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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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5 日-2021 年 7 月 21 日） 

 

全球主要经济体长债收益率下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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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周保持

平稳，收于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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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周上升 0.07%，收于 120.4。 

上周，人民币对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及发展中国家货币升值。其中，

人民币兑瑞士法郎、英镑和日元的升值幅度最高，分别为 2.27%、

1.51%和 1.41%。截至 7 月 21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 6.47，欧元

兑人民币汇率为 7.62，英镑兑人民币汇率为 8.82，100 日元兑人

民币汇率为 5.88。 



                                                                              Index Brief 

 

2 

在 7 月 15 日至 7 月 21 日的当周，美元指数持续走高，由 92.59升

至92.79。与此同时，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维持在6.47-6.48

上下。近期，英国及欧元区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再度呈上升趋势，并且

随着 OPEC 增产以及各国供应链恢复通畅，市场对于全球通胀预期较年

初有所减弱。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均从 5 月

高点有所下滑。截至 7 月 21 日，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 10年期国债

收益率月内跌幅分别为 15bp、21bp、18bp 以及 19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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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人民币汇率周内走势概览（2021 年 7 月 15 日-7 月 21 日） 

第一财经研究院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NEER)在过去一周保持

平稳，收于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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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周上升 0.07%，收于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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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7 月 15 日至 7 月 21 日的当周，人民币兑多数发达国家货币

升值。其中，人民币兑瑞士法郎、英镑和日元的升值幅度最高，分

别为 2.27%、1.51%和 1.41%。上周，人民币兑欧元和美元贬值，幅

度分别为 0.41%和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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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民币兑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汇率的周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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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第一财经研究院  

从年内来看，人民币兑日元、澳元和欧元的升值幅度最高，分

别为 6.87%、5.81%和 4.13%；人民币兑英镑由贬值转为升值，年内

升值幅度为 0.41%。在主要发达国家货币中，人民币年内仅兑美元

和加元贬值，幅度分别为 0.18%和 0.13%。 

截至 7 月 21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 6.47，欧元兑人民币汇

率为 7.62，英镑兑人民币汇率为 8.82，100 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为

5.88。 

图 3 人民币兑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汇率的年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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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兴市场来看，在 7 月 15 日至 7 月 21 日的当周，人民币同

样兑多数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其中，人民币兑马来西亚林吉特、

泰国铢和匈牙利福林的升值幅度最高，分别为 0.67%、0.65%和 0.56%。

上周，人民币兑土耳其里拉贬值幅度明显，达到 0.6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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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升值。其中，人民币

兑土耳其里拉的年内升值最高，为 15.39%；兑泰国铢的年内升值幅度次

之，为 9.58%。 

图 5 人民币兑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汇率的年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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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元指数与海外市场 

在 7 月 15 日至 7 月 21 日的当周，美元指数持续走高，由 92.59升

至92.79。与此同时，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维持在6.47-6.48

上下。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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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美元指数的成分货币国家来看，近期英国及欧元区的新冠肺炎确

诊人数再度呈上升趋势，并且随着 OPEC 增产以及各国供应链恢复通畅，

市场对于全球通胀预期较年初有所减弱。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均从 5 月高点有所下滑。截至 7 月 21 日，美国、德国、

法国和英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月内跌幅分别为 15bp、21bp、18bp以及

19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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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美元指数成分国家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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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第一财经研究院  

 

从利差来看，截至 7 月 21 日，美国与欧元区的 10年期国债收益率

利差月内上升 7.45bp，美国与英国的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月内上升

4bp。欧洲的疫情表现以及美联储下半年可能采取的 QE 缩减措施都将对

美元指数形成支撑。 

图 8 美国与美元指数成分货币国家的 10 年期国债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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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汇率市场纪要 

1.7 月 21 日，日本央行公布 6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日本央行将保

持其主要的货币宽松措施不变，并维持其 2%的通胀目标不变。日本央行

预计第一季度经济将增长 3.8%，下调了此前的 4%的预期；由于能源价

格上涨，央行将今年第一季度的通胀预测由 0.1%上调至 0.6%。另外，

央行表示将以零利率提供绿色贷款，计划持续到 2031 年 3 月底。对于

国内经济形势，纪要指出，经济正在走向复苏，但是服务业仍未恢复至

疫情前水平，同时受半导体短缺影响，汽车相关产品出口面临下行压力。 

2.7 月 20 日，澳洲联储公布 7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澳洲联储认为

未来三年现金利率上升可能性极低，因此保留 2024 年 4 月的债券作为

目标债券；在 2021年 9 月结束目前的购债计划后，将以每周 40 亿美元

的速度直至 2021 年 11 月；维持现金利率目标在 10 个基点，并将外汇

结算余额的利率维持在 0%。成员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复苏进展顺利，发达

国家商品消费持续强劲，但是亚洲疫情的反弹导致全球供应链承压。在

铁矿石价格高企和煤炭价格大幅反弹的带动下，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预

计在第二季度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成员指出，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在

3 月增长了 1.8%，较疫情前高 1%，增幅高于预期，同时由于墨尔本和悉

尼地区的疫情防控措施，预计第二季度的消费增长将放缓。在劳动力市

场方面，成员指出，第一季度失业率快速下降，达到疫情前水平，但是

由于国界关闭，导致临时签证持有者数量下降，部分行业面临招工困难。 

3.7 月 14 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向参议院提交货币政策报告，并出

席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鲍威尔认为美国经济距离取得实质性进



                                                                              Index Brief 

 

9 

展仍有一段距离，同时承认通胀上升速度超出了预期，如果通胀出现持

续且持续性的上升，美联储将适当改变政策。鲍威尔指出这是因为一些

遭遇生产瓶颈或供应链紧张的产业出现了产能受限的情况，市场强劲的

需求导致一些商品和服务出现了快速的价格上升。另外，鲍威尔强调目

前劳动力市场的复苏还远未完成，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群体仍有很大一

部分人处于失业状态。鲍威尔还表示他将密切关注未来几个月失业救济

到期后，劳动力供应是否会增加，他还补充称：“即使劳动力市供应增

加，我们仍有可能达不到充分就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认为现在是加

息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