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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 CPI 和 PPI 双低    待观察 

美国 4 月 CPI 同比 0.3%，预期 0.4%，前值 1.5%；核心 CPI 同比 1.4%，前值 2.1%。CPI
环比-0.8%，创 2009 年以来最大降幅；同比 0.3%，为 2015 年 10 月以来最小涨幅。CPI 收缩

主要来自原油价格下跌；核心 CPI 中航空、服饰、酒店价格以及汽车保险下降仍最为明显，

医疗持续高位。可选消费价格普遍下降，必选消费价格粘性较强。美国 4 月 PPI 环比下滑

1.3%，创 2009 年指数开始编撰以来的最大降幅，预期下滑 0.5%，前值下滑 0.2%。4 月 PPI
同比下滑 1.2%，创 2015 年 11 月来最大降幅，预期下滑 0.2%，前值增长 0.7%。此外，美国

4 月工业产能利用率跌至 64.89%，前值 73.19%。 
 

2. 欧洲央行预计：欧元区第二季度经济将大幅下滑    负面 

当地时间 14 日，总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最新经济报告称，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欧元区第二季度经济将出现严重下滑。 
报告指出，今年第一季度虽然只有最后几周遭遇了疫情的爆发以及各国采取一系列限制

措施，但欧元区本地生产总值依旧环比下降了 3.8%，创下 1995 年来最大跌幅。眼下，从 4
月份经济活动锐减来判断，第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受疫情的影响只会更加显著。与此同时，欧

洲央行表示，由于无法确定各国政府的抗疫措施成效以及疫情的最终持续时间，很难预测经

济将衰退至何种程度以及何时才能真正复苏。该行因此在报告中强调，需尽最大努力缓解疫

情对供应链、内需、收入、就业等领域的冲击。 
 

3. 欧元区第一季度 GDP 同比下降 3.2%    负面 

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一季度 GDP 较上季度录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萎缩，与市

场预期相符。而与上年同期相比，这是自 2009 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大降幅。法国 GDP 季度

收缩幅度最大，录得 5.8%，其次是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分别为 5.4%和 5.2%。意大利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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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降 4.7%，在 2019 年最后一个季度收缩 0.1%之后，正式进入衰退。而芬兰是欧元区唯一

仍能实现 0.1%增长的国家。 
 

4. 日本 2019 年财年实际 GDP 创 5 年来新低    待观察 

    日本第一季度 GDP 年化季环比降 3.4%，预估降 4.5%，前值降 7.1%。一季度出口创

下 2011 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大季度跌幅。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表示 2019 年财年实际 GDP 有

所下降，为 5 年以来首次，正在研究额外的政策措施。 
 

5. 4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1.8%    待观察 

2020 年 1-4 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2865.5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

降 6.1%（折合 413.4 亿美元，同比下降 8.4%，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下同），

比一季度降幅收窄 4.7 个百分点。4 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703.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11.8%（折合 101.4 亿美元，同比增长 8.6%）。1-4 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

长 2.7%。其中，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专业技术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46.9%、73.8%和 99.6%。

1-4 月，主要经济体和区域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 7.9%；东

盟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 13%；欧盟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下降 29.1%。 
 

6. G20 贸易部长举行第二次应对新冠肺炎特别视频会议    正面 

为落实 G20 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共识，5 月 14 日，G20 举行第二次贸易部长

特别会议，通过部长声明，批准了《G20 应对新冠肺炎、支持全球贸易投资集体行动》，就

加强贸易投资领域协调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市场开放、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

达国家等达成了积极共识。集体行动包括长期和短期两方面举措，涵盖贸易规制、贸易便利

化、透明度、物流网络、中小微企业、多边贸易体制、全球供应链、国际投资等 8 个领域，

共 38 条具体行动，全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G20 应对疫情、支持全球贸易投资的行动方案。 
 

7. 中国商务部坚决反对美方对华为出口管制新规    待观察 

美国商务部于当地时间 5 月 15 日针对华为公司出台出口管制新规，全面限制华为购买

采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生产的半导体，包括那些处于美国以外，但被列为美国商务管制清单中

的生产设备，要为华为和海思生产代工前，都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证。对此，中国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发布的针对华为公司的出口管制新规。中方对此坚

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为企业开展正常的贸易与合作创造条件。中方将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8. 巴西疫情形势加剧，总统和卫生系统出现分歧    负面 

巴西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 4 天超过 1 万例，确诊总数超过 23.3 万例，居全

球第四位;死亡病例超过 1.56 万例，居全球第六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时间 16 日，巴

西总统博索纳罗依旧批评隔离政策，要求全面恢复社会经济秩序。除了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

危机和经济危机，巴西还面临政治危机。当地时间 15 日，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卫生部长泰奇

辞职。他没有解释辞职的具体原因，不过巴西媒体称，泰奇和博索纳罗在隔离政策和抗疫药

物方面分歧严重。 
 

9. 黄金价格创新高    待观察 

5 月 18 日现货黄金涨幅扩大至 0.73%,报 1755.35 美元/盎司,创 2012 年 10 月以来新高。 
 

10. 联合国：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萎缩 3.2%    负面 

5 月 13 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 2020 年中期《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

计，2020 年全球经济预计将萎缩 3.2%，这标志着世界经济发生了自 1930 年大萧条以来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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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经济收缩。报告预计，2020 年，发达国家经济将萎缩 5%，发展中国家经济萎缩 0.7%。

2020 年至 2021 年，全球经济产出累计损失将达 8.5 万亿美元，几乎抹去过去 4 年的全部增

长。报告预计，受疫情影响，2020 年全球将有约 3430 万人跌入“极端贫困”，其中 56%生活

在非洲。报告指出，到 2030 年，“极端贫困”状态下的人口将新增 1.3 亿，这对全球消除极

端贫困和饥饿的努力是一个“巨大打击”。 
 

11. 亚开行：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损失或高达 8.8 万亿美元    负面 

5 月 15 日，亚洲开发银行发布报告称，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在 5.8 万亿至 8.8
万亿美元之间，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6.4%至 9.7%。亚开行预计，如果疫情全球大流

行持续 3 个月，亚洲东部和大洋洲地区（亚太地区）经济损失将达 1.7 万亿美元；如果持续

6 个月，该地区经济损失将达 2.5 万亿美元，占全球产出下滑总额的 30%。报告指出，各国

政府为应对疫情采取的边境管控、旅行限制等措施，将使全球贸易总额减少 1.7 万亿至 2.6
万亿美元。疫情期间全球将有 1.58 亿至 2.42 亿人失业，亚太地区失业人口占其中的 70%；

全球劳动收入将减少 1.2 万亿至 1.8 万亿美元，其中亚太地区的损失约占全球的 3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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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64-7.0995，总体保持贬值。

CNY 低于 CN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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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1 7.0769 7.0750 7.0864 7.1076 
2020-05-12 7.0919 7.0943 7.0886 7.1081 
2020-05-13 7.0875 7.0910 7.0937 7.1114 
2020-05-14 7.0948 7.0968 7.0948 7.1106 
2020-05-15 7.0936 7.1002 7.0995 7.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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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