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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简报 人民币指数报告 

 
 

第一财经研究院人民币指数周报 

（2021 年 3 月 10 日-2021 年 3 月 16 日） 

 

 

美国消费数据走弱，人民币指数保持平稳 

 

摘 要  

 

第一财经研究院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NEER)在过去一周（3

月 10日至 3 月 16日）上升 0.05%，收于 93.9。剔除了通胀影响的第一

财经研究院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在过去一周（3 月 10日至

3 月 16 日）下降 0.07%，收于 119.4。 

在 3 月 10 日至 3 月 16 日的当周，美元指数由 91.78 上升至 91.88，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 6.51 下降至 6.50，两者在周内均保持相对平稳的

走势。 



                                                                              Index Brief 

 

2 

根据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 2月消费零售和食品

服务支出数据由 1月的 5791 亿美元下降至 5617 亿美元，环比下降

3.01%。即使如此，2 月美国消费数据也已超过疫情前水平，重回扩张趋

势。从数据走势来看，疫情爆发后美国政府已通过的两轮财政刺激法案

对于美国消费者支出回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近期，美国总统拜登已

签署第三轮财政刺激法案，其中符合资格的个人将获得每人 1400 美金

的支票，这有望提振美国 4月及 5月的消费支出。 

美国与欧洲国家的防疫表现及经济表现差异将对美元指数形成重

要支撑。近期，欧洲三个主要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单日新增

病例再度呈现上升趋势，从每百万人平均单日新增病例这一指标来进行

衡量，美国 7 天平均新增病例为 164例，德国为 121 例，法国为 358 例，

意大利为 368 例，意大利不得不重新回到经济封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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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第一财经研究院人民币指数（2021 年 3 月 10 日-3 月 16 日） 

第一财经研究院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NEER)在过去一周（3

月 10日至 3 月 16日）上升 0.05%，收于 93.9。剔除了通胀影响的第一

财经研究院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在过去一周（3 月 10日至

3 月 16 日）下降 0.07%，收于 119.4。 

 

图 1 第一财经研究院人民币 NEER 与 REER 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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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财经研究院  

 

第一财经研究院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NEER)与外汇交易中心

发布的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保持一致走势。截至 3 月 12 日，第一财

经研究院 NEER 收于 93.9，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收于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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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一财经研究院人民币指数与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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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第一财经研究院  

 

二、 人民币兑主要国家货币汇率 

在 3 月 10 日至 3 月 16 日的当周，人民币兑主要发达国家货币

汇率涨跌不一。其中，人民币兑日元、英镑和美元升值，幅度分别

为 0.59%、0.51%和 0.28%；人民币兑加元、瑞郎和新西兰元贬值，

幅度分别为 0.93%、0.55%和 0.46%。 

从年内来看，人民币兑日元和瑞士法郎的升值幅度最大，分别

为 6.55%和 5.76%；随着美元指数走强，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由

开年的 1.2%收窄至 0.62%；人民币兑加元和英镑的年内贬值幅度最

大，分别为 1.55%和 0.76%。 

截至 3 月 16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 6.50，欧元兑人民币汇

率为 7.75，英镑兑人民币汇率为 8.99，100 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为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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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民币兑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汇率的周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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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人民币兑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汇率的年内变化 

（2020 年 12 月 31 日=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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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月 10 日至 3 月 16 日的当周，人民币兑多数主要新兴市场国

家货币贬值。其中，人民币兑墨西哥比索的贬值幅度最高，为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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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土耳其里拉的贬值幅度其次，为 2.58%。  

图 5 人民币兑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汇率的周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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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内来看，人民币兑多数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升值。其中，

人民币兑韩元的年内升值幅度最大，达到 4.53%；兑墨西哥比索的升值

幅度次之，为 4.25%。人民币年内仅兑俄罗斯卢布贬值，降幅为 0.48%。 

图 6 人民币兑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汇率的年内变化 

（2020 年 12 月 31 日=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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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元指数与海外市场 

在 3 月 10 日至 3 月 16 日的当周，美元指数由 91.78 上升至 91.88，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 6.51 下降至 6.50，两者在周内均保持相对平稳的

走势。 

 

图 7 美元指数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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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第一财经研究院  

 

根据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 2月消费零售和食品

服务支出数据由 1月的 5791 亿美元下降至 5617 亿美元，环比下降

3.01%。即使如此，2 月美国消费数据也已超过疫情前水平，重回扩张趋

势。 

从数据走势来看，疫情爆发后美国政府已通过的两轮财政刺激法案

对于美国消费者支出回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近期，美国总统拜登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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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第三轮财政刺激法案，其中符合资格的个人将获得每人 1400 美金

的支票，这有望提振美国 4月及 5月的消费支出。 

 

图 8 美国消费零售和食品服务支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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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美国第一轮财政

刺激法案（CARES Act）通过，

规模为1.7万亿美元。

2020年12月，美国第二轮财

政刺激法案通过，规模为

9150亿美元。

来源：Wind、第一财经研究院

百万美元

 

 

从主要发达国家的疫情控制表现和经济表现来看，美国相较于欧洲

和日本均呈现更为可观的情景，这为美元指数的后续走势提供了支撑。 

截至 3 月 14日，美国 7 天每百万人平均单日新增病例为 164 例，

德国为 121 例，法国为 358例，意大利为 368例。除美国外，欧洲三个

主要国家的单日新增病例均再度呈现上升趋势，意大利不得不再度封锁

以控制疫情。 

当地时间 3 月 11 日，欧央行宣布维持三大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

期，其中主要再融资利率维持在 0%，边际贷款利率为 0.25%。此外，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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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宣布维持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规模保持在 1.85万亿欧元，下

个季度购买紧急抗疫购债计划的速度将显著加快，并将根据市场情况灵

活购买债券。 

 

图 9 过去 7 天每百万人平均单日新增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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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John Hopkins University、第一财经研究院  

 

图 10 美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的防疫政策严格程度与经济开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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