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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国家财长就债务透明度和可

持续性发表声明

6月3日，G7国家财长就债务透明度

和可持续性发表声明称，疫情加剧低收

入国家债务脆弱性，凸显债务可持续性

和透明度对长期发展融资的重要性。G7

财长致力于落实G20《暂缓最贫困国家债

务偿付倡议》（DSSI），延长最贫困国家债

务期限。DSSI 应关注债务透明度，欢迎

IMF和世行开展债权人监管、公共债务披

露监督等工作，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债务

数据公开和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有关报

告应提高外部债权人披露细分程度，扩

大对或有负债、国有企业负债和抵押债

务的覆盖。G7 财长敦促债权国限制使用

保密条款，包括适用于国有企业的保密

条款。

美国4月份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9.5%

美国商务部 6 月 4 日公布数据显示，

美国4月份出口总额为1513亿美元，同比

下降9.5%，环比下降20.5% ；进口总额为

2007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2%，环比下降

13.7%，4月份贸易逆差494亿美元。其中，

4月份对华出口额为93亿美元，环比增长

19.2% ；自华进口额为 352 亿美元，环比

增长51.1%。对华逆差为260亿美元。

东盟与中日韩贸易部长举行特别

会议

6月4日，东盟与中日韩贸易部长举

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别会议并发表联

合声明。各方将继续加强地区抗疫和经贸

合作、拉紧贸易投资合作纽带、稳步提升

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对持续推进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重要性。各方将共同做好领导人

特别会议后续落实工作，齐心协力、团结

应对疫情挑战，稳定地区产业链供应链，

维护自由、稳定、公平的贸易投资环境，

保持市场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加强

贸易投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

日本一季度GDP终值同比萎缩

1.7%

日本内阁府 6 月 8 日公布数据显示，

日本一季度 GDP 终值同比萎缩 1.7%，降

幅较初值缩小0.3个百分点 ；季调后环比

萎缩0.6%，降幅较初值缩小0.3个百分点，

连续两个季度同环比增速为负。

欧元区一季度GDP同比萎缩

3.1%

欧盟统计局6月9日公布数据显示，

欧元区一季度GDP终值同比萎缩3.1%，为

2009年三季度来最大同比降幅 ；季调后环

比萎缩3.6%，为1995年来最大环比降幅。

德国4月份出口额同比下降

31.1%

德国联邦统计局 6 月 9 日公布数据

显示，德国 4 月份出口额为 757 亿欧元，

同比下降31.1%，季调后环比下降24.0% ；

进口额为 722 亿欧元，同比下降 21.6%，

季调后环比下降16.5%。贸易顺差为32亿

欧元。

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0—

0.25%不变

美联储6月10日公布货币政策决议，

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 0—0.25% 不变。美

联储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及防疫措施严

重拖累美短期经济前景，并对中期经济

前景产生重大风险。预计 2020 年美经济

增速为 -6.5%，2021 年可恢复至 5.0% ；预

计 2020 年平均失业率为 9.3%，2021 年可

回落至6.5%。2022年底前，美联储将保持

零利率政策不变，并继续为美经济复苏

提供“无限额”的货币政策支持。

OECD发布最新版全球经济

展望

6 月 10 日，OECD 发布最新版全球

经济展望称，2020 年世界经济将出现严

重衰退，最终衰退程度取决于 2020 年底

前是否出现疫情二次暴发。若未出现疫

情二次暴发，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速

为 -6.0%，2021 年 可 反 弹 至 5.2%。预 计

2020 年 G20 国 家 经 济 增 速 为 -5.7% ；美

国经济增速为 -7.3% ；欧元区经济增速

为-9.1% ；日本经济增速为-6.0% ；中国经

济增速为-2.6% ；印度经济增速为-3.7% ；

巴西经济增速为-7.4% ；若出现疫情二次

爆发，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7.6%，

2021 年可反弹至 2.8%。预计 2020 年 G20

国家经济增速为 -7.3% ；美国经济增速

为 -8.5% ；欧 元 区 经 济 增 速 为 -11.5% ；

日本经济增速为 -7.3% ；中国经济增速

为 -3.7% ；印度经济增速为 -7.3% ；巴西

经济增速为-9.1%。

联合国贸发会发布预计2020年

全球商品贸易额将萎缩20%

6 月 11 日，联合国贸发会发布最新

版全球贸易报告报告称，2020 年一季度

全球商品贸易额萎缩 5%，预计二季度全

球商品贸易额将萎缩 27%，全年将萎缩

20%。分区域看，南亚和中东地区商品贸

易受疫情冲击最大，非洲、北美地区次

之。东亚地区商品贸易所受冲击最小，中

国4月份贸易数据已出现回暖，但其贸易

复苏进程将受其他地区前景恶化抑制。

 （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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