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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月美国失业率下降，但非农就业增长不及预期    待观察 

美国 9 月失业率连续第五个月下滑，为 7.9%，略好于预期值 8.2%，前值为 8.4%。其他

就业数据显示，9 月平均时薪环比增长 0.1%，低于市场预期的增长 0.2%，前值为增长 0.4%；

9 月平均时薪同比增长 4.7%，低于市场预期的增长 4.8%，前值为增长 4.7%；9 月劳动力参

与率为 61.4%，同样低于市场预期的 62%，前值为 61.7%。此外，美国 9 月季调后非农就业

人口新增 66.1 万人，为 5 月就业复苏开始以来的最小增长，不及预期值 85 万，更不及修正

后前值 148.9 万人。就业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复苏速度放缓，永久性失业风险加大，就业形势

仍不容乐观。 

 

2. 欧元区 9 月份 CPI 初值同比下降 0.3%    待观察 

2 日公布的欧元区 9 月通胀数据继续走低,远不及预期。欧元 9 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HICP）同比下降 0.3%，连续第二个月同比负增长，且跌幅较 8 月同比下降 0.2%进一步扩

大，不及此前市场预期。上一次欧元区出现连续两个月增长还是在 2016 年年中。同时，当

月核心 HICP 同比涨幅也较上月明显收窄，不含能源、食品、烟酒的核心 CPI 同比上升 0.2%，

再次刷新了历史最低纪录，远不及市场预期的同比上升 0.4%。受油价大跌的影响，自 3 月

疫情爆发以来欧元区通胀水平加速回落。 

很显然，欧元区的通胀水平在疫情爆发后距离欧洲央行的目标越来越远。欧洲央行近期

频繁强调长期低通胀的严重危害，如果价格长期处于低位或全线下跌，这可能会诱使企业和

消费者推迟投资和消费，观望的态度会使经济增长放慢，价格进一步下行。欧元区的低通胀

意味着，欧洲央行货币政策需要进一步发力。然而在如何行动上，该央行内部并未达成一致。 

 

3. 欧洲央行：欧元区中期通胀率仍远低于目标水平    待观察 

欧洲中央银行 8 日公布的 9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尽管近期欧元升值影响通货膨胀

前景，但欧元区中期通胀率仍将持续处于较低水平，距离 2%的目标水平差距较大。 

纪要显示，欧洲央行将密切监控欧元对主要货币汇率、新冠疫情防控形势、英国“脱欧”

谈判进展、美国大选及相关财政措施等因素，以判断未来欧元区通胀率走势。纪要表示，欧

洲央行希望避免投资者认为当前欧元汇率走势是单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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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要还显示，欧洲央行理事会对正在实施的紧急购债计划存在分歧。部分理事会成员强

调，购债计划当前对抑制通胀率下行发挥的积极作用有限，为应对疫情影响，应充分使用计

划额度或推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但也有理事会成员表示，随着金融市场紧张局势缓和，可

降低每月购债规模。 

截至 9 月 4 日，欧洲 1.35 万亿欧元的紧急购债计划已经累计完成 5123 亿欧元的债券购

买。 

 

4. 日本制造业 PMI 连续 17 个月处于收缩区间    待观察 

日本 9 月制造业 PMI 报 47.7，前值 47.3，日本 9 月份制造业 PMI 录得连续第 17 个月处

于收缩区间。随着经济活动重启，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止跌回升，日银短观指数从上季

度的负 34 点升至负 27 点。石油煤炭、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均出

现两位数升幅，但依然分别处于负 13 点、负 61 点和负 15 点的低位水平。虽然大企业信心

有所回升，但指数依然为负值，显示多数企业信心不足。 

 

5. 商务部近日公布《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办事指南》和《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

工作机构名录》    正面 

9 月 30 日，《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办事指南》（以下简称《办事指南》）和《全

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构名录》在商务部网站和中国投资指南网上同步公布。《办事指

南》明确了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的受理范围、受理条件、协调处理方式与流程等，有

利于增加投诉工作的透明度，为投诉人办事提供便利；公布全国 31 个省级投诉工作机构名

录和联系方式，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分级负责、高效便利的投诉工作网络，方便外商投

资企业及时向所在地投诉工作机构反映问题，以更好地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打造优

良的营商环境。 

 

6. 8 月服务进、出口增速较 1-7 月下降    待观察 

1-8 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29896.2 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下降 16.3%（1-7 月

同比下降 15.2%）。其中，出口 12370 亿元，下降 2.2%（1-7 月下降 1.4%）；进口 17526.2

亿元，下降 24%（1-7 月下降 22.8%）。服务贸易逆差大幅减少。1-8 月，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50.6%至 5156.2 亿元，同比减少 5275.2 亿元。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显示出较强的抗冲击能力。

1-8 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各增长 8.5%。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知识产权使用费、电

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服务，分别增长 29.9%、15.8%、13.4%。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

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服务，分别增长 26.7%、25.3%、20.1%。旅行服务

受疫情影响较重。1-8 月，中国旅行服务进出口下降 45.8%，其中出口下降 42.5%，进口下

降 46.2%。剔除旅行服务，1-8 月中国服务进出口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7. 国务院通过新一批拟取消和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    正面 

8 月 26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研究提出了新一批取消下放的行政许可事

项。9 月 13 日国务院正式印发相关决定，《决定》主要内容包括取消 29 项行政许可事项，

下放 4 项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层级。此外，还有 20 项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将依照法

定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法律。其中，围绕扩大对外开放提出了拟取消或下放的 10

项行政许可事项建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简化市场准入程序，二是便利进出口业务，三

是给予外国人更多国民待遇。 

 

8. 南美感染人数持续增长，经济负面影响严重    负面 

截至当地时间 10 月 10 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新冠肺炎病例已经累计超过了 1000

万例，这一数字也让该地区成为全球受新冠病毒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其中巴西病例数累

计超过 508 万，占了该地区的一半。巴西 9 月的通货膨胀率达 0.64%，为 2003 年以来同月

最高值。 



CEEM 

 

 
 

 

 

3 

CEEM 一周全球财经要闻：2020 年 9 月 28日-2020 年 10 月 11日 

日 

 世界银行也在 9 日提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和健康情况将是全球因疫情受影响最

大的区域，同时预测该地区 2020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将下降 7.9%。 

 

9. 世行：今年亚太地区仅增长 0.9%    负面 

9 月 28 日，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形势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东

亚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造成了三重冲击：疫情本身、防控措施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危机带

来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报告预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今年将增长 0.9%，这将是 1967

年以来的最低增速；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 2%，比 6 月初预计的 1%上调 1 个百分点；该

地区除中国外的其他经济体今年将萎缩 3.5%。世界银行指出，若 2021 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

经济体的经济活动能恢复正常化，并且疫苗顺利问世，则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将变得更为

光明。报告预计 2021 年中国将增长 7.9%，该地区其他经济体将增长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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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