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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主要经济数据及事件公布一览（4月 8 日 — 4 月 14日） 

 

国内重要数据及事件 

 

1.4月8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上

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广阔，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加快转变

发展方式，坚定不移奉行对外开放政策，继续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好的环境

和条件，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2.4月8日   商务部公布，2012年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77起，涉案金额大幅上升至277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369%。去年涉案金额如此之高的直接原因，

则是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的“双反”调查案件，金额高达204亿美元 

3.4月8日   中国将于4月10日启动人民币与澳元的直接交易，此前人民币只有对美元和

日元可以直接交易。人民币对澳元直接交易将有效降低中澳两国贸易结算

的汇兑成本，便利人民币和澳元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也意味着人民币的

国际化迈出重要一步 

4.4月9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3月份，CPI同比上涨2.1%，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约

为0.9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1.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7%，影响CPI同比上涨约0.88个百分点。当月CPI环比下降0.9% 

5.4月9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3月份，PPI同比下降1.9%，环比持平；工业生产者购进

价格同比下降2.0%，环比下降0.1%。一季度，PPI同比下降1.7%，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1.9% 

6.4月9日   评级机构惠誉将中国的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调降至A+，前景为稳定，

称由于影子银行活动升温导致的信贷迅速膨胀引发金融风险，经济中包含

各类“影子银行”活动的信贷总规模在2012年底可能已达GDP的198%，远

高于2008年底时的125% 

7.4月10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并逐步在全国推

行。自今年8月起，中国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

全国范围内推开，并将扩大行业试点，择机将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

纳入“营改增”试点 

8.4月10日  海关总署公布，3月出口同比增长10%，进口增长14.1%，贸易逆差8.8亿美

元（路透调查预估原本分别为出口增10.5%，进口增5.2%，顺差154亿美元） 

9.4月10日  央行公布，3月外汇占款增加2,954.26亿元，自上月的历史最高水平环比回

落57%，当月财政性存款增加243.11亿元，表明2月份市场因此增加的流动

性为2,711.15亿元 

10.4月11日 央行公布数据显示，3月末M2同比增长15.7%（市场预估14.6%）；当月新增

人民币贷款1.06万亿元（市场预估8500亿元）。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为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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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多2.27万亿元；其中3月社会融资规模为2.54万亿元，

与今年1月创下的历史单月新高持平 

11.4月11日 央行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44万亿美元，

与2012年末相比，一季度增加约1300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全年外汇储备增

幅。外商直接投资、贸易顺差和国际资本流入均是外汇储备增长的重要来

源，但国际资本加速流入可能是一季度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 

12.4月11日 央行本周公开市场净回笼170亿元，较上周的250亿元继续缩减 

13.4月11日 工信部公布今年19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涉及的行业与去年

相同，其中炼钢产能淘汰目标为781万吨，与去年目标基本持平。此外，计

划淘汰66.5万吨（去年70万吨）铜冶炼产能、263万吨（去年1000万吨）炼

铁产能和27.3万吨（去年27万吨）电解铝产能 

14.4月12日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发布的2013年一季度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为

95.2，比2012年四季度上升4.4点，保持了上季度出现的止跌回升势头，且

上升幅度有所加大 

15.4月12日 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4月底将召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表示，政府有

望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小城镇落户限制。 

16.4月12日 中证报称，一季度，全国铁路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加119.2亿元、增长28.0% 

17.4月12日 人民币兑美元即期周五再创新高，最高曾触及6.19元的整数关口 

17.4月12日 美国财政部报告表示，中国不符合汇率操纵国的定义，但是人民币对美元

币值仍然“大幅低估”，人民币仍有必要对美元进一步升值 

 

目录 

本周瑞达宏观视点 

国内宏观经济„„„„„„„„„„„„„„„„„„„„„3-7 

国际宏观经济„„„„„„„„„„„„„„„„„„„„„8-10 

附录一：国内主要经济数据„„„„„„„„„„„„„„„„„11 

附录二：国外主要经济数据„„„„„„„„„„„„„„„„„12-13 



 

 3 

本周瑞达宏观视点 

 

【国内宏观经济】 

 

一、食品价格下降影响 3 月份 CPI 同比涨幅回落 上半年通胀无忧 

 

2013 年 3 月份，全国 CPI 同比上涨 2.1%。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2.7%，非食品价格上涨

1.8%。2 月份，全国 CPI 环比下降 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2.9%，非食品价格上涨 0.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6.0%，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 0.88 个百分点。较上月对 CPI 的

影响降低 1.1 个百分点。在 3 月份 2.1%的 CPI 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约为 0.9

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 1.2 个百分点。2 月份，CPI 环比下降 0.9%，其中，食品价格环比

下降 2.9%，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99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梅认为： 

 

 一、3 月份鲜菜、蛋、肉禽和水产品等主要食品价格下降，是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环比下降较多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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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年春节前后的物价变动都带有明显的季节性，节日过后鲜活农产品价格通常都会

有明显的下降，今年也是一样。发布的数据显示，3 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下降 2.9%，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99 个百分点。其中，鲜菜、蛋、肉禽和水产品价格环比分别下降了 13.4%、6.7%、

4.7%和 4.5%，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1.03 个百分点，大于 0.9%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降幅。换句话说，如果剔除以上四项食品价格下降的影响，3 月份不包括上述四项食品

的 CPI 环比涨幅约为 0.13%。 

 

二、3 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总体上低于 2 月份，是影响 CPI 同比涨幅回落的主要原因。 

 

3 月份 CPI 同比涨幅回落较多，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今年 3 月份 CPI 环比下

降 0.9%，表明 3 月份的价格水平比 2 月份低了不少，从统计上来讲就是新涨价因素减少了。

另一方面，由于去年 3 月份 CPI 环比上涨了 0.2%，今年 3 月份 CPI 同比指数的对比基数比今

年 2 月份的对比基数高了，从统计上来讲就是翘尾因素减少了。发布的数据显示，在 3 月份

2.1%的 CPI 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约为 0.9 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 1.2

个百分点，和 2 月份相比，分别减少约 0.2 和 0.9 个百分点。由于两者合计减少约 1.1 个百

分点，因此 3 月份的 CPI 同比涨幅比 2 月份的 3.2%回落 1.1 个百分点。在 CPI 同比涨幅回落

的 1.1 个百分点中，新涨价因素减少的影响占 81.8%，超过八成。 

 

由此可见，3 月份主要食品价格低于春节所在的 2 月份、CPI 从 2 月份的高位回落是比较

正常的。未来几个月，气候条件更加有利于鲜活农产品的生产，预计居民消费价格将保持相

对稳定。 

 

二、工业活动偏弱 PPI 降幅意外扩大 

 

2013 年 3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 1.9%，环比持平。工业生产

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2.0%，环比下降 0.1%。一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

1.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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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降 2.7%，影响 PPI 下降约 2.00 个百分点。

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0.5%，影响 PPI 上涨约 0.12 个百分点。据测算，在 3 月份-1.9%的 PPI

同比降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因素约为-2.3 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 0.4 个百分点。工

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同比下降 5.0%，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下降

3.7%，燃料动力类价格下降 3.2%，农副产品类价格上涨 1.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环比持平，生活资料价格下降 0.1%。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中，燃料动力类价格上涨 0.5%，木材及纸浆类价格上涨 0.4%，黑色金属材料类



 

 6 

和纺织原料类价格均上涨 0.1%，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下降 1.1%，农副产品类价格下降

0.6%。 

 

整体来看，生产资料价格保持稳定，但同比出现回落，预计这种回落只是暂时的，随着

经济复苏的稳步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将继续回升，年末将达到同比增速零的增幅。 

 

三、进口增速强势反弹 三月份意外现贸易逆差 

 

海关总署公布，3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2.29 万亿元人民币（折合 3652.6 亿美元），扣

除汇率因素，增长 12.1%。其中出口 1.14 万亿元人民币（折合 1821.9 亿美元），增长 10%（路

透预估值 10.5%）；进口 1.15 万亿元人民币（折合 1830.7 亿美元），增长 14.1%（路透预估

值 5.2%）；贸易逆差 61 亿元人民币（折合 8.8 亿美元）（路透预估值 154 亿美元），去年同

期为贸易顺差 51.8 亿美元。经季节调整后，中国 2 月出口增长 20.6%，进口增长 6.5%。 

 

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6.12 万亿元人民币（折合 9746.7 亿美元），扣除

汇率因素同比增长 13.4%。其中出口 3.2 万亿元人民币（折合 5088.7 亿美元），增长 18.4%；

进口 2.92 万亿元人民币（折合 4658 亿美元），增长 8.4%；贸易顺差 2705 亿元人民币（折合

430.7 亿美元），去年同期贸易顺差仅 2.1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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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中，我与美国、东盟增势良好。一季度，中欧双边贸易总值

1244.1 亿美元，下降 1.9%，较今年前两个月的增速下行 5.1 个百分点；中日双边贸易总值为

708.7 亿美元，下降 10.7%，较今年前两个月的增速下行 2.5 个百分点；一季度，与美国、东

盟双边贸易总值为分别 1182.4 亿美元和 1002.6 亿美元，增速分别为 10.8%和 15.5%，较今年

前两个月的增速分别下行 4 个和 6.5 个百分点；此外，一季度，内地对香港双边贸易 1098.8

亿美元，增长 71.2%，较今年前两个月的增速加快 12.5 个百分点。从外围环境来看，美国延

续温和复苏、日本仍存在不确定、欧元区呈现出底部企稳迹象，因而预计我国对美出口相对

强劲、对欧出口逐步改善、对日政治因素主导将继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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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平稳增长。海关统计显示，一季度，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2985.4 亿美元，增长 18.1%（今年前两个月增速为 20.1%），占我外贸出

口总值的 58.7%（今年前两个月占比为 57.5%）。同期，服装、纺织品、鞋类、家具、塑料制

品、箱包和玩具等 7 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 970 亿美元，增长 21.8%（今年前两个月增

速为 40.3%），占我外贸出口总值的 19.1%。此外，钢材出口 1443 万吨，增加 18.8%；汽车

22 万辆，增加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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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口商品中，部分能源和资源性产品进口量减少。一季度，我国进口铁矿砂 1.9 亿吨，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进口均价为每吨 130.1 美元，下跌 6.3%；原油 6897 万吨，减少 2.3%，

进口均价为每吨 805 美元，下跌 2.5%；大豆 1149 万吨，减少 13.4%，进口均价为每吨 622.5

美元，上涨 18%；成品油 1043 万吨，减少 3.4%，进口均价为每吨 776.9 美元，下跌 8.6%；同

期，机电产品进口 1989.5 亿美元，增长 14.5%；其中汽车 21.6 万辆，减少 26.6%。 

 

四、社会融资规模和人民币信贷放量 货币增速反弹 

 

央行初步数据统计，2013 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为 6.16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2.27 万

亿元。3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为 2.54 万亿元，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多 1.48 万亿元和 6739 亿

元。其中，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06 万亿元，同比多增 515 亿元。从结构来看，当月新增信

托和委托贷款继续维持高速增长。 

 

3 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06 万亿元；人民币存款增加 4.22 万亿元。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

加 2.76 万亿元，同比多增 2949 亿元；人民币存款增加 6.11 万亿元，同比多增 2.35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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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新增贷款较 2 月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仅比 1 月份的近三年高点少 121 亿元。非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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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及其他部门新增贷款仍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数据显示，3 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

款增加 6820 亿元，比 1 月的 5986 亿元增加近 900 亿元，比 2 月多增 1800 亿元。其中，在 1

月份，短期贷款增加 2935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3098 亿元。到了 2 月，短期贷款增加 1814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2826 亿元。3 月，短期贷款增加 2907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2530 亿

元。中长期贷款创下与 1 月相近的增速，也保持了近几个以来迅猛的增长势头。中长期贷款

增速稳定跟基建和房地产复苏都有关系。 

 

3月份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 至 3月分别新增 4631亿、1825亿和 6196

亿元，中长期贷款保持稳定，1 至 3 月分别新增 5781 亿、4209 亿和 4248 亿元，中长期贷款

较去年月度均值 2400 亿元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3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0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末高 0.5

个和 1.9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 31.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

末高 2.4 个和 5.4 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 5.5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4%。一季度净投

放现金 106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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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 月相比，3月 M0 增速小幅回落，M1 和 M2 同比增速继续回升，受贷款增速大幅上行、

外汇占款继续保持高位、公开市场温和回笼资金等因素的综合影响，3 月 M2 增速再次上行。

总体货币增速符合预期。 

 

五、2 月新增外汇占款正常回落 公开市场温和回笼资金 

 

央行数据显示，2 月末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为 268,324.33 亿元人民币，当月外汇占款

增加 2,954.26 亿元，自上月 6836.59 亿元的历史最高水平环比回落 57%。2 月末财政性存款

余额为 27,968.20 亿元，当月增加 243.11 亿元。上述两项数据表明，2 月份市场因此增加的

流动性为 2,711.1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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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预计 2 月外汇占款增长仍然主要来自短期资本流入，一是私人部门结售汇意愿变化；二

是国内经济回暖推动流动性需求回升；三是投资带动短期热钱流入。 

 

春节过后，央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八周回笼资金 1.12 万亿元，2 月 18 日至 4 月 14 日，

连续八周周回笼的资金数量分别是 9100 亿、50 亿、50 亿、440 亿、470 亿、570 亿、250 亿、

和 170 亿元。进入 4 月后，央行公开市场资金回笼力度有所减轻，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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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稳定的水平，目前资金环境并不紧张，流动性总体偏中性。整体看，在稳健政策思路

下，资金紧张程度弱于往年。 

 

从通胀来看，3 月的 CPI 降至 2.1%，上半年也不存在通胀压力。此外，2 月新增外汇占款

减少至 2954 亿。从通胀压力和热钱流入趋势来看，预计货币政策不会马上收紧，央行仍将继

续在公开市场开展正回购，温和回笼资金。 

 

国内宏观（4 月 15 日—4 月 21 日）财经日历 

 

4 月 15 日  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房地产投资和销售

情况、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 月份数据及一季度数据、2013 年一季

度 GDP 增速 

4 月 16 日  国家统计局：季度累计主要行业增加值 

4 月 18 日  国家统计局：3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月度报告



 

 12 

【国际宏观经济】 

 

美国经济 

 就业市场稳步复苏 4月6日当周经季节调整后初请失业金人数减少4.2万人至34.6万人，

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降幅为 11 月中旬以来最大。同时，4月 6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四周均

值增加 0.3 万人，至 35.8 万人，前值修正为 35.5 万人，初值为 35.425 万人。上周初请失业

金人数降幅为 11 月中旬以来最大，降幅大于预期，减轻了对于就业市场形势可能明显恶化的

担忧。稍早公布数据显示 3 月非农就业增长疲弱。但该数据下滑的主要原因，可能与复活节

及学校春假来临的时间有关，这种季节性数据扭曲现象可能在未来几周继续存在。尽管如此，

申请失业金人数目前降至今年区间的低端，表明就业市场仍在稳步复苏。 

图表 1：美国首申失业金人数 

 

 

数据来源：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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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储内部鹰鸽之分 明确的立场分野依然存在在美联储这两大核心任务上，鹰派反对通

胀，而鸽派成员更担心就业疲弱，更担忧经济增长。具体在量化宽松(QE)政策上，鹰派则是

主张尽快缩小 QE 规模或干脆停止 QE，更有甚者，激进鹰派成员主张美联储应该通过加息来抑

制因超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未来可能面临的通胀风险。鸽派则是“以目前美国经济复苏缓

慢，尽管经济数据表现良好，但就业形势依旧无明显改善，回升基础并不稳固且通胀水平较

低可控”为由主张维持现有 QE 规模和低利率水平至少至 2014 年，当然，这些委员因所处地

区不同，在对待同一问题也会有相应的区别，由此也产生了一些中间派，在某些时段，其立

场可能会更倾向其中一方。通常来说，鹰派比鸽派的态度更激烈。根据美联储的运营规则，

七名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自动成为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常任委员，再加上纽约联储主席，这八

名成员在一段时间内是固定的，除非某位委员任期到期，否则在任期内，其都具有委员资格，

这八名成员包括主席伯南克和副主席耶伦在内，鸽派成员占据大多数。从目前情势上看，因

为去年出现了年初美国经济复苏较好，年中却因糟糕就业数据使得美联储在下半年推出 QE3，

而 2013 同样是在年初三个月美国经济数据良好，特别是非农就业数据靓丽，如果四五月份数

据重蹈去年覆辙，不排除目前观望的成员倒向鸽派阵营，缓解伯南克所面临的内部压力。 

欧元区经济 

 财长会议传利好 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卢姆１２日在都柏林宣布，欧元区财长当天同意

将给予爱尔兰和葡萄牙的救助贷款偿还期延长７年，以帮助两国重返国际市场获得融资。与

会部长们就国际债权人对爱尔兰救助方案的第九次评估进行了讨论，认为爱尔兰是经济调整

方案取得成功的“活生生的例子”。 但葡萄牙的局面更加艰难，预计葡萄牙经济今年会继续

收缩。此外，该国宪法法庭最近驳回了一些政府提议的紧缩措施，而这些措施是满足救助计

划所需要的。政府正在起草新的减支措施，来替代被法庭否决的方案。此外，周五的会议批

准了有关塞浦路斯的救助方案。 

 欧元区经济分化，欧洲央行陷两难 欧洲央行(ECB)此前一直以维持“物价稳定”为唯一

的正式政策治理目标，而在实际政策操作中，欧洲央行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德国央行强

硬立场的影响，将更多精力放在遏制通胀这方面，而对于通缩的防范则相对不足。相比起法

德等欧元区核心国家，欧元区周边“欧猪”国家的通胀率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在严

厉的财政紧缩措施影响下，希腊在今年 3 月份出现了 45 年来首度通货紧缩。而在葡萄牙和西

班牙，整体通胀率也分别仅有 0.5%和 0.7%.鉴于欧元区周边国家纷纷面临经济衰退，失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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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的困境，同时政府还为了摆脱债务危机而采取了强力财政紧缩措施，这些国家的通胀率降

至接近于零的水平并不意外。事实上，即使在法国这样的欧元区核心国家，高失业和财政紧

缩的双重影响也已将其通胀年率压低到了 1.1%。由德国主导的欧洲央行之所以在通胀问题上

保持相对强硬，主要还是因为德国人自己的心结。历史上，德国曾在一战结束后陷入了天文

数字般的恶性通胀，由此引发的经济长期混乱的后果最终导致纳粹党趁机上位，酿成生灵涂

炭的恶果。但如果“欧猪”国家继续被迫执行财政紧缩措施，那么全面通缩的压力料还将进

一步加大。但在德国人的“通胀恐惧症”没有完全治好之前，欧洲央行难以有新举措。 

 

下周国际方面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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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国内主要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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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财汇资讯、瑞达期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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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国外主要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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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业 PMI 及分项数据 

 

 

欧元区 CPI&核心 CPI 

 

ZEW 欧元区景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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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69 号东山广场                  广东省汕头市金砂中路 86 号友谊国际大厦 

 

成都营业部                                         上海营业部 

四川省成都市顺城大街 229 号顺城大厦 6 楼             上海市延安西路 728 号华敏翰尊国际大厦 18 楼 

 

柳州营业部                                         长沙营业部 

广西省柳州市景行路 23 号方东大厦 6 楼                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北路 298 号汇富中心 10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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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营业部                                         杭州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300 号长发中心 A 栋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太和广场 8 号楼 

 

贵阳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中路 152 号驰宇大厦 23 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