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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三季度 GDP 增速终值修正为 33.4%    待观察 

美国 GDP 年化季环比增速的终值为 33.4%，为 1947 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增速，高于市场

预期增速 33.1%，10 月公布的增速初值和上月公布的修正后增速也均为 33.1%。相比上月的

修正值，具体分项调整如下：个人消费对 GDP 增速的贡献从上月修正后的 25.22%升至

25.44%，初值为 25.27%；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比例终值从修正后的 5.23%升至 5.39%，初值

为 4.96%；私人库存的贡献比例终值为 6.57%，高于初值的 6.62%和修正值 6.55%；出口对

GDP 的贡献从 4.95%降至 4.89%，进口的拖累从-8.12%升至-8.10%；政府消费支出影响终值

为-0.75%，修正值-0.76%。 

 

2. 欧盟与英国达成脱欧后贸易协议    待观察 

历经 9 个多月拉锯谈判，欧盟与英国在 12 月 24 日终于“破局”，宣布达成“脱欧”贸易协

议，英国得以避免在明年 1 月 1 日“硬脱欧”。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公告，协议核心为一份

“欧英自由贸易协定”，覆盖欧英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竞争、禁止国家援助、税收、交通、

能源、渔业乃至数据保护、社保协调等方方面面。 

协议明确，明年 1 月 1 日后，双方将对适用原产地规则的所有商品实行零关税和零配额；

对于一度成为谈判“瓶颈”的渔业问题，双方将就共同管理欧英水域渔业资源制定新框架，兼

顾彼此渔业和渔民的利益。在交通领域，协议指英国正式“脱欧”后英国企业将失去欧盟单一

市场的准入资格，但双方将确保航空、公路、铁路及海运通道的畅通；在能源领域，协议称

双方将构建能源交易和互联互通新模式，不过未给出更多细节。 

按照欧盟议事程序，“脱欧”贸易协议其后要交由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审议，然而由

于欧英在最后时刻才达成协议，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几无可能在明年1月1日前完成审议，

欧盟委员会在公告中称“基于特殊情况”，建议从明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临时落实这一协

议，一边等待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批准，一边确保英国不会“硬脱欧”。 

 

3. IMF 警告欧元区复苏可能比预期更慢，或需要更多刺激措施    待观察 

类别 新闻标题 对华经济影响 

发达国家 

美国三季度 GDP 增速终值修正为 33.4%  待观察 

欧盟与英国达成脱欧后贸易协议 待观察 

IMF 警告欧元区复苏可能比预期更慢，或需要更多刺激措施 待观察 

日本 12 月东京核心 CPI 创十年来最大降幅 待观察 

新兴市场 

美商务部将 58 家中国机构列入“军事最终用户清单”  负面 

中国和乌克兰宣布启动贸易自由化安排联合可行性研究 正面 

英美主要港口拥堵，亚洲港口空集装箱短缺 待观察 

东非或将成为非洲疫后经济复苏最快的地区  待观察 

越南 2020 年 GDP 概算增长 2.91%，相较去年减半 待观察 

世行：中国经济复苏步伐快于预期但尚不平衡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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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由于新冠疫情复发席卷欧洲大陆，欧元区 2021 年的

经济复苏力度有弱于先前预期的风险，因此可能需要更多刺激措施。IMF 表示，进入新的一

年，经济面临的风险仍然偏向于下行，反弹的时机取决于新冠疫苗的推出速度和有效程度。

另外，各个国家和欧盟层面前所未有的政策反应帮助缓解了危机的影响。 

IMF 在与欧元区成员国就其共同政策进行会谈后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表示：“除非未来几

个月大流行病的动态发生重大变化，否则经济活动的复苏将比预期的要缓慢。” 进一步的财

政支持将是有必要的，各国政府应“探索方案来强化当前的财政规则”。目前而言，IMF 维持

了其对有 19 个成员国的欧元区今年经济萎缩 8.3%、明年增长 5.2%的预期。 

 

4. 日本 12 月东京核心 CPI 创十年来最大降幅    待观察 

日本 12 月东京 CPI 同比降 1.3%，预期降 0.8%，前值修正为降 0.8%。日本 12 月东京核

心 CPI 同比降 0.9%，为 2010 年 9 月以来最大降幅，预期降 0.8%，前值降 0.7%。 

 

5. 美商务部将 58 家中国机构列入“军事最终用户清单”    负面 

美国商务部 12 月 22 日公布首份“军事最终用户清单”，将逾百家中国（58 家）和俄罗

斯（45 家）企业列入“军事最终用户”清单。与 11 月路透社披露的草案比对，商务部公布的

名单比当时草案少了 14 家。其中，中国企业的数量减少了 31 家，俄罗斯企业的数量增加了

17 家。此外，中国商用飞机公司、艾睿电子公司的香港子公司以及 TTI 公司旗下的香港子

公司未出现在最终名单上。任何实体向上述企业出售最终用于军事目的的物品前需要获得许

可。 

 

6. 中国和乌克兰宣布启动贸易自由化安排联合可行性研究    正面 

12 月 23 日，中国和乌克兰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期间，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战

略伙伴关系、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进行了广泛、深入、高效的讨论，在经贸、农业、航天、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达成一系列重要成果和共识。中国和乌克兰签署《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务部与乌克兰经济发展、贸易和农业部关于启动贸易自由化安排联合可行性研究的

联合声明》。这将有助于推动中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深入发展。 

 

7. 英美主要港口拥堵，亚洲港口空集装箱短缺    待观察 

据港口承运商表示，由于英美主要港口的大拥堵，大量集装箱被滞留在这些港口，这已

经影响到了全球的集装箱周转，其中亚洲港口的空集装箱短缺情况十分严重，以至于承运人

有时难以保证能够在亚洲装货港装载货物。尽管承运商们已尽一切努力将空集装箱从美国发

往亚洲，但仍旧无法改变亚洲集装箱短缺严重的现实，尤其是在中国的厦门、宁波和上海的

港口，以至于一些船只无法满载离开亚洲。 

近几个月来，往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的船只数量几乎翻了一倍，附近海域船载量严重拥堵，

导致全美以北方向航线大面积延误。当地港航局的官员表示，年末消费者增多、圣诞节新年

等假期临近、各单位库存备货等因素共同影响下货运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增。有分析人士

认为，新冠疫情也促成了集装箱港口的繁荣。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限制，消费者无法把钱花

在服务上，而开始花钱购买商品，导致了这种意想不到的增长。 

 

8. 东非或将成为非洲疫后经济复苏最快的地区    待观察     

《东非人报》12 月 21 日报道，东非或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复苏最快地区，2021

年东非地区国家经济平均增速预计将达 5.1%，将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3.2%的平均增速。

大宗商品价格走高、旅游业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恢复均将有利于非洲地区经济复苏。但受疫情

冲击影响，非洲国家财政不平衡问题将更为严重；由于政府开支增加，而旅游业、自然资源

产业收益和税收收入的下降，将导致很多非洲国家公共债务上升至不可持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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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越南 2020 年 GDP 概算增长 2.91%，相较去年减半    待观察 

12 月 14 日，中国和白俄罗斯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期间，双方通过视频方式正

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白俄罗斯共和国经济部关于启动<中国与白俄罗斯服务贸

易与投资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下一步，双方将围绕相关议题开展谈判，以期达成全面、

高水平、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一致的协定。双方还签署了会议纪要和关于在委员会框架内

成立海关检验检疫合作分委会的议定书等合作文件。 

 

10. 世行：中国经济复苏步伐快于预期但尚不平衡    正面 

12 月 23 日，世界银行（世行）发布 2020 年 12 月期《中国经济简报：从复苏走向再平

衡》称，得益于有效的疫情防控策略、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旺盛的出口，中国的经济活动在

2020 年一季度急剧下滑之后，已经以快于预期的速度正常化。报告预测中国 2020 年经济增

速放缓至 2%，2021 年，随着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增强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改善，经济活动扩

大到私人投资和消费，增速将回升至 7.9%。不过，世行也认为存在对中国经济复苏不利的

方面，这包括预计全球环境将继续充满挑战且高度不确定，与主要贸易伙伴围绕贸易和技术

问题的双边关系持续紧张将对持续复苏构成风险，特别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随后的

复苏导致外部失衡问题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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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41-6.5494，总体保持升值。

CNY 高于 CN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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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21 6.5507 6.5480 6.5494 6.5352 

2020-12-22 6.5387 6.5469 6.5480 6.5400 

2020-12-23 6.5558 6.5496 6.5378 6.5328 

2020-12-24 6.5361 6.5350 6.5320 6.5189 

2020-12-25 6.5333 6.5313 6.5241 6.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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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