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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财经要闻 
 

 

 

 

 

美国：零售销售持续负增长，当选总统
拜登公布抗疫刺激计划 

上周四，美国劳工部发布数据显示，12 月未季调核心

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1.6%，前值和预期均 1.6%；未季

调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1.4%，前值和预期值 1.2%、

1.3%。12 月季调后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

均环比分别上涨 0.1%、0.4%，前值均 0.2%。 

上周五，劳工部公布 12 月生产者物价指数，该指标同

比增长 0.8%，前值和预期值均 0.8%；环比增长 0.3%，前值

0.1%，预期值 0.4%。核心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1.2%，

前值和预期值 1.4%、1.3%；环比增长 0.1%，前值 0.1%，预

期值 0.2%。 

零售斱面，12月零售销售环比-0.7%，前值和预值分别

-1.1%、0；核心零售销售环比-1.4%，前值和预值分别-0.9%、

-0.1%。生产斱面，12月工业产出月率录得 1.6%，前值和预

值分别 0.4%、0.5%；同期制造业产出月率录得 0.9%，前值

和预值分别 0.8%、0.5%。 

俆心斱面，2021 年 1 月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俆心指数初

 

美国疫情形势严峻，多数城市出现病例

“全面激增”情况，单日新增死亡及确诊病

例再创新高，至今仅 161 万人完成两针疫苗

接种。12 月物价指数稳中略升，与此同时，

零售销售大幅下滑，2021 年首月消费者信心

持续偏弱。 

12 月物价指数稳中略升。12 月 CPI、核

心 CPI 分别同比增长 1.4%、1.6%，前者较预

期高出 0.1 个百分点，后者持平预期。同期

两指标环比分别上涨 0.1%、0.4%，其中 CPI

环比较前值回升 0.2 个百分点，核心 CPI 环

比较前值回落 0.1 个百分点。此外，12 月 PPI、

核心 PPI 同比增长 0.8%、1.2%，环比增长

0.3%、0.1%，其中 PPI 同比自去年 5 月以来

持续回暖，核心 PPI 同比连续四个月位于 1%

以上。受必需消费及制造业持续复苏拉动，

两类物价指数稳中有升，但仍远低于 2%目标

水平。在油价恢复性上涨、大规模财政纾困

逐步来临、接种疫苗进度持续推进的形势下，

物价维持正增趋势有望延续。 

12 月零售销售大幅下滑。12 月零售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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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79.2， 前值和预期分别为 80.7、79.8。现状指数初值 87.7，

前值为 90；预期指数初值 73.8，前值为 74.6。 

联储劢态斱面，美联储公布经济状况褐皮书，指出近期

大多地匙呈现出温和癿经济扩张。主席鲍威尔在普林斯顿大

学癿网络直播中表达，距离充分就业还仸重道进。 

此外，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亍美东时间周四召开新闻发布

会，正式公布了其上仸后将提交癿新一轮抗疫刺激计划。 

 

 

 

 

 

 

售、核心零售销售环比分别下滑 0.7%、1.4%，

均远不及预期，前者已连续第三个月环比降

温，后者创近八个月最大降幅。此外，继 10

月数据向下调整后，11 月数据也被下修 0.3

个百分点至-1.4%。疫情复燃导致零售销售增

速急剧放缓，除汽车及零部件、家装及医疗

保健领域销售有所增长外，居民在线上、餐

饮、食品及服务方面支出均明显减少。市场

期待新一轮财政刺激出台以解救该困境（当

选总统拜登即将上任，其公布的 1.9 万亿美

元抗疫纾困计划包含给个人新增发放 1400

美元支票）。 

今年 1 月消费者信心持续偏弱。2021 年

1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 79.2，

均不及市场预估和前值。尽管疫苗已开始接

种，但由于接种范围有限及防疫限制措施持

续，加之上周初次请失业人数（近 10 万）创

近三个月来最大增幅，消费者对经济复苏的

信心并未改善，形势评价及前景预期的主观

感受依然偏弱。 

联储动态方面，上周经济状况褐皮书显

示，大多地区呈现出温和经济扩张，但就业

市场复苏放缓。同时，由于疫情加剧导致更

严格的封锁措施出台，部分地区居民在零售、

休闲和酒店等方面需求下降。此外，物价整

体小幅上扬，但生产投入价格增幅持续高于

商品和服务价格方面，显示企业转嫁生产成

本的能力受限。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普林斯顿

大学的网络直播中表态，目前美国离充分就

业还任重道远，而加息时机“不会很快到来”，

反映宽松货币政策至少在短期仍将保持不

变。 

此外，上周众议院以 232：197 票表决通

过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指称其“煽动叛

乱”干涉权力的和平过渡，“严重危及”美

国和美国政府机构的安全。至此，特朗普成

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任期间两次遭弹劾的总

统（其因滥用职权——向乌克兰施压调查拜

登和妨碍国会调查而于 2019 年底被首次弹

劾）。弹劾案后续将交至参议院（参议院将

于 1 月 19 日复会）。若超过 2/3 议员支持，

则弹劾成功，特朗普或无法再任公职。此前，

副总统彭斯曾拒绝援引宪法第 25 条修正案

罢免特朗普总统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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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于美东时间 14、

15 日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发表演讲，表示

应采取更多举措控制疫情和救助经济，同时

有信心在上任 100天内完成 1亿剂疫苗接种。

拜登提出的“美国拯救计划”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为美国家庭、企业、地方政府等提供

资金援助，另一方面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清

洁能源、研发创新等推动复苏。计划安排资

金总计 1.9 万亿美元，包括向大多数个人支

付 1400 美元（使救济总额达到 2000 美元）；

将联邦每周失业救济金增至 400 美元；为州

和地方政府提供 3500 亿美元援助等。该计划

后续将待国会批准生效。 

总体而言，为积极应对新冠状病毒大流

行造成的经济衰退，拜登在正式宣誓就职前

就宣布经济救助计划，凸显了其对疫情变化

和经济复苏放缓的关注，以及通过救济措施

提振经济的急迫态度。在拜登政府对失业人

群、企业和地方政府等施救后，消费及就业

市场低迷之势或将得以缓解，经济后期有望

以快速恢复。（程斌琪） 

 

 

 

欧洲：工业产出和投资者信心均好于预
期，欧央行纪要讣为有必要扩大宽松力
度 

欧元匙2020年11月工业产出环比升2.5%，预期升0.2%，

前值升 2.10%；同比升-0.6%，前值升-3.5%。 

欧元匙 1月 Sentix投资者俆心指数为 1.3，预期 0.7，前

值为-2.7。 

欧洲央行会议纨要显示，在当前高度丌确定性癿疫情

下，紧急抗疫贩债计划（PEPP）比降息更有效。委员们普遍

同意首席经济学家违恩提出癿一揽子货币政策，有委员提出

赞成扩大紧急抗疫贩债计划（PEPP）觃模癿意见。 

 

 

 

上周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工业产出和

投资者信心均好于预期。欧央行公布 2020 年

12 月政策会议纪要，表示未来经济前景可能

不及预期，因而扩大宽松力度仍有必要。 

生产端方面，工业生产动能持续增强。

2020 年 11 月欧元区工业产出环比增长 2.5%，

好于预期值0.2%和前值2.1%，为四个月新高；

同比增长-0.6%，连续 7个月持续改善，创 2019

年 4 月以来新高。 

需求端方面，投资者信心超预期改善。

欧元区 1 月 Sentix 投资者信心指数录得 1.3，

好于预期值 0.7 和前值为-2.7，创 2020 年 2

月以来最高水平，10 个月以来首度由负转正。 

在 2020 年 12 月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

欧央行如期扩大并延长宽松，将紧急抗疫购

债计划（PEPP）总体规模增加 5000 亿欧元至

1.85万亿欧元，并将该计划延长 9个月至 2022

年 3 月，目的是将政府和企业的借贷成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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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纪录低位，帮助欧元区经济应对第二波

疫情大流行。此外，欧央行还将欧元区 2021

年 GDP 增速较此前预期值大幅下调 1.1 个百

分点至 3.9%。 

上周最新公布的 12 月会议纪要显示，欧

央行决策者们认为，在当前高度不确定性的

疫情风险影响下，PEPP 比降息更有效。委员

们普遍认为，扩大经济刺激计划是合适的。

部分委员主张更温和地增加 PEPP 的额度，但

有些委员则强调不一定用尽 PEPP 的额度。 

受欧元兑美元汇率持续升值影响，货币

政策委员们在纪要中还表达了对欧元汇率相

关风险的担忧，认为这些风险可能对通胀前

景产生负面影响。欧央行指出，基于模型的

证据表明，全球经济更快复苏的前景促使风

险情绪改善，进而成为近期推动欧元升值的

主要因素。 

本次会议纪要公布前，欧央行决策者也

纷纷对外发声。行长拉加德表示，2021 年欧

元区经济开局比一些人认为的更积极，PEPP

关键在于保持其灵活性。如果确有需要更多

PEPP 额度，将重新对 PEPP 额度做出必要的

调整。欧央行将继续非常谨慎地监控欧元汇

率走势，而不是将其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欧

央行执委施纳贝尔则指出，预计欧元区通胀

将在 2021 年上升，短期通胀上升不会改变欧

央行的货币政策立场。欧央行管委魏德曼强

调，二次疫情影响了欧元区经济在冬季的恢

复，但经济不会像 2020 年二季度第一次爆发

疫情时那样疲软。 

总体来看，上周欧央行的会议纪要和官

员表态显示出，决策者们除了更多暗示欧央

行正在密切关注欧元汇率升值问题以外，并

没有太多迹象表明欧央行目前会继续加码宽

松。因此，预计在本周的货币政策会议上，

欧央行大概率将按兵不动，仅通过前瞻指引

来继续释放鸽派信号。（张雨陶） 

 

 

 

日本：疫情扩散导致消费疲弱，但投资
继续恢复 

2020年 11月核心机械订单额为 8548亿日元（1美元约

 

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受疫情扩散影响， 

日本消费疲弱，但投资继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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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104 日元），相较上月上升 1.5%。日本机械订单统计数

据基亍政府对日本国内 280家设备制造商癿调查，是日本民

间设备投资癿重要先行指标。 

2020年 11月经常项目顺差额为 18784亿日元（1美元

约合 104日元），同比增长 29.0%。其中，商品贸易顺差额

为 6161亿日元；服务贸易逆差额为 1816亿日元；海外投资

收益为 17244亿日元。 

日本首相菅义伟 2021 年 1 月 13日宣布，1 月 14 日开

始至 2月 7日，疫情紧急状态范围从东京都及周边三个县扩

大至大阪府、京都府、爱知县等 7个地匙。在这段时期，当

地民众应尽量避免每天 20时后外出，餐厅等也被要求 20时

后停止营业。 

 

 

 

 

 

 

核心机械订单继续环比上升。继 2020 年

10 月环比上升 17.1%后，2020 年 11 核心机

械订单额经季节调整后环比上升1.5%。其中，

制造业在上月上升的基础上有所回落，但仍

保持稳定，非制造业也出现复苏迹象。日本

内阁府在报告中对机械订单基本情况的判断

由“停止下降”上调为“有恢复迹象”，连

续第 2 个月上调判断基调。 

受进口减少等因素影响，经常项目顺差

同比增加 29.0%。2020 年 11 月，经常项目顺

差额为 18784 亿日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221

亿日元。商品贸易方面，与上年同期相比转

为顺差，顺差额达 6161 亿日元。其中，出口

额同比减少 3.4%至 60391 亿日元；进口额同

比减少 13.6%至 54230 亿日元。国际市场能

源价格同比下降和日本国内内需低迷导致进

口数量减少，是商品贸易转为顺差的主要原

因。服务贸易方面，由于新冠疫情极大抑制

了人员往来，旅行收支顺差下降明显，与上

年同期相比服务贸易收支转为逆差，逆差额

为 1816 亿日元。受证券投资收益增加等因素

影响，海外投资收益扩大至 17244 亿日元，

依然是日本经常项目顺差的最主要来源。 

日本扩大疫情紧急状态范围。为遏制疫

情蔓延，日本首相菅义伟 2021 年 1 月 13 日

宣布，大阪府、爱知县等 7 个府县从 1 月 14

日起进入紧急状态。加上此前已宣布进入紧

急状态的首都圈“1 都 3 县”，从 1 月 14 日

开始，日本全国 47 个都道府县中有 11 个处

于紧急状态，结束期限均为 2 月 7 日。本次

紧急状态的措施重点针对餐饮业，政府将发

放补助津贴。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

稔 1 月 14 日在参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后续

根据感染情况可能追加实施紧急状态的地

区，但否认了要将紧急状态扩大至日本全国

的说法。（孙莹） 

 

 

 

国际市场：美元上行，美股、金价、油
价下行 

汇市斱面，上周，美元指数上行，收亍 90.79，周涨 0.8%。

主要货币中，欧元兑美元收亍 1.2076，周跌 1.2%；英镑兑

 

上周美国政经新闻继续主导全球舆论。

众议院投票通过以煽乱罪弹劾特朗普，使其

成为史上第一位遭到两次弹劾的总统；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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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收亍 1.3586，周涨 0.2%。 

股市斱面，美股下行。其中，道琼斯工业指数收亍

30814.26，周跌 0.9%；标普 500指数收亍 3768.25，周跌 1.5%；

纳斯达克指数收亍 12998.50，周跌 1.5%。 

债市斱面，10 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其中，10 年期美

债收益率收亍 1.09%，周跌 0.03%；2 年期美债收益率收亍

0.14%，几无变化；3 个月期美债收益率收亍 0.08%，周跌

0.01%。 

商品市场斱面，金价下行，伦敦金现收亍 1827.63美元/

盎司，周跌 1.2%；油价下行，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收报

55.10 美元/桶，周跌 1.6%；美国原油期货结算价收报 52.36

美元/桶，周跌 0.4%。 

储主席表示近期不会升息，现在也不是讨论

退出购债计划的时候；拜登公布大规模刺激

计划，零售销售数据不及预期。国际市场方

面，美元指数上行、创 11 周以来最佳单周表

现，美股、10 年期美债收益率、金价、油价

下行。 

汇市方面，美元上行。美元指数连续第

二周上涨，周五收于 90.79，周涨 0.8%，创

11 周以来最佳单周表现。支撑美元指数的主

要因素：一是周初美债收益率飙升，以及美

国财政刺激规模加大提振经济成长前景为美

元提供支撑；二是美国政治不确定性以及疲

弱经济数据推升避险情绪，部分国家新增病

例增加也抑制了风险偏好；三是欧洲各地为

抗击第二波新冠疫情而采取新封锁措施，加

剧了市场对该地区出现“双底衰退”的担忧，

导致欧元兑美元承压。 

股市方面，美股下行。导致美股承压的

主要因素：一是市场担心民主党再次启动弹

劾将导致刺激计划推迟；二是初请失业金人

数和零售销售数据不及预期；三是银行股和

能源股急挫拖累；四是投资者在此前股市创

下纪录高位后获利了结。截至收盘，道琼斯

工业指数收于 30814.26，周跌 0.9%；标普 500

指数收于 3768.25，周跌 1.5%；纳斯达克指

数收于 12998.50，周跌 1.5%。 

债市方面，10 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但

仍维持高位。周初，因市场预期拜登政府表

示将出台数万亿美元刺激计划，较长期美债

供应将相应增加，美债收益率连续两个交易

日上行。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触及

1.187%，为去年 3 月 20 日以来最高；2 年期

和 10 年期收益率差达到 103.4 基点，为 2017

年 5 月以来最阔。其后，周三公债标售结束

收益率涨势，周四美联储主席讲话则带动收

益率回升，周五疲弱的零售数据和拜登加税

担忧拖累收益率再度下行。截至收盘，10 年

期美债收益率收于 1.09%，周跌 0.03%；2 年

期美债收益率收于 0.14%，几无变化；3 个月

期美债收益率收于 0.08%，周跌 0.01%。 

金市方面，金价连续第二周下行。截至

收盘，伦敦金现收报 1827.63 美元/盎司，周

跌 1.2%，盘中曾触及去年 12 月初以来新低

1816.39 美元/盎司。尽管全球疫苗接种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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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美国候任总统拜登推出近 2 万亿规模

刺激，且美联储主席强调维持购债计划不变，

但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美元指数攀

升至近三周高位，降低了黄金作为通胀和风

险对冲工具的吸引力。 

油市方面，油价下行，尽管盘中触及近

一年来最高水平。截至收盘，布伦特原油期

货结算价收报 55.10 美元/桶，周跌 1.6%；美

国原油期货结算价收报 52.36 美元/桶，周跌

0.4%。导致油价承压的主要因素是世界多地

新冠病例数增加，开始采取严厉的封锁，引

发对全球燃料需求的担忧。此外，作为计价

货币，美元走强也令油价承压。 

本周经济数据和央行动态：经济数据方

面，美国将发布 1 月 PMI、12 月房屋开工、

成屋销售、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等数据，欧

元区将发布 1 月 PMI、12 月 HICP、11 月经

常账等数据，中国将发布四季度 GDP、12 月

投资、消费、工业增加值等数据；央行动态

方面，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加拿大央行将

公布利率决议。此外，需关注拜登就职典礼、

全球新冠疫情进展。（伊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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