 7月 18日表示，2020财年无法实现主要预算盈余；2017财年日本债务占名义

GDP 之比将达到 189.5%，此前预期为 188.5%；2020 财年日本债务占名义 GDP之比将下降至

179.3%，此前预期为 180.1%；2020财年日本主要预算赤字占 GDP之比将为 1.3%，此前预期

为 1.4%。 

6.上半年中国中西部地区外贸增速高于全国  正面 

7 月 20 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中西部地

区进出口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绩尤为抢眼。表现为出口 1.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21.8%，进口 8081.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2.7%。其原因主要：一是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正在加快，相关政策支持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二是创新驱动外贸发展成效初显。三

是国际市场需求回暖，矿产品、贱金属等商品价格在上涨，进一步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进出

口增长。 

7.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积极成果增进互信  正面 

7 月 19 日，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双方就中美贸易投资、经济合

作百日计划和一年计划、全球经济和治理、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业、农业等广泛议题深入交

换意见，有效增进了对相互政策的了解，深化了对分歧的认识，探索了解决问题的时间表、

路线图，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对话达到了预期目的。双方还同意为缩小贸易逆差进行

建设性合作。会后，中美两国签署美国大米输华检验检疫议定书。7 月 13 日，来自中国和

美国的 20多家企业在美国签署合同，中国企业将从美国进口 1253万吨大豆和 371吨猪肉及

牛肉，进口金额总值达 50.12亿美元。 

8.南非降息出乎意料，汇率下跌  待观察 

南非储备银行行长莱希塔·甘雅阁于当地时间周四宣布，货币政策委员会已经决定降低

回购利率。 

银行行长告诉记者，货币政策委员会决定回购利率从 2017年 7月 21日起将降低 25 个

基点，到达每年 6.75％。在储备银行突然宣布下调利率后不久，南非本国货币兰特遭受压

力。兰特兑美元在公告发布后立即跌回到了 13.00。此次降息出人意料，是一年多以来的第

一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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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亚开行上调今年亚洲经济增速至 5.9%  正面 

7 月 20 日，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发布《2017 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指出，由

于今年第一季度的出口需求高于预期，2017 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有所改善。

报告将 2017年亚太地区的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5.7%上调至 5.9%，并将 2018年的增长预期从

5.7%上调至 5.8%。从次区域的角度来看，2017年和 2018年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从最

初预测的 5.8%和 5.6%上调至 6.0%和 5.7%。继近期的经济增长放缓后，净出口和国内消费的

增长使得中国的增长前景有所改善，预计 2017 年和 2018 年中国经济增速为 6.7%和 6.4%。

南亚地区仍将是亚太地区增长最快的次区域，其 2017年和 2018年有望实现最初预测的 7.0%

和 7.2%的增长。得益于强劲的消费，预计印度 2017年和 2018年分别增长 7.4%和 7.6%。 

10.世贸组织称巴西经济开放度不高  待观察 

7 月 17 日，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巴西的经济开放度依然不够高，

巴西政府需要继续完善部分经济政策。报告称，巴西的部分经济领域对外国投资依然存在相

当或完全的限制，如核能、航空、渔业、矿业、传媒、医疗等。此外，税收依旧是巴西采取

的主要贸易政策。根据报告，巴西依然是全球主要农业出口市场之一，但巴西政府对农业生

产存在较高的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巴西农产品的竞争力。世贸组织预计巴西经济将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缓慢而持续的复苏，但仍需注意政治因素和有关税收政策对经济稳定

性可能造成的影响。 

11.一周人民币走势 

在过去一周时间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收盘价维持在 6.7556-6.7699，总体保持稳定。

CNH 高于 CNY，CNY 开盘价高于中间价。 

 

 
CNY 中间价 CNY 开盘价 CNY 收盘价 CNH 

2017-07-17 6.7562 6.7647  6.7699 6.7657 

2017-07-18 6.7611 6.7685  6.7580 6.7547 

2017-07-19 6.7451 6.7464  6.7556 6.7527 

2017-07-20 6.7464 6.7580  6.7688 6.7660 

2017-07-21 6.7415 6.7575  6.7681 6.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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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