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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经快讯 全球主要金融资产表现
 各期限美债收益率波动下跌

 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收益率利差多数收窄

 全球主要股指回报率多数收跌

 美元指数微跌，主要非美货币涨跌不一

 国际原油价格继续上涨

 黄金价格波动上涨，突破2,000美元/盎司关键
点位

主权国家评级动态
 标普下调乌克兰长期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CCC

 惠誉上调沙特阿拉伯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
级至A+

美国

 美国3月ISM非制造业指数显著降至三个月
新低

 美国3月非农就业人数新增23.6万，失业率
降至3.5%

欧盟

 欧元区3月制造业PMI终值略有上修，但仍
深陷衰退区间

新兴市场及其他国家

 新西兰央行连续第11次加息

 俄罗斯宣布每日减产50万桶石油至2023年底

日本

 日本政府任命植田和男出任央行行长



国际财经快讯

 联合点评：美国3月新增就业人数继续放缓，
进一步证明了企业用工需求降温的趋势。但
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数据依旧强劲，表明美
国劳动力市场的韧性依旧较强。美国劳动力
市场整体表现较好，支持美联储5月继续加息
25个基点以应对通胀。在非农就业报告公布
后，市场预计美联储5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
升至67%，暂不加息的概率降至33%，美联
储5月继续小幅加息的可能性走高，但同时也
增大了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

当地时间4月7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
3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新增23.6万人，低于
上月的31.1万人，为2020年12月以来的最
小增幅；失业率从上月的3.6%降至3.5%，
劳动参与率升至62.6%。

美国3月非农就业人数新增
23.6万，失业率降至3.5%

 联合点评：随着信贷条件收紧和利率居高不
下，美国服务业表现愈加疲软，消费行业的
新订单、就业和积压订单都在收缩。消费者
对居高不下的商品价格感到较大的压力，2月
美国的零售销售额已经环比下降。由于美国
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
70%，如果居民消费持续降温，将会对美国
经济复苏造成较大制约。

当地时间4月5日，ISM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3月ISM非制造业指数意外显著下降至三个
月新低，其中新订单扩张速度大幅疲软，新
出口订单创纪录暴跌，价格指数显著回落。
美国3月ISM非制造业指数51.2，大幅不及
预期的54.6，2月前值为55.1。

美国3月ISM非制造业指数显
著降至三个月新低



国际财经快讯

日本政府任命植田和男出
任央行行长

当地时间4月7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
决定，任命经济学者植田和男9日起出任
第32任日本央行行长，任期为5年。这是
日本央行10年来首次“易主”。

 联合点评：刚刚结束任期的日本央行前行
长黑田东彦是“安倍经济学”的拥护者，而新
任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即对货币宽松持
积极立场，同时也顾及到货币宽松的副作
用，属于“平衡派”，植田和男的上任或带动
日本货币政策逐步回归正常化。从短期看，
日本央行发生货币政策“急速转弯”的可能性
较低。从中长期看，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带
来了流动性陷阱、债券市场僵化、流动性
过剩以及资本外逃等问题，日本央行有回
归正常化的必要，预计“平衡派”植田和男将
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收紧货币政策。

欧元区3月制造业PMI终值略
有上修，但仍深陷衰退区间

当地时间4月3日，标准普尔公布数据显示，
欧元区3月制造业PMI终值(47.3)较初值
(47.1)略有上修，但仍深陷衰退区间。其中，
新订单连续第11个月萎缩；出口订单也再
次出现下降，呈现2022年年中以来最疲软
的状态。

 联合点评：受生活成本飙升以及欧洲央行
货币政策收紧的叠加影响，消费者信心低
迷，企业新增订单不足，欧元区制造业进
一步转向去库存。除非订单增长恢复，否
则未来几个月的生产将继续下降，欧洲部
分中小企业存在较大的破产风险。其中，
德国制造业PMI连续处于34个月以来的低点，
法国和意大利也纷纷处于荣枯线以下，欧
洲制造业整体表现较为疲软。



国际财经快讯

俄罗斯宣布每日减产50万
桶石油至2023年底

当地时间4月2日，俄罗斯政府副总理诺瓦
克发表声明称，俄罗斯将自愿每日减产50
万桶石油至2023年底。

 联合点评：考虑到美国和欧洲持续的银行
业危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以及能源政策
方面的不可预测，当前全球石油市场正在
经历高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时期。因此
俄罗斯政府决定，在2月份的石油平均开采
水平基础上，将石油日均减产50万桶的举
措延长至2023年底。俄罗斯石油减产与其
他OPEC石油生产国相呼应，尤其是在硅谷
银行破产等事件暴露海外银行业风险的情
形下，国际原油市场波动走高或进一步冲
击海外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联合点评：近期严重自然灾害将对新西兰
经济造成长期负面影响，再度推高商品价
格和通胀预期。央行严控通胀的目标不会
改变，因此选择继续加息。考虑到国际经
济形势总体趋弱，预计新西兰经济将继续
下行。目前，新西兰农牧业出口已经受到
国际需求减弱影响。新西兰经济自2022年
第四季度起已开始萎缩，预计2023年一季
度将继续下行，同时失业率将进一步走高。

当地时间4月5日，新西兰央行宣布加息50
个基点，将基准利率上调至5.25%。这是
新西兰央行自2021年10月以来连续第11
次加息，也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大幅加息50
个基点，使该国基准利率达到2008年以来
的最高点。

新西兰央行连续第11次
加息



各期限美债收益率波动下跌

资料来源：Wind, 联合资信整理

 前半周，受美国3月ISM非制造业指数

意外降至3个月新低的影响，市场对美

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预期有所增强，带

动各期限美债收益率下行；后半周，

美国就业数据表现良好，提振市场信

心，增强了美联储继续加息25个BP的

可能，带动各期限美债收益率走高。

整体看，本周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先跌

后升，整体以下跌为主。

 具体来看，本周1年期、5年期和10年

期美国国债平均收益率分别较上周下

跌了5.40个、20.40个和18.20个BP至

4.53%、3.43%和3.35%。

全球主要金融资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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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金融资产表现

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收益率利差多数收窄

资料来源：Wind, 联合资信整理

 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1年期较上

周走扩0.76个BP至-2.33%；5年期和10

年期分别较上周收窄18.89个和16.95个

BP至-0.75%和-0.51%。

 日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1年期、5

年期和10年期分别较上周收窄8.04个、

27.36个和29.28个BP至-4.63%、-3.26%

和-2.89%。

 欧元区公债与相应期限美债平均收益

率利差：1年期、5年期和10年期分别

较上周收窄12.72个、20.11个和15.45个

BP至-1.70%、-1.11%和-0.99%。

 英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5年期较上

周收窄14.71个至-0.11%，10年期平均

收益率利差由负转正至0.05%。

注：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4月10日早上10:00

指标名称 国家
本周平均

利差（%）
较上周均值
变化（BP）

今年以来
累计波动（BP）

中国：1Y -2.33 -0.76 22.58

日本：1Y -4.63 8.04 -2.20

欧元区：1Y -1.70 12.72 47.49

中国：5Y -0.75 18.89 50.82

日本：5Y -3.26 27.36 28.20

欧元区：5Y -1.11 20.11 43.71

英国：5Y -0.11 14.71 28.63

中国：10Y -0.51 16.95 42.36

日本：10Y -2.89 29.28 27.10

欧元区：10Y -0.99 15.45 35.48

英国：10Y 0.05 10.26 10.29

与10年期美国国债到

期收益率利差

与1年期美国国债到

期收益率利差

与5年期美国国债到

期收益率利差



全球主要金融资产表现

全球主要股指回报率多数收跌

资料来源：Wind, 联合资信整理

 虽然欧美银行业危机得到一定缓解，但

经济下行压力依旧显著，导致本周MSCI

全球指数微跌0.44%。

 本周，受美国就业数据强劲影响，市场

预期美联储或将在5月继续加息，导致标

普500指数回调，周内微跌0.47%。

 由于欧洲银行业风险得到一定缓解，再

加上欧元区20国的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

同比增幅降至7%以下，对股票市场起到

一定提振作用，MSCI欧洲股指成为本周

涨幅最大的主要股指，周内收涨0.64%。

 新兴市场国家股票指数受全球经济下行

压力影响，MSCI新兴市场股票指数本周

微跌0.21%

 本周，受日本央行换帅影响，市场预期

未来日本的货币政策或逐步转向，导致

日经225指数周内下跌2.38%，成为本周

跌幅最大的主要股指。

相应指标名称 周涨跌幅（%） 今年以来累计涨跌幅（%）

MSCI全球 -0.44 6.75

MSCI欧洲 0.64 9.58

MSCI新兴市场 -0.21 2.54

标普500指数 -0.47 7.34

日经225指数 -2.38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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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全球 MSCI欧洲 MSCI新兴市场 标普500指数 日经225指数

（%） 全球主要股市指数回报率走势



全球主要金融资产表现

美元指数微跌，主要非美货币涨跌不一

资料来源：Wind, 联合资信整理

 美国3月ISM非制造业指数表现不佳，导致

上半周美元指数连续下跌；下半周美国非农

就业出炉，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紧张，提高

了美联储在5月政策会议上再次加息的可能，

带动美元指数小幅回升，本周美元指数整体

微跌0.67%至101.9172。

 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截至周五，欧元兑美

元收于1.0907，周内累计微涨0.59%。

 英国获准加入CPTPP对其外贸形成一定支撑，

提振英镑表现，英镑兑美元周内上涨0.72%，

周五收于1.2418。

 日元央行换帅提振日元表现，截至周五，美

元兑日元收于 132.1595，周内累计收跌

0.94%。

 本周离、在岸人民币汇率表现稳定。截至周

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于6.8763，周

内微涨0.01%；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8754，周内累计下跌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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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指数K线图

货币 周涨跌幅（%） 今年以来累计涨跌幅（%）

欧元兑美元 0.59 2.27

英镑兑美元 0.72 3.08

美元兑日元 -0.94 1.04

美元兑离岸人民币 0.01 -0.69

美元兑在岸人民币 -0.07 -0.49



全球主要金融资产表现

国际原油价格继续上涨

资料来源：Wind, 联合资信整理

 本周，俄罗斯表态宣布每日减产50万桶

石油至2023年底，与上周的OPEC国家

石油减产形成呼应，引发全球原油市场

供不应求的预期，带动国际油价继续上

涨。

 截至本周五收盘，NYMEX原油价格收

于80.46美元 /桶，较上周末收盘上涨

6.29%；ICE布油价格收于84.94美元/桶，

较上周末收盘上涨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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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金融资产表现

黄金价格波动上涨，突破2,000美元/盎司关键点位

资料来源：Wind, 联合资信整理

 受美国3月ISM非制造业指数意外降至3

个月以来新低，以及欧元区3月制造业

PMI终值仍深陷衰退区间的影响，市场

预期欧美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衰退风险

走高，导致市场避险情绪回升，提振

黄金价格表现。

 截至周五， COMEX黄金价格收于

2,023.70美元 /盎司，周内累计上涨

1.69%，突破2,000美元/盎司关键点位。1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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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国家评级动态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国家 最新评级 评级展望 评级日期 上次评级
上次评级
展望

上次评级
日期

评级变动

标普（S&P）

乌克兰 CCC+/CCC 负面 2023/04/06 CCC+/CCC+ 稳定 2022/08/19 下调级别

马达加斯加 B-/B 稳定 2023/04/07 B-/B 稳定 2022/10/07 不变

穆迪（Moody’s）

阿尔巴尼亚 B1/B1 稳定 2023/04/07 B1/B1 稳定 2007/06/09 不变

惠誉（Fitch）

沙特阿拉伯 A+/A+ 稳定 2023/04/05 A/A 正面 2022/04/14 上调等级



主权国家评级动态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惠誉上调沙特阿拉伯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A+

4月5日，惠誉宣布上调沙特阿拉伯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A+，评级展望为“稳定”。惠誉认为，

沙特的财政以及外部资产负债表表现强劲，且通过自身改革降低了对石油的依赖，经济呈现多元化

发展。受益于2022年石油价格走高，沙特的外汇储备规模稳步增长，对外部风险的抵御能力较强。

此外，多元化经济结构改革初现成效，2022年非石油私人部门经济增长5.4%，预计2023年将继续保

持5%左右的增长，经济增长动力强劲。鉴于上述因素，惠誉上调沙特阿拉伯的信用等级。

标普下调乌克兰长期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CCC

4月6日，标普维持乌克兰长期本币主权信用等级为CCC+，将长期外币主权信用等级由CCC+下调至CCC，

评级展望为“负面”。标普表示，乌克兰政府宣布将重组其外币债务以恢复公共债务的可持续，这是近期

乌克兰与IMF达成为期4年价值156亿美元拓展基金机制安排的一部分。目前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

法国、德国以及日本在内的债权国已经同意延期债务偿付时间至2027年。标普预计，考虑到商业债权人

的诉求，乌克兰可能会在2024年进行债务重组，但鉴于目前俄乌冲突持续，外债偿付难度依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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