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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国际资本市场热点问题 

（一）全球外汇储备十年来首降 

4月 6日公布数据显示，全球央行外汇储备长达十年的持续激增

势头已接近尾声。今年 3 月全球外汇储备从 2014 年 8 月份创纪录水

平的 12.03万亿美元下降至 11.6万亿美元，止住了 2004年开始激增

4倍的势头。央行数据显示，中国的外汇储备由去年 6月份时的峰值

4万亿美元减少至 3.8万亿美元。过去一年，俄罗斯外汇储备下降 25%，

今年 3月份降至 361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显示， 2014

年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降至 2002年以来最低水平的 22%，

而美元比例则升至 5年高点 63%。 

（二）欧洲央行完成量化宽松实行后首月购债目标 

欧洲央行 4月 8日表示，该行已经完成了实行量化宽松首月 600

亿欧元的资产购买目标。欧洲央行 3月份购买了 474亿欧元的公共债

务，剩余的资金购买了担保债券和资产抵押债券。政府债券和超国家

债券的平均到期时间为 8.56 年。面对欧元区的通缩风险，欧洲央行

主席德拉基推出的量化宽松计划是该行到 2016 年 9 月有 1.1 万亿欧

元的资产购买额度。包括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在内的一些政策制定者

批评了量化宽松措施，称其毫无实行的必要，而斯洛伐克央行行长马

库赫却积极评价了量化宽松的早期正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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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卢布兑美元回升 俄罗斯央行称保留干预权利 

俄罗斯央行货币政策负责人德米特里耶夫 4月 8日表示，该央行

认为卢布汇率波动没有给金融稳定带来风险；卢布已经回升至去年

12 月底的水平。自 4 月以来，卢布兑美元上涨超过 8%。德米特里耶

夫重申，如果认为有必要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性，央行保留入市干预的

权利。2014 年，俄罗斯央行花费了数百亿美元支撑卢布汇率，使得

国家的外汇储备从一年以前的 5000亿美元减少到 3850亿美元。央行

最近一次干预是在 1月份。德米特里耶夫同时表示，年通货膨胀率将

从第二季度开始停止加速上升，3 月份出现的 16.9%的通胀率水平已

经接近最高水平。 

（四）欧元区 3月制造业 PMI创 10 个月高点 

数据编制机构 Markit4月 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 3月份制

造业活动较数据增长较快，主要是因为意大利、西班牙经济增长以及

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表现进一步增强所致。数据显示，欧元区

3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上修至 52.2，创 10个月高点，

高于初值 51.9。随着欧洲央行展开购债计划和推升通胀，加上欧元

贬值带动出口，欧元区经济增长动力逐渐增强。数据显示，德国 3月

制造业 PMI 终值升至 52.8，创去年 4 月以来最高水准；法国 3 月制

造业 PMI 终值升至 48.8，高于预期及初值表现；意大利和西班牙制

造业 PMI双双走高，分别升至 11个月高点 53.3和两个月高点 54.3；

希腊制造业萎缩步伐放缓，PMI升至三个月高点 48.9。 

（五）美国 3月就业增量大逊预期 

美国劳工部 4月 3日公布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美国今年 3

月非农就业新增职位仅 12.6 万，少于此前市场预期的 24.5 万，为

2013年 12月以来最低，失业率按月维持 5.5%。3月就业增长乏力导

致此前 12个月增量均超 20万的强劲涨势告终。此外，1月和 2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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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增量合共下调 6.9万，这表明整个 1季度的就业形势较早先的预

期疲软。数据公布后，美元闻讯大幅跳水，目前美国经济已感受到强

势美元和油价下跌带来的压力，3月疲软的就业报告可能推迟美联储

首次加息的时间。 

（六）德国 3月失业率跌至纪录低点 

德国联邦劳工局 3 月 31 日公布数据显示，德国 3 月季调后失业

率降至 6.4%，为两德统一以来的最低水平，失业人数下降 1.5 万，

降幅超出市场预期。受此影响，德国企业和投资者信心日益提升，也

为强劲的消费者支出提供支撑。对此，德国央行在 3月月度报告中称，

德国产出可能在第一季度“急速”增加。 

（七）英国 2014年 GDP创 8年来最大增幅 

英国国家统计局 3 月 31 日公布数据显示，消费者和出口商推动

英国经济创下 2008年以来连续扩张纪录。2014年四季度英国家庭支

出增长 0.6%，出口跳升 4.6%，为 2013年以来最大涨幅。具体数据显

示，英国 2014年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年率终值超预期增长 3%；

第四季度 GDP 季率终值超预期增长 0.6%。2014 年全年，英国 GDP 增

速修正为增长 2.8%，创 2006年以来最大增幅，目前 GDP较危机前峰

值高出 3.7%，初值为增长 2.6%。2014年全年，英国经常账户赤字 979

亿英镑，占 GDP的比重 5.5%，创 1948年来最高纪录。 

（八）瑞士成首个负利率出售十年期国债政府 

    晶报讯，虽然负利率国债在欧洲市场屡见不鲜，但瑞士成为有

史以来首个以负利率出售基准十年期国债的政府。现阶段，负利率国

债在欧洲政府债券市场占大约四分之一。投资者以负 0.055%的利率

购买 2025 年到期的瑞士国债，规模超过 2.3 亿瑞郎。欧元区通胀率

维持在负 0.1%。为应对通胀率下行，欧洲决策者降低利率并启动资

产购买项目。欧洲央行上月购买 525亿欧元政府债券，而这仅是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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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万亿欧元量化宽松计划的一部分。 

   （九）拉加德：全球经济面临长期低增长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警告，全球经济正面临陷入长期

低增长、沉重债务与高失业率的风险，因政策制订者未能采取适当措

施刺激产出。拉加德说，尽管全球增长速度与过去 30 年来的均值大

致持平，但这样的水平并不足以克服顽固的高失业率、沉重债务负担，

以及全球几个最大经济体的缓慢增长。她表示，该机构经济学家预期

美国和英国增长转强，欧元区的前景也获得改善。但他们下调许多主

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前景，其中包括中国、巴西与俄罗斯。 

（十）澳洲联储宣布维稳利率称进一步降息是合适之举 

汇通网 4月 7日讯，澳洲联储(RBA)4月 7日公布利率政策决议，

宣布维持指标利率在 2.25%不变。尽管会前市场对降息及维稳的预期

基本上是五五开，但在澳洲联储宣布维稳后，澳元兑美元仍刷新一周

半高点 0.7690。尽管宣布维稳，但一如众多投行预期，澳洲联储在

声明中透露出宽松倾向，称进一步降息是合适之举。 

（十一）匈牙利将在外汇储备中加入人民币债券  

匈牙利央行表示，将建立一个人民币债券组合，旨在分散其外汇

资产。匈牙利央行在声明中说，这项举措将分成几个步骤进行，且不

会对该央行的外汇储备造成实质性影响。截至 3月该国外汇储备总额

为 369.1亿欧元。该央行称，这项决定反映出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日

益上升的重要性，以及近几年来人民币在国际清算交易中的比重稳步

增长。愈来愈多投资将以人民币结算，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会随着

中国资本交易、汇率管控与利率政策的进一步放松而获得提升。匈牙

利和中国央行已签有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十二）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 41个  

据财政部 11 日消息，经现有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西班牙、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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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奥地利正式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财政部

国际财金合作司介绍，截至目前，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增至 41个，

包括中国、法国、德国、英国、奥地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

意大利、韩国、新西兰、新加坡、西班牙、瑞士、阿联酋和越南等。 

（十三）韩央行将韩国今年 GDP增长预期下调至 3.1% 

中新网 4 月 9 日电 韩国央行 9 日宣布，将今年韩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增长预期从 3.4%下调至 3.1%，将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预

期从 1.9%下调至 0.9%。李柱烈在当天的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结束后

出席记者会，就韩国央行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的原因表示，去年 GDP增

速不尽如人意，尤其是第四季度的增长停滞，拖累了全年的增长率。

他就下调物价涨幅预期的原因表示，这与今年第一季度的 CPI和国际

油价持续走低有关。 

（十四）日本央行行长：两年内实现 2%通胀目标保持不变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 4月 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日本经

济继续保持温和复苏的趋势且日本经济处于良性循环。从长期看，日

本整体通胀预期似乎在上升，在 2015/16 财年消费者通胀可能达到

2%。黑田东彦指出，物价趋势正稳步改善，反映出日本央行货币政策

正发挥预期效果。不过，只要有必要将继续执行 QE 以稳定实现物价

目标，同时将检视经济及物价的上下行风险，并在必要时调整政策。 

二、近期国内资本市场热点问题 

（一）3月贸易缩减至 181.6 预期 2500亿 

海关总署公布三月外贸数据显示，中国三月份进出口增速双双下

滑，按人民币计价，中国 3 月贸易量 181.6 亿人民币，预期 2500 亿

人民币，前值 3705亿人民币。其中，3月出口同比减少 14.6%，预期

增长 8.2%，前值增长48.9%；3月进口同比减少12.3%，预期减少 11.3%，

前值减少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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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开行等中国三大政策性银行改革方案正式获批 

中国政府网 4 月 12 日发布信息，由中国人民银行商有关单位提

出的中三大政策性银行改革方案已经正式获得批准。其中，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方案获批时间为 2014年 12月 8日，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

出口银行方案获批时间均为 2015年 3月 20日。方案中，国家开发银

行改革坚持要开发性金融机构定位，中国进出口银行改革要强化政策

性职能定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要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 

（三）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实质启动于 2016年完成 

中新社北京 3 月 31 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 31 日在北

京表示，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获得实质性启动，并将于 2016 年

完成。今年 2 月 APEC 第一次高官会期间，各方已一致通过《亚太自

贸区联合战略研究的指导性工作文件》，并正式成立由 21 个经济体

组成的联合战略研究小组，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已实质性启动。 

（四）中国与南非签署 300亿元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经国务院批准，2015年 4月 1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南非储备银

行签署了规模为 300 亿元人民币/540 亿南非兰特的双边本币互换协

议，旨在便利双边贸易和投资，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互换协议有效期

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五）中澳签 2000亿元货币互换协议加强以人民币结算。 

澳洲联储在官网上声明称，与中国央行签署了一项新的三年期货

币互换协议，规模为 400 亿澳元（2000 亿元人民币），这是继 2012

年两国央行首次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后的一次延续。澳洲联储与中

国央行首次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是在 2012 年，当时签署了 300 亿

澳元(约合 2000 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旨在促进中澳双方

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加强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 

（六）央行：一季度通过 MLF投放 37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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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季度，为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保证基础货币供给，中

国人民银行通过中期借贷便利向大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

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净投放中期基础货币 3700 亿元，中期借

贷便利期末余额 10145 亿元，期限均为 3 个月，利率均为 3.5%。中

国人民银行在提供中期借贷便利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

业和“三农”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七）3月 CPI同比上涨 1.4%高于预期 

国家统计局周五公布数据显示，3月 CPI同比上涨 1.4%、高于预

期，CPI 涨幅连续两个月处在“1”时代。2 月 CPI 同比上涨 1.4%。

此前多家机构预测，3月 CPI涨幅将略降至 1.3%左右。国家统计局城

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梅表示，3月份 CPI环比下降主要是受春节后价

格回调的影响：一是节后居民对部分鲜活食品需求减少；二是气候条

件转好，鲜菜价格下降较多；三是务工人员陆续返城，部分服务价格

出现回调。尽管 3月份 CPI环比有所下降，但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仍

有所上涨。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