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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 1 月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双提升    正面 

美国 1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为 59.1，预期为 56.5，前值为 57.1，创 2012 年以来新

高。1 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初值为 57.5，预期为 53.6，前值为 54.8。 

 

2. 欧元区商业活动降至两个月低点    待观察 

周五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由于新冠疫情相关的封锁措施更加严格，1 月份欧元区商业

活动降至两个月低点。IHS Markit 最新公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欧洲经济在 1 月份活动大

幅下降，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综合调查得出的读数为 47.5，略低于预期，且明显低于

12 月份的 49.1。法国的表现差于预期，综合数字为 47，低于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期

49。德国以 50.8 的读数成功超过预期，但仍比上月的 52 有所下降。英国的表现最差，综合

数字为 40.6，甚至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45.5。 

 

3. 日本央行按兵不动，上调今明两年经济增速预期    待观察 

日本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及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目标不变，将 ETF 年买入量维持在 12 万

亿日元不变。日本央行表示，日本经济可能会遵循改善趋势，将在必要时采取更多行动；经

济面临风险，通胀前景倾向下行；以 7 票赞成对 1 票反对通过收益率曲线控制的决定。2020

财年 GDP 增速预期为-5.6%，此前为-5.5%；2021 财年 GDP 增速预期为 3.9%，此前为 3.6%；

2022 财年 GDP 增速预期为 1.8%，此前为 1.6%。 

 

4. 2020 年中国对外投资总体实现增长    正面 

根据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全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3%。其中，对

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0.4%；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同比下降 1.8%、完成营业额

同比下降 9.8%；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30.1 万人，12 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 62.3

万人。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二是流向租赁和

商务服务、批发零售、科学研究和专业技术服务、电力生产供应等领域的投资增长较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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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地方对外投资活跃，广东、上海、浙江位列前三。四是对外承包工程新签项目的八成集中

在基础设施领域。 

 

5. 2020 年“中国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正面 

2020 年中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 8.4%和 13.3%。其中，承

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首次超过千亿美元，带动服务出口提升 3.8 个百分点。从结构看，信

息技术外包和知识流程外包保持较快增长，2020 年离岸执行额分别增长 10.7%和 17.9%；数

字化程度较高的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业务离岸执行额同比增长 41%；知识密集的医药和

生物技术研发业务离岸执行额同比增长 25%。从市场看，美国、中国香港、欧盟前三大市场

合计占我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53.8%，分别增长 17%、5.7%和 5.8%。承接“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离岸外包执行额 1360.6 亿元，同比增长 8.9%。 

 

6. 2020 年中国利用外资增长 6.2%，规模创历史新高    正面 

2020 年，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全年实际使用外资逆势增长，

实现了引资总量、增长幅度、全球占比“三提升”。全年利用外资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引资规

模创历史新高。2020 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9999.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2%。二是引资

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 13.9%，占比 77.7%。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增长

11.4%，高技术服务业增长 28.5%，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商务服

务、信息服务分别增长 78.8%、52.7%、15.1%和 11.6%。三是主要来源地保持稳定。对华投

资前 15 位国家和地区，投资增长 6.4%，占比 98%，其中荷兰、英国分别增长 47.6%、30.7%。

东盟对华投资增长 0.7%。 

 

7. 巴西初创投资创新高，受益于利率新低    正面 

巴西创业和创新平台 Distrito 的数据显示，2020 年巴西初创企业共筹集资金 186 亿雷亚

尔，同比增长 17%，创历史新高。一项联合调查显示，2020 年巴西初创企业的投资者数量

同比增长 64%。投资基金经理雷纳托·瓦伦特表示，数字化业务的发展让投资者重拾信心。

利率下调和对政府政策的积极预期，刺激了巴西在初创领域的投资增长。为缓解疫情对经济

的冲击，2020 年巴西中央银行连续 5 次降息，将基准利率降至 2%，创 1999 年以来新低。 

 

8. 极端组织或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卷土重来    负面 

据路透社 1 月 21 日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露天市集发动两

场连续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造成至少 32 人死亡，超过 110 人受伤。这是近三年来，巴

格达发生的伤亡规模最大的恐怖袭击事件。多家媒体分析称，在 2020 年末，“伊斯兰国”已

经接连在叙利亚、伊拉克对军事和平民目标公然发动袭击，这将很有可能成为这一极端势力

卷土重来的“先兆”。 

 

9. 世界经济论坛：疫情加大全球发展差距    负面 

世界经济论坛（WEF）近日发布的《2021 年度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不

仅夺去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还拉大了全球长期存在的健康、经济和数字等领域的差距。

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预计将在未来 3 年至 5 年内阻碍

全球经济发展，未来 5 年至 10 年内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从未来 10 年的风险发生概率和

影响来看，环境风险仍是首要问题，社会分裂、不确定性和高度焦虑可能会进一步阻碍解决

环境持续退化所需的全球合作。报告根据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时间划分了 3 个风险等级。

现实风险（0 年至 2 年）包括传染病、就业危机、数字不平等和年轻人幻想破灭；中期风险

（3 年至 5 年）指世界经济和技术风险的连锁效应，包括资产泡沫破裂、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崩溃、价格动荡和债务危机；长期威胁（5 年至 10 年）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家

崩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不利”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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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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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43-6.4930，总体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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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1-18 6.4845 6.4793 6.4930 6.4954 

2021-01-19 6.4883 6.4899 6.4872 6.4813 

2021-01-20 6.4836 6.4760 6.4676 6.4624 

2021-01-21 6.4696 6.4560 6.4643 6.4650 

2021-01-22 6.4617 6.4680 6.4777 6.4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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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