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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宏观热点提示-12月PMI数据

4免责声明：本报告以投资者教育为目的，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数据来源：WIND 国信期货

图：PMI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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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新订单月 PMI:新出口订单月 PMI:生产月 PMI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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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1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9%，虽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但连续10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表明制造

业继续稳步恢复。

点评：本次数据有两点值得关注：1、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均高于临界点，

原材料库存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均低于临界点。2、从细分数据来看，生产指数为54.2%，比上月回落0.5个百

分点，表明制造业生产增速略有放缓，新订单指数为53.6%，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小幅回落。原材料库存

指数为48.6%，与上月持平，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较上月有所下降。从业人员指数为49.6%，比上月微升0.1

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略有改善。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49.9%，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

商交货时间较上月有所放缓。总体来看，当前虽然临近年末，制造业需求小幅回落，但是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企业补库

的意愿较强，同时我们观察到当前海外库存达到了2008年的低点，预计未来外需确定性的上升或能支持未来PMI新订单数据的回升，

支撑景气持续。

1.1 宏观热点提示-12月PMI数据点评



1.2 宏观热点提示-本周外汇数据展望

6免责声明：本报告以投资者教育为目的，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数据来源：WIND 国信期货

图：人民币和美元汇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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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指数 美元兑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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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指数：美元指数：受避险情绪推动，2020年3月美元成为避险货币在创三年高位达到102.99之后，在年末美元指数达到

89.76，全年下跌6.77%，较2020年3月高点回落12.65%。2020年美元回落的逻辑主要是美联储极低的利率、美联储的购债计

划，以及财政刺激政策，而这些行为将会延续到2021年，同时拜登预计将推动采取更多措施来支持美国经济，将继续削弱美元

的吸引力。

人民币汇率：2020年人民币累积涨幅达到了6.52%，上周人民币兑美元意外升破6.52，到达两年半以来的新高，但随后迅速回

落。我们注意到，近期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近日召开第四季度例会强调，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

上的基本稳定。虽然支撑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中美货币政策不同步）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在2020年下

半年已经积累了较大的涨幅，如果过快升值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出口企业以及经济增速，预计未来将会继续控制人民币升值

的节奏，本周在6.50-6.55关口波动为主。

1.2 宏观热点提示-本周外汇数据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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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