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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 5 月失业率降至 5.8%    待观察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5 月美国失业率环比下降 0.3 个百分点至 5.8%，非农业部

门新增就业人数为 55.9 万，高于上一个月数据但低于市场预期。其中，5 月美国失业率仍比

去年 2 月高 2.3 个百分点；失业人数环比下降 49.6 万至 930 万，比去年 2 月高 360 万。同时，

失业超过 27 周的长期失业人数降至 380 万，比去年 2 月高 260 万，占总失业人数的 40.9%。

此外，美国劳动参与率环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至 61.6%，比去年 2 月低 1.7 个百分点。 

 

2. 欧元区 5 月通胀率达 2％超市场预期    待观察 

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19 国）5 月通胀（HICP）年率同比增幅连续第

三个月扩大，录得 2%，达到 2018 年 11 月以来最高水平，超出了此前市场调查经济学家们

的预期中值。当月去除食品和能源因素的核心通胀也高于上月水平，与市场预期一致。 

1 日公布的欧元区经济数据显示，在通胀上升的同时，该地区制造业正在以创纪录的水

平强劲上扬，失业率继续下降。经济学家们指出，最新的经济数据将给欧洲央行下周的货币

政策例会带来更激烈的争论，但缩减购债规模的可能性不大。 

 

 

3. 四月份欧元区的零售活动有所缓和    待观察 

在复活节的销售提振了 3 月的数据之后，四月份欧元区的零售活动有所缓和，欧元区 4

月零售销售同比 23.9%，预期 25%，前值 12%。非食品环比下降了 4.7%，而食品、饮料和

烟草当月下降了 1.9%。 

 

4. 中国 4 月服务业进出口增长加快    正面 

1-4 月，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3.3%，其中出口增长 23.2%，进口下降 10%，服

务贸易逆差下降 76.3%至 720.4 亿元。与 2019 年同期相比，服务进出口下降 10.3%，两年平

均下降 5.3%，其中出口增长 20.5%，两年平均增长 9.8%；进口下降 27.3%，两年平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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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4 月，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12.3%，其中出口增长 24.3%，进口增长 2.7%。增长最

快的三个领域分别是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和保险服务，增幅分别为 49.3%、44.9%和 40%。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1-4 月，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14.9%，占比

达到 46.8%，提升 4.7 个百分点。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金融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金融服务、保险服务。然而，旅行服务进出口继续

下降。 

 

5. 刘鹤与美财政部长耶伦视频通话    正面 

6 月 2 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

鹤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双方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十分重要。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

尊重的态度，就宏观经济形势和多双边领域合作进行了广泛交流，对彼此关心的问题坦诚交

换了意见，愿意继续保持沟通。据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介绍，近期刘鹤副总理与戴琪大使和耶

伦财长的通话有三方面特点。一是，双方沟通开局顺畅。二是，求同存异是共识。三是，从

务实解决问题入手。 

 

6.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届贸易部长会议    正面 

6 月 5 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七届贸易部长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此前的 6

月 4 日，还召开了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与贸易部长对话会。会议发表了《APEC 贸易部长

联合声明》，以及《新冠疫苗供应链声明》和《促进抗疫关键物资流通有关服务业的声明》，

承诺 APEC 各方保持开放的贸易环境，不采取与世贸组织不相符的出口限制或禁止措施，确

保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得到安全、有效分配。呼吁积极采取贸易便利化措施，畅通疫苗和

相关产品的跨境流动。 

 

7. 港口拥堵、运价暴涨，外贸订单交付受影响    待观察 

受美国港口集装箱船舶的严重拥堵、前期苏伊士运河封锁造成港口拥堵、今年的旺季预

计比往年提前，再加上疫情原因集装箱在港无法装卸，集装箱周转不足等因素影响，世界集

装箱运价指数暴涨。据 Drewry 世界集装箱运价指数，本周世界 8 条主要航线的综合运价也

比上一周上涨 2%至 6257 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飙涨 293%，为 2011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其中，亚洲到欧洲的海运集装箱各大运价指数创下历史新纪录。 

国内海运集装箱运价指数上涨。去年下半年至今，由于出口需求旺盛、海外集装箱周转

效率下降，国内集装箱供应严重不足，一度出现“一柜难求”的局面。现如今，疫情带来的

盐田港港口服务几近瘫痪，华南地区海运拥堵，物流问题或将持续制约华南地区外贸市场，

不少海外船“转港”选择到上海、青岛、厦门的港口停靠卸货。根据上海航运交易所提供的

中国和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5.28 至 6.4 一周之内分别涨 3.4%和 117.31%。 

 

8. 印度新冠疫情严重，但股市屡创新高    待观察 

据当地媒体报道，新冠疫情导致印度 8 周内有 16 万人死亡，医院不堪重负。在去年的

封锁中，约有 1 亿印度人丢掉了工作，仅 4 月份就有超过 730 万人失业。作为世界上最大纺

织品出口国之一，从去年 4 月到今年 3 月，印度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较此前一年相比，下

滑了 12.99％。但与此同时 MSCI 印度指数年初至今已上涨超 14％，明显优于 MSCI 新兴市

场指数 6.5％的表现。不仅如此，印度本地股指 Nifty 50 更是创下了 15582.8 点的历史新高。

目前该背离现象已引起印度央行的高度关注。 

 

9. 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粮价上涨至近十年高点    负面 

6 月 3 日，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数据显示，5 月全球粮食价格指数升至 127.1

点，为 2011 年 9 月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5 月指数比 4 月上涨 4.8%，同比激增近 40%，

为连续第 12 个月走高。FAO 表示，受到供给中断与需求强劲的双重因素的推升，糖、植物

油及谷物的价格在 5 月创下最大涨幅。此外，FAO 还发布了 2021 年第一份全球谷物产量预



CEEM 

 

 
 

 

 

3 

CEEM 一周全球财经要闻：2021 年 05月 31日-2021 年 06月 06 日 

日 

 测，预估年产量将逼近 28.21 亿吨，比去年增加 1.9%，主因是玉米全年产量可能增长 3.7%；

FAO 并预估小麦今年产量将增 1.4%、大米将增加 1%。 

 

10. 国际劳工组织：2022 年全球失业人数超 2 亿    负面 

6 月 2 日，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1 年趋势》报告预计，

2022 年全球失业人数将达到 2.05 亿，远超 2019 年的 1.87 亿。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导致的

劳动力市场危机或将持续更久，2023 年前全球就业增长规模仍不足以弥补疫情造成的就业

损失。报告预计，今年全球劳动力市场就业需求与供给的差额将达 7500 万，明年或缩小至

2300 万。在全球疫情不恶化的前提下，全球就业或将在今年下半年加速复苏。鉴于疫苗获

取机会不均等、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支持财政刺激措施的能力有限等因素，全球就

业复苏将呈现不平衡态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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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07-6.4092，总体保持贬值。

CNY 与 CNH 交错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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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5-31 6.3682 6.3699 6.3607 6.3726 

2021-06-01 6.3572 6.3660 6.3759 6.3844 

2021-06-02 6.3773 6.3805 6.3872 6.3838 

2021-06-03 6.3811 6.3819 6.3932 6.3997 

2021-06-04 6.4072 6.4060 6.4092 6.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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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