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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 4 月失业率抬升   待观察 

美国 4 月美国失业率升高至 6.1%(前值 6.0%)，为去年 5 月以来首次提高，但劳动参与

率也由前值的 61.5%升至 61.7%。4 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初值为 26.6 万人，显著低于 2 月(53.6

万人)及 3 月(77.0 万人)水平。4 月美国非农部门平均时薪为 30.17 美元，高于 3 月的 29.96

美元，同时，4 月平均每周工时为 35 小时，高于 3 月的 34.9 小时。时薪环比大幅上涨和平

均工时创新高，均反映出当前美国企业用工需求旺盛，而不是没有招聘需求。美国失业率细

分指标显示当前找工作更容易，但部分本来可以找到工作的人群放弃了找工作。 

 

2. 美国 1 季度 GDP 年化环比增长 6.4%    待观察 

美国 1 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初值为 6.4%，基本符合市场预期(6.5%)。数据显示，个人

消费、住宅和非住宅固定投资以及政府支出等领域的增长对 GDP 形成提振；与此同时，库

存和出口的下降，以及进口的增加对经济造成拖累。具体来看，占美国经济近七成的消费者

支出一季度增长 10.7%，支出主要集中在商品部分，增长了 23.6%；服务业领域仅增长了

4.6%。此外，政府支出和投资增长了 6.3%；进口增加了 5.7%，出口则下降了 1.1%。 

 

3. 欧元区 3 月 PPI 同比升 4.3% 创两年半新高    待观察 

类别 新闻标题 对华经济影响 

发达国家 

美国 4 月失业率抬升 待观察 

美国 1 季度 GDP 年化环比增长 6.4%  待观察 

欧元区 3 月 PPI 同比升 4.3% 创两年半新高 待观察 

新兴市场 

4 月出口依然强势，顺差大幅增长 正面 

中欧投资协定的批准前景将与中欧关系挂钩 待观察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开幕 正面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任命四位副总干事 正面 

两部门联合开展国家级服务业商贸流通标准化专项试点 正面 

中国商务部发布《关于两用物项出口经营者建立出口管制内部合

规机制的指导意见》 
正面 

商务部等 20 部门印发关于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贸易自由化便利

化若干措施的通知 
正面 

3 月服务进出口增幅实现疫情以来首次转正 正面 

1 季度中国服务外包高速增长 正面 

1 季度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待观察 

1 季度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实现较快增长 正面 

印度疫情加剧，经济受负面影响 负面 

巴西进入加息周期，对抗通胀 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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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统计局 5 月 5 日公布，欧元区 3 月 PPI 环比升 1.1%，连续 10 个月增长；同比升 4.3%，

连续 3 个月增长，创 2018 年 11 月以来新高。而市场预期分别为升 1.1%和 4.2%，均一如预

期加速上行。欧元区 3 月 PPI 加速，与预期相符，主要受能源和中间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强

化了未来几个月 CPI 将上升的预期。公布的数据显示，期内，中间商品价格环比升 1.3%；

同比升 4.4%，且连续 3 个月增长。能源价格环比升 2%；同比升 10.3%。若排除能源成本，

3 月 PPI 环比升 0.9%；同比升 2.3%，创近期新高。 

机构对欧元区 3 月 PPI 月率点评称：出厂价格变化通常会传递给最终消费者，因此预示

的通胀趋势或引发欧洲央行关注。今年 4 月，欧元区 CPI 跃升至 1.6%，创两年来新高，已

经进一步大幅攀升，甚至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突破欧洲央行设定的接近 2%的目标。此前

欧洲央行已经预测通胀将会飙升，并警告称，到今年年底，通胀率甚至可能超过其目标。但

欧洲央行承诺，其政策利率将不会因此上调。 

 

4. 4 月出口依然强势，顺差大幅增长    正面 

4 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 484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环比增长 3.5%，比 2019 年同期

增长 29.6%。其中，出口 263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3%，环比增长 9.5%，比 2019 年同期

增长 36.3%；进口 2210.7亿美元，同比增长 43.1%，环比下降 2.8%，比 2019年同期增长 22.5%；

4 月份贸易顺差 428.5 亿美元，同比减少 4.7%，较 2021 年 3 月份的贸易顺差额 138 亿美元

大幅增加，在 2020 年 4 月份的基数效应影响之下，2021 年 4 月的出口和进口贸易出现较快

的同比增长，大幅好于市场预期。 

随着全球疫情缓解、欧美等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和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以及《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推进等因素，“疫情红利”和出口贸易需求端的扩张改善对于中国的出

口仍有较强的支撑作用，而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增长和全球经济的整体恢复，尤其是中国主

要贸易国家的经济恢复则对进口产生利好。在全球部分发展中国家疫情阶段性爆发和欧美主

要发达国家经济回暖的情况下，2 季度中国的出口仍然强势，进口驱动也将进一步加强。 

 

5. 中欧投资协定的批准前景将与中欧关系挂钩    待观察 

5 月 4 日，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专员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在接受法新社采访

时表示，鉴于目前欧盟对中国实施制裁而中国实施反制裁包括针对欧洲议会成员的反制裁，

这样的环境不利于批准协定，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努力“实际上将取决于更广泛的欧洲-中国

关系将如何演变”。东布罗夫斯基的采访迅速发酵之后，欧盟紧急发声明予以“澄清”。声明

表示舆论对东布罗夫斯基的解读不够准确，“现在需要对协定进行法律审查和翻译工作，然

后才能提交通过和批准。”但声明又表示，批准过程不能与更广泛的中欧关系分开，“批准的

前景将取决于局势的演变”，中国对欧洲议会议员的报复制裁是“令人无法接受和令人遗憾

的”。 

 

6.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开幕    正面 

5 月 6 日，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省海口市开幕，由商务部和海南省人民政

府共同举办，展览总面积 8 万平方米，国内外参展企业近 1500 家，来自约 70 个国家和地区。 

近期，商务部组织开展了第十二届（2021 年）至第十四届（2023 年）中国国际服务外

包交易博览会（以下简称服博会）的申办工作。经地方申报、专家评审、实地调研考察等环

节，武汉市被确定为第十二届至第十四届服博会主办城市。 

 

7.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任命四位副总干事    正面 

日内瓦时间 5 月 4 日上午，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宣布任命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张向晨、

美国众议院筹委会首席贸易顾问埃拉德、法国驻世贸组织大使波冈和哥斯达黎加前贸易部长

冈萨雷斯为世贸组织副总干事。 

 

8. 两部门联合开展国家级服务业商贸流通标准化专项试点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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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商贸流通

专项）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商贸流通标准化专项试点。试点主要围绕商贸流通

提质增效和内外贸一体化两个方向开展。其中，商贸流通提质增效方向重点围绕流通设施改

造升级、流通方式创新、流通主体培育等方面，以标准化推动流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推进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内外贸一体化方向重点围绕农产品流通、消

费品流通、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等领域，推动国内外标准互联互通，以标准化建设带动内外

贸领域认证、检验检疫等衔接。 

 

9. 中国商务部发布《关于两用物项出口经营者建立出口管制内部合规机制的指导意见》    

正面 

近期，商务部在 2007 年发布的《关于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经营者建立内部出口控制机

制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修订出台了《关于两用物项出口经营者建立出口管制内部合规机

制的指导意见》，从拟定政策说明、建立组织机构、全面评估风险、确立审查程序等 9 个方

面对出口经营者建立内部合规制度提出原则性指引。此次出台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

了出口经营者内部合规制度的基本要素，新增了《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内部合规指南》，从实

际操作层面为出口经营者提供了更详细的参考和指引，同时兼顾灵活性，企业可结合自身情

况进行调整。 

 

10. 商务部等 20 部门印发关于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若干措施的通知    

正面 

4 月 23 日，商务部等 20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方面，明确了

28 项政策措施。货物贸易方面共 13 项政策措施。其中，7 项货物贸易自由化政策措施，6

项货物贸易便利化政策措施。服务贸易方面共 15 项政策措施。其中，6 项服务贸易自由化

政策措施，9 项服务贸易便利化政策措施。 

 

11. 3 月服务进出口增幅实现疫情以来首次转正    正面 

1 季度，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值 11581.9 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 0.5%；其

中服务出口 5457.5 亿元，增长 22.8%；进口 6124.4 亿元，下降 13.5%。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74.7%至 666.9 亿元，同比减少 1970.5 亿元。与 2019 年同期相比，服务进出口下降 10.4%，

其中出口增长 17.7%；进口下降 26.1%。主要呈现以下三方面特点。一是，3 月当月服务进

出口增幅（7.9%）实现疫情以来首次转正。二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至 46.6%，

提升 6.1 个百分点。三是，旅行服务进出口继续下降。剔除旅行服务，1 季度中国服务进出

口增长 21.1%，其中出口增长 28.2%，进口增长 13.6%。 

 

12. 1 季度中国服务外包高速增长    正面 

1 季度，中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 4424.9 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执行额 2718.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6.5%和 68.8%，比 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 53%和 51%。其中，承接离

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2532.4 亿元，执行额 1541.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1.2%和 55.5%，比 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 41%和 45%。从结构看，疫情加速了数字化发展，信息技术外包增长较快。

从市场看，国际市场格局基本稳定，承接 RCEP 成员国服务外包执行额增长较快。从地区看，

长三角区域和示范城市引领发展，江苏、上海、广东等省市行业特色明显。从企业看，民营

企业发展较快，执行额过亿元企业数量大幅增加。从就业看，吸纳就业能力进一步增强，解

决大学生就业贡献突出。 

 

13. 1 季度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待观察 

1 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2061.4 亿元人民币（折合 31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

其中,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608.1 亿元人民币(折合 248 亿美元)，同比下降 4.9%。对外承



CEEM 

 

 
 

 

 

4 

CEEM 一周全球财经要闻：2021 年 04月 19日-2021 年 04月 25 日 

日 

 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1953.1 亿元人民币（折合 301.2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新签合

同额 3472.4 亿元人民币（折合 535.5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2%。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

务人员 7.4 万人，3 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 59 万人。主要呈现以下四方面特点。一是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增长。二是流向制造、信息传输等领域的投资增长较快。三

是地方企业对外投资有所增长。四是对外承包工程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 

 

14. 1 季度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实现较快增长    正面 

1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 47.8%，即使较 2019年同期也实现增长 6.7%。

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 38.2%、36.8%和 91%。这主要因为：

一是上年同期基数较低，二是中国经济从疫情影响中稳定恢复，市场前景乐观，营商环境持

续改善，外商投资的信心增强，投资预期稳中向好。根据商务部近期对 3200 多家外商投资

企业的调查显示，96.4%的企业对未来经营前景总体持积极态度，这一比例比今年初提升了

2.1 个百分点。此外，政策引导推动中国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大幅增加。根据《鼓励外商投资

产业目录（2020 年版）》，列入目录、符合要求的西部地区外资企业可以享受 15%企业所

得税税率优惠、进口自用设备免税、集约用地项目优先供应土地等支持政策。 

 

15. 印度疫情加剧，经济受负面影响    负面 

根据印度卫生部 8 日披露的数据，印度较前一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 40.1 万例。

2020 年印度 GDP 约 2.62 万亿美元，由于疫情影响，同比下降了 7%。印度中央统计局预测，

2020-2021 财年该国 GDP 增速预计将萎缩 8%。雪上加霜的是，受疫情影响，印度部分行业

的订单无法及时生产，海外订单正逐渐流向那些能够高效率满足产能的国家。印度纺织、原

料药及疫苗等行业的出口贸易遭受了较大的冲击很多跨国公司在印度的生产也已经暂停。比

如本田在印度的汽车厂、摩托车厂已经停产，驻印度员工已有一半以上回到日本。 

 

16. 巴西进入加息周期，对抗通胀    待观察 

5 月 5 日，巴西央行再度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 75 个基点，提高至 3.5%，并承诺下个月

再次上调同样幅度的利率；此前（3 月 17 日），巴西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 75 个基点，

提高至 2.75%，为 6 年来首次加息。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IBGE）公布的数据，2021 年 3

月巴西通胀率升至 6.1%，为 2017 年以来的最高点。而巴西国家货币委员会设定的 2021 年

通胀率管理目标中值为 3.75%。此外，巴西 3 月 PPI 升至 33.5%，为 2014 年 1 月发布数据

以来的最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