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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数据 

1．关键数据的表和图 

（1）表 1  2015年 4月宏观经济指标一览 

 经济观测指标 2015 年 1-4 月 2015 年 1-3 月 同比（%） 较前值 

1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亿元） 119979 77511 12.0↑ 1.5↓ 

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93102 70715 10.4↑ 0.2↓ 

3 

进出口总值（亿元） 75001.39 55432.61 7.3↓ 1.3↓ 

其中：出口 42327.53 31492.93 1.8↑ 3.1↓ 

进口 32673.86 23939.68 17.0↓ 0.3↑ 

      贸易顺差 9653.66 7553.25 —— —— 

4 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17316 12901 0.9↑ 0.1↑ 

5 
货物运输量（亿吨） 132.1 94.4 4.1↑ 0.4↓ 

其中：铁路运输量（亿吨） 11.43 8.69 9.5↓ 0.1↓ 

6 
财政收入（亿元） 49909 36407 5.1↑ 1.2↑ 

财政支出（亿元） 45350 32815 13.8↑ 6.0↑ 

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亿元） 17341.3 12543.2 1.3↓ 1.4↑ 

8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5.9%↑ 5.6%↑ —— 0.3↑ 

9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 1.5%↑（4月） 1.4%↑（3月） —— 0.1↑ 

10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 4.6%↓（4月） 4.6%↓（3月） —— 持平 

11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50.1%（4月） 50.1%（3月） —— 持平 

其中：大型企业 50.6%（4月） 51.5%（3月） —— 0.9↓ 

中型企业 49.8%（4月） 48.3%（3月） —— 1.5↑ 

小型企业 48.4%（4月） 46.9%（3月） —— 1.5↑ 

12 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53.4%（4月） 53.7%（3月） —— 0.3↓ 

13 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48.9%（4月） 49.6%（3月） —— 0.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国家能源局、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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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DP 

 
 

(3)工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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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出口总值 

 

 

(5)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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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月度宏观经济数据简析 

（1）GDP 7.0%↑ 

初步核算，2015 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140667 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 7.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7770 亿元，同

比增长 3.2%；第二产业增加值 60292 亿元，增长 6.4%；第三产业增

加值 72605 亿元，增长 7.9%。从环比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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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9%↑ 

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5.9 %（扣除价格因

素的实际增长率），比 3月份加快 0.3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4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57%。1-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6.2%。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3%↓ 

1-4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7341.3 亿元，

同比下降 1.3%，降幅比 1-3 月份收窄 1.4 个百分点。1-4 月份，在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525.3 亿元，同比

下降 24.7%；集体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44.2 亿元，下降 1.5%；股份制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1149.4 亿元，下降 3.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484.4 亿元，增长 6.4%；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105.4 亿元，增长 6.1%。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795 亿元，同比增长 2.6%，而 3月份同比下降 0.4%。 

（4）进出口总值7.3%↓ 

1-4 月，进出口总额 75001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7.3%。其中，

出口 42328 亿元人民币，增长 1.8%；进口 32674 亿元人民币，下降

17.0%。进出口相抵，顺差 9654 亿元人民币。4月份，进出口总额 19580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0.9%。其中，出口 10841 亿元人民币，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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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进口 8739 亿元人民币，下降 16.1%。 

（5）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2.0%↑ 

2015 年 1-4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19979 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 12.0%，增速比 1-3 月份回落 1.5 个百分点。从环比速

度看，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 0.89%。 

分产业看，1-4 月份 ，第一产业投资 2712 亿元，同比增长 26.4%，

增速比 1-3 月份回落 6.4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 49176 亿元，增长

9.8%，增速回落 1.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 68090亿元，增长 13.2%，

增速回落 1.5 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 48465 亿元，同比增长 9.9%，增速比 1-3

月份回落 0.8 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投资 2390 亿元，下降 7.8%，

降幅扩大 3.7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 40819 亿元，增长 9.9%，增速

回落 0.5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 5256

亿元，增长 20.3%，增速回落 1.1 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20299 亿元，同比增长

20.4%，增速比 1-3 月份回落 2.7 个百分点。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

增长15.1%，增速回落0.7个百分点；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19.9%，

增速回落 3.6 个百分点；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21.6%，增速回落 2.2

个百分点；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20.9%，增速提高 6.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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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10.4%↑ 

2015 年 1-4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3102 亿元，同比名义

增长10.4%。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43015亿元，增长7.5%。

4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387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0.0%（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9%，以下除特殊说明外均为名义增长）。其

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0564 亿元，增长 6.7%。 

（7）财政收支5.1%↑、13.8%↑ 

1-4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990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5.1%；考虑 11 项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影响，同口径增长

3%。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755 亿元，增长 1.9%，同口径

增长 1.7%；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8154 亿元，增长 7.7%，同

口径增长 4.1%。 

1-4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5350亿元，为预算的26.4%，

比去年同期进度提高 0.4 个百分点，增长 13.8%；考虑 11 项政府性

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影响，同口径增长 12.7%。其中，中央本级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7148 亿元，增长 13.3%，同口径增长 12.9%；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38202 亿元，增长 13.9%，同口径增长 12.7%。 

（8）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1.5%↑ 

4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1.5%。其中，城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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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 1.6%，农村上涨 1.3%；食品价格上涨 2.7%，非食品价格上涨 0.9%；

消费品价格上涨 1.3%，服务价格上涨 2.1%。1-4 月平均，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 1.3%。 

（9）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4.6%↓ 

4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下降0.3%，同比下降 4.6%。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环比下降 0.2%，同比下降 5.5%。1-4 月平均，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4.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5.6%。 

（10）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50.1%、持平 

4 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1%，与上月持平，

连续两个月高于临界点。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50.6%，比

上月回落 0.9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临界点上方；中、小型企业 PMI 分

别为 49.8%和 48.4%，尽管位于临界点以下，但均比上月回升 1.5 个

百分点。 

从分类指数看，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

商配送时间指数继续高于临界点，从业人员指数和原材料库存指数低

于临界点。生产指数为 52.6%，比上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连续位于

临界点上方，表明制造业生产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增速有所加快。新

订单指数为 50.2%，与上月持平，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市场需求

保持扩张态势。从业人员指数为 48.0%，比上月下降 0.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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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量继续减少。原材料库存指数为

48.2%，虽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但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下，表明

制造业生产用原材料库存量持续减少。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4%，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交

货时间有所加快。 

（11）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53.4%、0.3↓ 

4 月，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4%，比上月小幅回落 0.3

个百分点，高于荣枯线 3.4 个百分点，表明我国非制造业继续保持扩

张状态，但增速略有放缓。分行业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2.4%，

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表明服务业业务总量继续保持增长，其中

邮政业、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业、航空运输业、电信

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房地产业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高于临界

点，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道路运输业、零售业、餐饮业等行业商

务活动指数位于临界点以下，业务总量有所减少。建筑业商务活动指

数为 57.5%，比上月回落 1.4 个百分点，表明建筑业业务总量继续增

长，但增速有所放慢。 

（12）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48.9%、0.7↓ 

中国 4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终值降至 48.9，不仅

低于初值的 49.2 和上月的 49.6，且录得 12 个月新低，连续第二个

月处于收缩区间。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说：“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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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口订单有所改善，但整体新订单继续回落至一年新低 48.7，显

示内需疲弱加剧。产出指数 50，以新订单减产成品库存衡量的增长

动力指标也录得一年新低，投入和产出价格指数回落持续，经济下行

压力未缓解，稳增长政策急需加码。” 

（13）全社会用电量 0.9%↑ 

1-4 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1731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9%。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248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2.6%；第二产

业用电量 12305 亿千瓦时，下降 0.8%；第三产业用电量 2287 亿千瓦

时，增长 7.9%；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2477 亿千瓦时，增长 4.0%。4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441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 

（14）货物运输量4.1%↑ 

1—4 月，货物运输量为 132.1 亿吨，同比增长 4.1%。其中，铁

路货物运输量为11.43亿吨，同比下降9.5%；公路货物运输量为101.9

亿吨，同比增长 6.1%；水路货物运输量为 18.6 亿吨，同比增长 3.0%；

民航货物运输量为 197 万吨，同比增长 7.0%。 

4 月份，货物运输量为 37.65 亿吨，同比增长 3.0%。其中，铁路

货物运输量为 2.7 亿吨，同比下降 9.9%；公路货物运输量为 30.02

亿吨，同比增长 5.3%；水路货物运输量为 4.8 亿吨，同比下降 2.5%；

民航货物运输量为 52 万吨，同比增长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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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度金融数据 

表 2 金融数据一览表 

 
201504 201503 201502 201501 2014012 2014011 2014010 

社会融资总量(亿元) 10500 11800 13500 20500 16900 11500 6627 

其中:人民币贷款 8045 10000 11400 14700 6990 8527 5483 

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 -265 -5 -146 212 540 -26 -716 

委托贷款 344 1139 1299 804 4553 1270 1377 

信托贷款 -46 -77 38 52 2101 -314 -215 

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74 -716 -630 1950 612 -672 -2413 

企业债券 1551 644 680 1863 1857 1826 2417 

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597 740 542 526 659 379 279 

新增存款(亿元) 8711 25600 -806 17000 7229 6711 -1866 

M2(%) 10.1 11.6 12.5 10.8 12.2 12.3 12.6 

M1(%) 3.7 2.9 5.6 10.6 3.2 3.2 3.2 

M0(%) 3.7 6.2 17.0 -17.6 2.9 3.5 3.8 

M1、M2剪刀差(百分点) -6.4 -8.7 -6.9 -0.2 -9.0 -9.1 -9.4 

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速(%) 9.7 10.1 10.9 13.7 9.1 9.6 9.5 

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 14.1 14.0 14.3 13.9 13.6 13.4 13.2 

新增外汇占款(亿元) 323.96 -2307 422.14 -1082.6 -1184 22 660.75 

外汇储备(亿美元) - 37300 - - 38400 - -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注：1、外汇储备为截至当月累计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为自年初到当月累计同比变动，其
余数据均为单月同比变动 
2、M1、M2 剪刀差正值越大，表明存款活期化倾向越明显，经济活力越高 
3、社会融资总量=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
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其他｡ 

http://rmb.xinhua08.com/�
http://forex.xinhua08.com/bzzq/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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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融资规模情况 

2015 年 4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05 万亿元，分别比上月和

去年同期少 1881 亿元和 4488 亿元。其中，当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

民币贷款增加 8045 亿元，同比多增 311 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

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 265 亿元，同比少增 334 亿元；委托贷款增加

344 亿元，同比少增 1021 亿元；信托贷款减少 46亿元，同比少增 444

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74 亿元，同比少增 863 亿元；企

业债券净融资 1551 亿元，同比少 2113 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

资 597 亿元，同比多 15 亿元。 

（2）货币供应量（M0、M1、M2） 

4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28.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1%，增

速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低 1.5 个和 3.1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

余额 33.6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7%，增速比上月末高 0.8 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期低 1.8 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 6.08 万亿元,同比

增长 3.7%。4月份净回笼现金 1177 亿元。 

（3）本外币贷款情况 

4 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 92.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月末

人民币贷款余额 86.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

和去年同期高 0.1 个和 0.3 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7079 亿

元，同比多增 1855 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 2923 亿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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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贷款增加 1356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1568 亿元；非金融企业及

机关团体贷款增加 5100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704 亿元，中长

期贷款增加 2776 亿元，票据融资增加 1361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贷款减少 931 亿元。月末外币贷款余额 91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

当月外币贷款增加 52 亿美元。 

二、中小企业数据 

1. 股票市场 

（1）中小板市场 

4 月份 2 家企业登陆深圳中小企业板，合计募集资金 52842.88

万元。1-4 月份，共有 13 家企业登陆深圳中小企业板，共募集资金

543233.84 万元。 

表 3  2015 年 4月中小板上市情况 

企业名称 证券代码 行业 募集金额（万元） 上市日期 

昇兴股份 002752 容器与包装 34440.00 2015.04.22 

易尚展示 002751 家具 18402.88 2015.04.24 

（2）创业板市场 

4 月份 17 家企业登陆深圳创业板，合计募集资金 580075.24 万

元。1-4月份，共有37家企业登陆深圳创业板，共募集资金1323027.29

万元。表内节选 10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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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5 年 4月创业板上市情况 

企业名称 证券代码 行业 募集金额（万元） 上市日期 

汉邦高科 300449 软件 31435.20 2015.04.22 

金雷风电 300443 工业机械 44939.58 2015.04.22 

康斯特 300445 工业机械 18482.40 2015.04.24 

全信股份 300447 工业机械 26142.75 2015.04.22 

航新科技 300424 航空航天 38859.36 2015.04.22 

广生堂 300436 制药 37572.50 2015.04.22 

美康生物 300439 制药 77963.34 2015.04.22 

鲍斯股份 300441 工业机械 20718.72 2015.04.23 

运达科技 300440 计算机服务 60760.00 2015.04.23 

清水源 300437 特种化工品 17585.10 2015.04.23 

（3）境外市场 

4 月份，有 4 家中国企业在境外市场 IPO，合计融资额 39.50 亿

美元。其中，3 家登陆港交所，融资 39.10 亿美元；1 家登陆纳斯达

克证券交易所，融资 0.4 亿美元。目前，境内资本市场新股发行越发

活跃，注册制日渐明朗，中企海外上市数量明显减少。 

2. 债券市场  

表 5  2015 年 4月债券市场发行情况 

债券品种 
14年 4月 

期数 

15年 4月 

期数 
同比（%） 

14年 4月 

规模（亿元） 

15年 4月 

规模（亿元） 
同比（%） 

企业债券 123 60 -51.22% 1706.40 699.40 -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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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 6 8 33.33% 56.00 83.50 49.11% 

中小企业私
募债券 24 5 -79.17% 31.08 14.00 -54.95% 

中期票据 67 74 10.45% 1019.60 836.60 -17.95% 

短期融资券 172 224 30.23% 2556.10 2947.90 15.33% 

 

表 6  2015 年 4月债券市场利率走势 

债券品种 

15年 3月 

AA级 

平均利率(%) 

15年 4月 

AA级 

平均利率(%) 

走势 

15年 3月 

AAA级 

平均利率(%) 

15年 4月 

AAA级 

平均利率(%) 

走势 

企业债券 6.51 6.42 -0.09 5.26 5.39 0.13 

公司债券 5.07 5.60 0.53 4.80 4.89 0.08 

中期票据 6.17 6.19 0.02 5.59 5.49 -0.10 

短期融资券 5.65 5.32 -0.33 4.78 4.57 -0.21 

 

表 7  2015 年 4月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发行情况 

名称 规模（亿元） 期限（年） 发行利率 

14 长公债 1.50 3 9.40 

15 余高 02 2.00 3 8.00 

14 泰华诚 3.00 3 10.00 

14 龙翔 02 2.50 3 9.30 

14 青水债 5.00 3 9.60 

 

表 8  2015 年 4月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发行情况 

名称 规模（亿元） 期限（年） 债项级别 发行利率 

15呼小微债 6.5 4 AA 6.7 

15双鸭山小微债 6 4 A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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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C/PE 

（1）新募集基金 

2015 年 4 月中外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新募集基金共计

60 支，54 支基金披露募资金额，新增资本量 16.84 亿美元，环比下

降 34.4%，同比下降 48.2%。自 2015 年 1月以来，新增资本量在缓慢

下降，但新募集基金数量在持续增加，加大了私募股权市场的募资难

度。 

4 月完成募资的基金中，值得关注的一支基金为江苏沿海产业投

资基金。该基金成立于 2015 年 4月，目标规模 100 亿人民币，首期

目标规模 50.20 亿人民币，由江苏沿海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直接负

责管理，该基金主动服务转型升级工程，助推沿海地带发展，主动对

接“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以沿海地区为重点，积

极投资符合转型升级要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传统产业改造、企业并购重组和国企改革项目，助力江苏沿海地

区发展。 

（2）新设立基金 

2015 年 4 月份中外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新设立的基金

数共计 74支，披露目标规模的有 26支，计划募集资金 384.09 亿美

元，平均每支目标规模为 14.77 亿美元。 

4月新设立的基金中，值得关注的基金是湖北农业科技创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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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金目标规模 2亿人民币，存续期为 5年，由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负责管理，该基金优先服务于武汉农科院下属优质企

业，协助制定改制方案，受让国有股股权，优化下属企业股权结构；

投资服务武汉农科院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解决项目转化过程中融资难

问题；投资湖北省内高成长、创新型、科技型农业企业。 

（3）投资案例 

2015 年 4 月共发生投资案例 176 起，披露金额案例数 137 起，

总投资金额达 18.35 亿美元，平均投资金额 1339.62 万美元。4月

VC/PE 投资共涉及 17个一级行业，从案例数来看，互联网、电信及

增值业务、IT 分列前三位，分别完成 54、19 和 18 起融资案例；分

别占比 30.7%、10.8%和 10.2%；累计占比 51.7%。投资金额方面，互

联网、金融和娱乐传媒分列前三位，投资金额分别为 4.31 亿、3.94

亿和 2.54 亿美元，分别占比 23.5%、21.4%和 13.8%；累计占比 58.7%，

由此可见，投资市场集中度较高。 

（4）退出交易 

2015 年 4 月共发生退出事件 60笔，其中 IPO 退出 57 笔，并购

退出 3笔，IPO 退出占绝对主导地位，退出案例数环比上升 7.1%。随

着“电商国八条”的出炉，更加鼓励互联网企业在境内上市，这是在

国家层面上提升资本市场对互联网企业的支持力度。此举也为 VC/PE

未来实现退出，获取丰厚回报，奠定坚实基础。 



中小企业数据月报                                    第 4 期   2015 年 5 月 27 日 
 

 
中 国 中 小 企 业 协 会 制 作         联 系 电 话 8 8 6 5 3 6 4 1 、 8 8 6 5 3 6 3 3  

 
20 

三、国外数据 

表 9  2015年 4月宏观经济指标一览 

        国家 

指标 

美国 日本 欧元区 

4 月 3 月 较上月 4 月 3 月 较上月 4 月 3 月 较上月 

PMI 51.5 51.5 持平 49.9 50.3 0.4↓ 53.9 54.0 0.1↓ 

消费者信心指数 94.3 101.3 7.0↓ 41.5 41.7 0.2↓ -4.6 -3.7 0.9↓ 

失业率 5.4 5.5 0.1↓ —— 3.4 —— —— 11.3 —— 

工业产出 105.2 105.5 0.3↓ —— -0.3 —— —— -0.3 —— 

1.美国 

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4 月 ISM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为 51.5%，环比持平。分项数据显示，4月 ISM 新订单指数为

53.5%，环比升高 1.7%；产出指数为 56.0%，环比升高 2.2%；就业指

数为 48.3%，环比下降 1.7%。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4 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4.3，大幅

不及预期的 102.5 和前值的 101.4，为四个月以来的低位。分项数据

中 4月谘商会消费者现况指数为 106.8，不及前值的 109.5，4月谘

商会消费者预期指数为 87.5，不及前值的 96.0，均表现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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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非农业部门失业率  美国 4 月份的失业率降至 5.4%，是

2008 年 5月份以来最低点，这要得益于更多美国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并找到了工作。调查显示，建筑和医疗保健等行业拉动了 4月份非农

就业人数的增长。 

 

美国工业产值   美国 4月工业产出经季调后环比下降 0.3%，连

续第五个月下滑。4月制造业产出环比持平。矿业和公用事业产出均

有所下滑。产能利用率从 3月的 78.6%降至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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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 

日本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日本 4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49.9，低于 50 的荣枯线。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 2个月下降，

多家企业反映国内外客户需求均在减少，尤其是中间产品降幅较快。 

 
日本家庭消费者信心指数   日本 4 月家庭消费者信心指数

41.5，预期 41.8，前值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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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失业率   日本 3月失业率为 3.4%，相比 2月回落了 0.1 个

百分点。3月日本完全失业人数为 221 万人，比 2月减少 9万人；就

业人数共计 6366 万人，比 2月减少 10 万人。 

 
日本工业产出   日本 3月工业产出月率下滑 0.3%，远高于预估

值下滑 2.3%，表明日本 2015 年一季度 GDP 增长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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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欧元区 

欧元区综合 PMI   4 月欧元区各行业综合 PMI 为 53.9。其中，

服务业 PMI 下滑至 54.1，低于预期值 54.5；制造业 PMI 为 52.0，也

低于预期值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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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消费者信心指数  4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4.6，预期

-4.6，初值-4.6。 

 

欧元区失业率   欧元区 3 月失业率为 11.3%，相比去年同期

11.7%水平下降 0.4 个百分点，与上月相比趋于平稳。欧盟 3 月失业

率为 9.8%，相比去年同期 10.4%水平下降 0.6 个百分点，与上月相比

同样趋于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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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工业产值  欧元区 3 月工业产出环比降低 0.3%，工业产

出同比增长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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