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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经快讯 全球主要金融资产表现

美国

 美国5月CPI同比上涨4%

 美联储6月决定维持当前联邦基准利率不变

欧盟

 欧洲央行决定再次加息25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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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收益率利差多数走扩

 全球股票市场回报率集体收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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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原油价格止跌反弹

 国际黄金价格有所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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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兰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

 斯里兰卡第一季度经济萎缩11.5%

主权国家评级动态

 惠誉和标普纷纷上调阿根廷主权信用等级

 标普上调巴西评级展望至“正面”

日本

 日本连续22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国际财经快讯

美国5月CPI同比上涨4%

当地时间6月13日，美国劳工部发布数据显
示，美国5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
涨4.0%，环比上涨0.1%。这是美国CPI数
据自2021年3月以来的最小同比涨幅。剔除
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5月核
心CPI同比涨幅为5.3%，环比涨幅则连续第
三个月保持在0.4%。

 联合点评：数据显示，美国5月物价上涨的
主要推动因素来自二手车价格和住房价格
的上涨，能源价格的下跌则部分抵消了美
国5月的通胀压力。5月美国CPI数据为美联
储的决策提供了调整空间，尽管美国通胀
数据仍然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但CPI

降温的速度足以让美联储的加息节奏得到
“喘息”。

美联储6月决定维持当前联邦
基准利率不变

当地时间6月15日，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
员会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为实现充分就
业与2%的长期通胀率，美联储决定维持当
前联邦基准利率5%-5.25%的目标区间不变。

 联合点评：美联储此次“按兵不动”符合市场
普遍预期，因为会前芝加哥商交所利率期
货隐含不加息概率达到94%。支撑理由则主
要是5月美国CPI数据降至2021年3月以来新
低。美联储官员对2023年底的联邦基准利
率中值预测从3月的5.1%抬升至5.6%，预示
下半年或还有两次25基点的加息，超出市
场预期。在18名美联储官员中，有12人支
持年内至少加息两次至5.5%以上，其中3人
预测加息三次至5.75%以上。预计6月“跳过”
加息后，美联储年内或再两度加息25个基
点。



国际财经快讯

日本连续22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当地时间6月15日，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初
步统计结果显示，日本5月贸易逆差为大
约1.37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35日元），
同比下降42%。这是日本连续22个月出现
贸易逆差。

 联合点评：日本长期贸易逆差主要是受两
重因素的影响：一是国际商品进入涨价周
期，日本依赖对外大宗商品进口，受俄乌
冲突以及全球供应链趋紧的影响，日本进
口额远超出口额；二是日本央行逆周期调
节货币政策加剧日元贬值，进口价格飙升
叠加日元贬值，导致日本贸易逆差屡创新
高。随着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回落，日本贸
易逆差呈现出逐渐缩小态势。但由于海外
需求低迷，短期内日本出口仍将承压，贸
易逆差预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欧洲央行决定再次加息25个基
点

当地时间6月15日，欧洲中央银行15日召
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
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自去年7月开启加
息进程以来，欧洲央行已连续八次加息，
共计加息400个基点。

 联合点评：虽然欧元区通胀率已呈现下降
趋势，但预计仍将在长时间内维持在过高
的水平，特别是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
格的核心通胀率高于此前预期，因此欧洲
央行继续采取加息举措。但考虑到欧洲地
缘政治冲突持续、通胀居高不下以及欧央
行强势加息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欧元区经
济增长将受到明显遏制，预计2023年欧元
其经济增速将有所下降。



国际财经快讯

斯里兰卡第一季度经济萎缩
11.5%

当地时间6月16日，斯里兰卡政府公布的
官方数据显示，斯里兰卡国内生产总值
(GDP)在2023年第一季度萎缩11.5%，该
国仍处于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中。

 联合点评：2022年以来，俄乌战争冲突带
动油气和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于
依赖资源进口以及本身外汇储备匮乏的斯
里兰卡造成致命打击，斯里兰卡面临民众
抗议动乱、生活物资短缺、通货膨胀高企、
本币大幅贬值以及外汇储备严重匮乏等问
题。2022年斯里兰卡的外汇储备创下历史
新低，使该国陷入自1948年独立以来最严
重的金融危机。2023年一季度斯里兰卡经
济萎缩，主要是由高通胀和高利率、零部
件成本上升、进口限制和服装出口收入下
降等因素所致。

 联合点评：2023年初，新西兰全境连续
遭遇恶劣自然灾害，对基础产业、运输
业和制造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对农业
产量的负面影响也将长期存在。新西兰
食品价格上涨幅度仍处在历史高位，而
代表投资风向标的房地产市场则自2021

年高点以来持续下跌，因此今年一季度
新西兰超过一半的行业负增长，经济已
经陷入技术性衰退。

当地时间6月15日，新西兰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该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下降0.1%，为连续两个季度负增
长，这表明新西兰经济已陷入技术性衰退。

新西兰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



各期限美债收益率波动收涨

资料来源：Wind, 联合资信整理

 本周，各期限美债收益率波动收涨。美

国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后，美国财政部需

要在短期内大量发行政府债券以填补国

库空虚，美国国债供给增大会压低美国

国债价格，同时带动美债收益率走高；

周中，美国5月CPI数据好于市场预期且

美联储“按兵不动”暂停加息，导致美债

收益率有所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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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周分别上涨了

6.80个、9.40个和4.60个BP至5.23%、

3.97%和3.78%。

全球主要金融资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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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曲线

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1年 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5年 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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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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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期和10年期分别较上周走扩10.94个、

11.25个和8.37个BP至-3.37%、-1.55%

和-1.13%。

 日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1年期、5

年期和10年期分别较上周走扩7.20个、

9.88个和5.20个BP至-5.37%、-3.88%和

和-3.34%。

 欧元区公债与相应期限美债平均收益

率利差：1年期较上周收窄0.67个BP至

-2.00%，5年期和10年期分别较上周走

扩2.35个和1.84个BP至-1.46%和-1.27%。

 英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5年期和10

年期分别较上周走扩9.33个和6.82个

BP至0.52%和0.61%。
注：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6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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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10.94 -75.03

日本：1Y -5.37 -7.20 -67.40

欧元区：1Y -2.00 0.67 24.44

中国：5Y -1.55 -11.25 -22.55

日本：5Y -3.88 -9.88 -29.30

欧元区：5Y -1.49 -2.35 18.65

英国：5Y 0.52 9.33 82.84

中国：10Y -1.13 -8.37 -14.02

日本：10Y -3.34 -5.20 -14.90

欧元区：10Y -1.27 -1.84 16.79

英国：10Y 0.61 6.82 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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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股票市场回报率集体收涨

资料来源：Wind, 联合资信整理

 受益于美联储暂停加息节奏及通胀压力

持续回落，市场预期全球主要央行加息

周期步入尾声，带动全球股市走强，本

周MSCI全球股指周内小幅上涨2.02%。

 本周美国股票市场在5月通胀数据回落至

两年新低以及美联储暂停加息的利好下

表现较好，标普500指数周内上涨1.63%。

 尽管欧洲经济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但西

班牙、意大利等国纷纷出台经济改革方

案提振市场信心，MSCI欧洲股票指数本

周上涨3.03%。

 本周在韩国以及印度股市强势反弹的带

动下，MSCI新兴市场股票指数周内累计

上涨2.68%。

 本周日本股市表现最佳，日经225指数周

内大涨3.92%，是开年以来涨幅最大的

主要股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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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主要股市指数回报率走

相应指标名称 周涨跌幅（%） 今年以来累计涨跌幅（%）

MSCI全球 2.02 13.12

MSCI欧洲 3.03 11.33

MSCI新兴市场 2.68 7.01

标普500指数 1.63 15.31

日经225指数 3.92 29.17



全球主要金融资产表现

美元指数继续走跌，除日元外主要非美货币纷纷走强

资料来源：Wind, 联合资信整理

 美联储连续10次加息后本周首次暂停行动，

虽然美联储利率可能“跳过”6月继续加息，

但美国通胀压力已经得到明显控制且美国的

经济活动正在放缓，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已

经接近尾声。截至周五，美元指数较周初下

跌1.19%至103.5562。

 在欧洲央行继续加息的作用下，本周欧元有

所走强，截至周五，欧元兑美元收于1.0938，

周内上涨1.74%；由于英国工资上涨速度远

超预期，且市场预期英国央行将继续加息，

带动英镑走强，截至周五，英镑兑美元汇率

收于1.2825，周内上涨2.04%。

 日本央行维持鸽派立场，导致日元走软，截

至周五，美元兑日元汇率收于141.8855，周

内累计上涨1.82%。

 本周离、在岸人民币汇率纷纷走强。截至周

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于7.1282，周

内微跌0.17%；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7.1168，周内下跌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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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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2.56

英镑兑美元 2.04 6.46

美元兑日元 1.82 8.48

美元兑离岸人民币 -0.17 2.95

美元兑在岸人民币 -0.82 3.01



全球主要金融资产表现

国际原油价格止跌反弹

资料来源：Wind, 联合资信整理

 本周，在中国5月原油吞吐量大幅上

升以及美国消费者信心数据回升至近

4个月新高的利好消息下，原油需求

端信心得到显著提振，带动国际油价

走高。

 截至本周五收盘，NYMEX原油价格

收于71.68美元/桶，周内上涨2.00%；

ICE布油价格收于76.26美元/桶，周内

上涨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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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桶） 国际原油收盘价走势

NYMEX原油 ICE布油



全球主要金融资产表现

国际黄金价格有所下跌

资料来源：Wind, 联合资信整理

 本周，受美联储暂停加息节奏以及通

胀数据得到一定控制的影响，市场风

险情绪有所提升，导致黄金价格有所

走跌。

 截至周五， COMEX黄金价格收于

1,970.70美元 /盎司，周内累计收跌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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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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 CCC-/CCC- 负面 2023/06/13 SD/CCC- 负面 2023/06/09 上调级别

巴西 BB-/B 正面 2023/06/14 BB-/B 稳定 2020/04/06 上调展望

惠誉（Fitch）

阿根廷 CCC-/CC - 2023/06/13 CCC-/C - 2023/03/24 上调级别

墨西哥 BBB-/BBB- 稳定 2023/06/16 BBB-/BBB- 稳定 2020/04/16 不变

挪威 AAA/AAA 稳定 2023/06/16 AAA/AAA 稳定 2023/01/20 不变

卢森堡 AAA/AAA 稳定 2023/06/16 AAA/AAA 稳定 2022/07/15 不变

塞浦路斯 BBB/BBB 稳定 2023/06/16 BBB/BBB 稳定 2023/03/13 不变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主权国家评级动态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惠誉和标普纷纷上调阿根廷主权信用等级

6月13日，惠誉将阿根廷长期外币主权信用等级由C上调至CC，长期本币主权信用等级维持CCC-。

惠誉认为，上周的比索债务互换属于不良债务互换，该行动将巴西6-9月到期的价值74亿巴西雷亚尔

债券换成2024-2025年到期的新债券。债券拍卖对象主要为公共部门债权人，展期风险较低。

6月13日，标普将阿根廷长期本币主权信用等级由SD上调至CCC-，长期外币主权信用等级维持CCC-

，评级展望维持“负面”。标普认为，上周阿根廷进行了自2022年8月以来的第五次比索债务交换，由

于该交易下的新票据已交付给债券持有人，标普认为阿根廷的违约风险暂时解除。

标普上调巴西评级展望至“正面”

6月14日，标普宣布维持巴西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BB-/B不变，评级展望由“稳定”上调至“正面”。

标普认为，巴西稳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将提升政策的可持续性，有助于当下的经济复苏。持续的经

济增长加上积极的财政政策框架，使得政府的债务负担小于预期，这可能会支持巴西货币的灵活性

并维持该国的外部净头寸，故而标普上调巴西的评级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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