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国际经济金融走势

― ―全球总体上进入降息周期。9 月，美联储降息 50 个基点，这是自 2022 年
3 月以来美联储首次降息。欧央行自 6 月以来已经两次降息共 50 个基点。8 月，
英国央行降息 25 个基点，9 月宣布将在未来 12 个月内削减 1000 亿英镑的债
券购买量。加拿大、瑞典等央行也转向了降息，除日本央行维持政策利率在
0.15%-0.25% 不变之外，主要经济体都进入了降息周期。

― ―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符合预期。8 月，美国 CPI 同比增长　2.5％，已连续
５个月下降，为 2021 年２月以来最小同比增幅。欧元区 HICP 同比上升 2.2%，
英国 8 月 CPI 同比持平于 2.2%。日本核心 CPI 连续四个月上升，其中米类价格
较同比上涨 28.3%，创 49 年来最大涨幅。

― ―国际金融市场持续调整。受美联储降息推动，美债收益率趋于下行，美股
上涨。美元升值的动能减弱。美元指数整体回落，8 月以来美元指数下跌了 3%，
目前在 101 左右徘徊。全球金融资产和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上涨，油价回升，黄
金价格再创历史新高。日元近期兑美元汇率反弹，日本出口增速放缓，连续两
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

― ―消费增速回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8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 2.1%；环比下降 0.01%，市场销售保持增长，网上零售较快增长。8 月份我
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8%，月度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增长8.4%，
增速比上个月加快 1.9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略有好转，同比增长 3.4%，其
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 10.2%。1-8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
下降 10.2%，降幅与 1-7 月持平。

― ―服务业持续恢复，工业生产增速有所回落。8 月，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 4.6%，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在暑期出游的带动下住宿和餐饮业生产
指数增速比上月有所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环比增长

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月报
（２０２４ 年９月）

宏观研究

1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Wind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Wind

宏观研究

（三）国内货币金融运行

— —金融总量增速仍保持在合理区间。8 月，社会融资规模新增 3.03 万亿元，
受去年高基数影响同比减少 981 亿元。其中，新增政府债券融资 1.61 万亿，同
比多增 4371 亿元，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 53%, 高于去年同期。8 月末社会融
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8.1%，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1%，高于名义 GDP
增速约 4 个百分点。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6.3%，狭义货币 (M1) 同比下降 7.3%，
利率在低位水平继续下行，信贷需求较为疲弱。

― ―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调整。9 月 24 日，中国人民银行在与金融监管总局
和证监会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实施重大货币政策调整：一是降低存款准备
金率 0.5 个百分点，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 1 万亿元，在年内还可能择
机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25-0.5 个百分点；降低政策利率，即 7 天期逆回
购操作利率下调 0.2 个百分点，从目前的 1.7% 调降至 1.5%。二是降低存量房贷
利率，并统一房贷的最低首付比例为 15%；三是创设非银机构互换便利和股票
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两项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此外，8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首个“国债买卖业务公告”，向部分公开市场业务一级
交易商买入短期限国债并卖出长期限国债，全月净买入债券面值为 1000 亿元。

― ―外汇储备规模上升。8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29 万亿美元，较 7 月
末上升 318 亿美元，升幅为 0.98%。外汇储备余额比上月末增加 318 亿美元，
今年以来均保持 3.2 万亿美元以上。近期，受主要经济体宏观数据和货币政策
调整等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外部压力明显减轻，8 月以来升值了
2.4%。9 月 25 日上午，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破“7”关口，最低报 6.9951，是
16 个月以来，人民币再度重返“6”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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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低于 7 月的 0.35% 和 6 月的 0.39%。工业生产活动一定程度上受到高温
天气和暴雨洪涝灾害等极端天气因素影响，同时，也有部分行业受到市场需求
不足的影响。8 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3%，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主
要受高校毕业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等因素影响。

―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价格下降。8 月，受高温多雨天气等
因素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呈现季节性上涨，同比上涨 0.6%，涨
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4%。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
同比下降 1.8%，环比下降 0.7%。



（四）国内金融市场运行

― ―主要股指大幅反弹，回购交易活跃。8 月，上证综指、深成指、创业板、
科创 50 总市值 70 万亿元，较上月收缩 3.6%。9 月 24 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
监管总局、证监会联合出台一揽子金融政策；9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
会议，提出要努力提振资本市场，强调各项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对此反响强烈，
促进投资者信心进一步回稳，对股票市场的预期产生了积极影响，A 股、港股
指数均大涨。截至 9 月 27 日收盘，A 股主要指数全数收涨，沪指涨 2.88%，收
报 3,087.53 点；深证成指涨 6.71%，收报 9514.86 点；科创 50 涨 6.76%，收报
740.02 点；创业板涨 10%，收报 1,885.49 点。8 月，IPO、增发、配股、可转债、
可交换债等募资金额达 137.17 亿元。其中，IPO 募资额 53.3 亿，IPO 家数为 9 家。
今年以来已有约 1400 家上市公司完成回购方案，已超过去年全年的 1196 家。

― ―政府和银行债券发行规模较大。8 月，债券发行规模为 7.49 万亿元，较去
年同期上涨 8238 亿元，其中主要为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分别上涨 6247.80 亿元
和 4887.92 亿元。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增幅较快，较去年同期增幅 1193.7%。

― ―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止跌回稳，金属、贵金属指数持续上涨。8 月起，大宗
商品指数总体呈现反弹趋势，南华综指下跌 1.51%。南华工业品指数、农产品
指数、能化指数分别下跌 -1.77%、0.22% 和 3.04%，金属指数、贵金属指数小幅
回调 0.01% 和 1.05%。近期，受到三部委联合出台一揽子金融政策以及中共中央
政治局召开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的会议等有利因素影响，市场需求预期进一
步提振，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回升，截至 9 月 27 日，南华综指回调 1.16%，其中
农产品指数、金属指数、贵金属指数上涨 2.29%、1.40% 和 4.43% ，工业品指数
和能化指数下跌 0.79% 和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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