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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疫情扰动仍在;疫苗接种进度爬坡 
图解海外宏观|周报（2020/01/11-2021/01/17） 
全球疫情：美国单日确诊仍在 20 万人以上，欧洲各国继续加强核酸检测力
度、控制出行活动；短期内，疫苗产能限制欧美国家推进接种，但预计 2

月份以后接种进度有望加速。尽管新增疫情略有下降，但此前较大数量的
感染者仍使得医疗系统载荷受到较大挑战，欧美国家新增死亡病例数、欧
洲国家当期滚动死亡率上周均有所上升。短期内，疫苗产能不足拖累了欧
美各国接种进度，英国将第二剂疫苗和首剂接种之间的时间间隔延长，以
应对可能发生的疫苗短缺。不过疫苗的生产和供给趋势仍然向好，美国、
法国、德国最近 7 天的日均接种人数仍较 1 月上旬加速，预计 2 月份以后
将更为乐观。美国仍是欧美主要国家当中疫苗接种推进最快的。 

 

经济活动：陆续公布的 12 月欧美经济数据表现不佳，但二次疫情最主要
的对冲变量——疫苗和财政刺激有望在今年 Q1 逐渐明朗，数据回暖仍可
期。美国 2020 年 11 月、12 月零售消费连续表现不佳，一方面受到二次疫
情冲击社会活动（餐饮等）的影响，此外，最新一轮的 9000 亿美元财政
刺激直至今年 1 月初才正式获批，财政转移支付的刺激效应尚未在去年 12

月份体现。随着疫苗接种进度有望加快、更大规模财政刺激正在酝酿等利
好因素逐渐落地，消费增长（尤其是可选消费）动能有望重新恢复。 

 

增长和通胀预期回暖，关于美联储何时退出 QE 的讨论近期有所升温。1

月 15 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重申宽松货币基调不变，有助于稳定市场对
美元充裕流动性的信心。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在可见的未来将保持宽松货
币政策不变，目前不会讨论加息的可能；美联储需要非常谨慎地向外界沟
通购债，对于何时的确适合讨论缩减，美联储会提前清楚地让全世界知道；
同时强调核心 PCE 通胀的重要性，认为通胀持续上行可能性较低。我们重
申《FOMC 点评：增长、通胀预期转暖不改宽松基调》（2020/12/17）中
的判断,考虑 QE 对支持市场流动性、稳定长端利率预期的关键意义，联储
QE 购债较难在短期退出。经济重启预期升温、制造业启动补库周期、叠
加美联储短期维持对通胀回升的“容忍度”、流动性保持相对宽松，有望支
持美债利率曲线进一步陡峭化。 

 

价格指标、利率和资产表现：美债利率曲线走缓，通胀预期回落，实际利
率重新上行；美元继续走强，工业金属继续下跌。美元指数一周小幅上涨
0.8%，或受益于拜登政府可能出台更大体量财政刺激的预期。大宗商品表
现分化，多类农产品价格继续上涨、油价小幅上涨、贵金属价格回落。美
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上行至 1.15%、最终收于 1.11%，近期名义利
率上行推动各期限实际利率也有所上行，实际利率上行或是影响黄金价格
下跌的因素之一。欧美主要股指收跌，而东亚的中国香港、日本股指上涨。 

 

未来三周，主要关注拜登提出的财政刺激方案的推进进度，最终落地的规
模可能低于拜登宣称的 1.9 万亿美元。疫苗能否加快接种也值得关注。1

月 15 日，拜登提出了一项（追加）1.9 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包括向低
收入群体再直接支付 1400 美元，连同已确定的 600 美元在内，总金额将
达到 2000 美元；将每周失业救济金提高到 400 美元、时长从今年一季度
延长到前三季度等，美元指数、美债收益率等对强财政刺激反应较为积极。
尽管民主党在参议院取得微弱优势，但较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仍需经历
两党博弈，我们认为最终落地的（追加）财政刺激规模可能低于拜登宣称
的 1.9 万亿美元。 

 

风险提示：疫苗量产和大规模应用晚于预期；欧美疫情反复的风险。 

相关研究 

https://crm.htsc.com.cn/doc/2020/10730401/0729df94-4145-43c3-a974-fd5935512690.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20/10730401/0729df94-4145-43c3-a974-fd5935512690.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20/10730401/3c55ded5-f6dc-4fc4-b028-753629fc85ee.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20/10730401/3c55ded5-f6dc-4fc4-b028-753629fc85ee.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20/10730401/4bdf4d47-bf0e-4db7-bee9-4f1e74dc4bc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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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疫情及防疫措施跟踪 
 

图表1： 主要国家近两周新增新冠疫情病例数：英美疫情仍然严重（单位：例）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 英国新增病例有所回落，但仍在高位  图表3： 美国疫情仍然严重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4： 新冠疫情最近 7天新增死亡病例：欧美有所上升  图表5： 新冠疫情当期滚动死亡率：美国保持稳定，欧洲有所上升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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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 各国对新冠疫情风险的应对措施 

国家 时间 内容 

美国 2021/1/1 当地时间 1 月 1 日，随着新冠病例和住院治疗数持续增加，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在该州西部开始建设一家有 30 张病床的急

诊战地医院。根据当地卫生部门的数据，截至昨日（31 日），北卡罗来纳州已有 3472 人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 

2020/12/11 多州加强抗疫防控措施，密西西比州州长下达了强制佩戴口罩的要求；阿拉巴马州将强制“口罩令”再延长六个星期 

英国 2021/1/15 英国首相约翰逊 15 日宣布，为降低新的变异新冠病毒传入风险，英国将从 18 日起暂停“旅行走廊”措施，所有入境旅客必

须按规定进行自我隔离。暂停“旅行走廊”后，所有前来英国的旅客出发前须提供 72 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的证

明；入境英国后，旅客必须自我隔离 10 天或在隔离第五天接受第二次新冠病毒检测。这一防控措施至少实施至 2 月 15

日，违规人员将面临罚款。 

2021/1/14 为防止一种新的变异新冠病毒传入英国，从 15 日起禁止来自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南美洲国家以及葡萄牙等国的旅客入

境英国。这一措施不涉及英国公民、爱尔兰公民以及拥有英国居留权的人员，但这些人员从上述国家入境英国，必须自我

隔离 10 天。 

2021/1/4 英国首相宣布：从 5 日起到 2 月中旬，英国全境实施最高级别严格管控措施，除了特殊情况，全民必须呆在家中；除了

关键岗位工作者，大家必须在家中办公；可以与家庭另一位成员一起出去运动，但最好一天一次，离家越近越好；除了购

买生活必需品，尽量不要出门；除此之外，所有小学、中学、大学均关闭，改为远程教学；今年夏天各类考试可能都会另

行安排 

法国 2021/1/15 法国宣布从 1 月 16 日起，自晚间 18 时至第二天清晨 6 时，在法国全境实施宵禁措施，该措施将至少持续 15 天。此外，

自下周一（1 月 18 日）起，所有入境法国的欧盟以外国家的公民，在入境法国时需持有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并在入

境后自我隔离七天后，再进行第二次检测。将会加强学校内的卫生防护措施，如停止校外活动，加强食堂卫生条件等，以

防止病毒在校园内蔓延。在本月底前，法国接种疫苗的人数将会达到 100 万人，从 1 月 18 日起，高危人群可以陆续开始

接种疫苗。 

2021/1/8 为应对疫情发展，法国政府决定延长现有防疫措施：原定于 7 日到期的全国性宵禁至少延长到 1 月 20 日，宵禁开始时间

提前到 18 点的省份或将从目前的 15 个扩大到 25 个省份；博物馆、影剧院等文化设施至少关闭到一月底；餐厅、酒吧和

运动场馆等至少关闭到二月中旬。 

西班牙 2020/12/10 从 12 月 10 日起,入境人员须提供 72 小时内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2020/12/4 马德里大区将禁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晚间在公共场所举行跨年仪式 

德国 2021/1/14 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当地时间 14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民众提高防范意识、加强自律，支持在全境范

围内进一步收紧防疫限制，并对变异新冠病毒的扩散风险提出警告。 

2021/1/5 德国联邦和各州政府 5 日达成新协议，将目前实行的新冠防疫措施延长至 1 月 31 日，并将限制疫情严重地区居民的出行

范围。 

意大利 2021/1/15 当地时间 15 日，意大利总理府发布政府公告并颁布最新防疫法令。该法令规定，从新法令生效之日至 2 月 15 日，除工

作、健康和特殊情况等必要原因，禁止全国民众跨大区、自治省出行。新防疫法令从 1 月 16 日开始实施，有效期至 3 月

5 日。 

2021/1/5 1 月 7 日到 15 日期间禁止跨大区自由活动；在本周末的两天即 9 日和 10 日意大利全国变为“橙色区域”，这期间餐厅只被

允许做外卖；禁止民众跨城市自由活动 。 

2020/12/24 从 24 日至 27 日，人们出行需携带“自我声明”，证明出行原因必须符合工作、健康原因及必要情况。除超市、食品店、药

店、理发店等以外的一般商铺保持关闭，餐馆及酒吧仅允许外送和打包服务。 
 

资料来源：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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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 各国新冠疫苗接种情况 

国家 时间 内容 

美国 2021/1/12 政府官员称目前新冠疫苗重点针对 65 岁及以上的人群，这使得美国可用的总剂量达到约 3800 万剂。卫生部将根据各

州的疫苗接种速度和 65 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向各州分配疫苗剂量。 

2021/1/14 各州的疫苗接种进展不平衡，美国的推出量未能达到联邦政府的预期。 到 1 月初为止的第一轮疫苗注射主要是通过医

院和其他机构医疗机构分发的，下一阶段将更多地利用药房和诊所，并将扩大有资格获得疫苗的人群。 

2021/1/15 拜登表示将拨款 200 亿美元用于全国疫苗接种计划。 

英国 2021/1/13 英国将第二次新冠疫苗的注射时间间隔推迟到 12 周，而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建议，第一剂和第二剂之间的等待时间应不

超过六周。 

2021/1/13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周三保证，英国的冠状病毒疫苗计划将尽快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运行。 

法国 2021/1/13 法国希望在 1 月底之前为 100 万人进行免疫接种，但按照目前的疫苗接种率，它在 2 月下旬才能达到该目标，这也与

法国公众对疫苗的信任度很低有关。 

德国 2021/1/8 德国周五称，除了将从辉瑞的欧盟合同中获得约 6000 万剂疫苗之外，将额外从与辉瑞的双边合同协议中获得 3,000

万剂。 

2021/1/10 德国卫生部长表示，德国已在体育馆和音乐厅建立了数百个疫苗接种中心，每天可支持 30 万次疫苗注射，但大多数州

计划到一月中旬才开放中心，目前优先派遣流动医疗队进入护理之家。 

日本 2020/12/25 卫生部计划在 2021 年 2 月之前决定是否批准辉瑞生产的新冠疫苗。获得批准后，将在二月底开始分批对医务工作者、

65 岁以上的老人、65 岁以下有基础疾病的人等进行免费接种。 

以色列 2021/1/11 以色列总理 1 月 7 日透露，以色列与辉瑞公司达成协议，用公民数据交换 1000 万剂冠状病毒疫苗，其中辉瑞承诺每

周运送 40 万至 70 万剂疫苗。 

沙特 2020/12/31 沙特卫生部表示，过去三天登记接受冠状病毒疫苗的沙特人数量增加了一倍，并预测登记人数很快就会突破一百万大

关；此前曾宣布，在上周全国接种运动启动后，已有 73.7 万人报名参加了疫苗接种。 
 

资料来源：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8： 各国未来数月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国家 时间 内容 

美国 2021/1/12 到下周末（2021 年 24 日），预计美国每天将接种 100 万人。 

2021/1/4 莫德纳预计第一季度末将为美国提供约 1 亿剂药物，现已有 1800 万剂交付美国政府。 

英国 2021/1/13 阿斯利康正在提高向英国提供的新冠疫苗剂量，预计在 2 月中旬前每周能提供 200 万剂。 

2021/1/14 1 月至 2 月中旬为前四个优先组预计共 1390 万人（不超过 1500 万人）提供第一次注射，此后为 2480 万人提供第一

次注射，向阿斯利康和辉瑞订购了 1 亿剂和 3,000 万剂疫苗。 

法国 2020/12/30 第一阶段（1 月份）为医务工作者等提供疫苗，第 2 阶段（2 月份）扩大到 65-74 岁年龄段的人群及 50 岁以下的健康

工人；第三阶段，将向其余人口开放（约 5200 万人）疫苗接种。 

德国 2021/1/10 若疫苗数量充足，每天能够进行 25 万至 30 万次疫苗接种。德国预计到 2 月中旬，辉瑞将提供 530 万针注射疫苗，到

3 月底，刚获得欧盟批准的莫德纳将再提供 200 万剂第二剂疫苗。 

日本 2021/1/5 政府打算在 2021 年上半年为整个人口获得足够的新冠疫苗。日本将在 6 月之前分别从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获得

6000 万、2000 万、6000 万剂疫苗。 

以色列 2021/1/14 以色列总理在 1 月 7 日称，计划在 3 月底为所有 16 岁以上的公民接种疫苗；在 1 月 10 日表示，已经有 70％的 60 岁

以上的人接种了疫苗，疫苗接种将很快扩大到 50 岁以上的群体，并争取每天接种 17 万人。 

沙特 2020/12/31 沙特已收到 50 万剂疫苗，并宣布在 2021 年 5 月底之前，辉瑞提供的三百万剂疫苗将到达沙特王国，在 2021 年 2 月

底，辉瑞将提供一百万剂疫苗。 
 

资料来源：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9： 各国新冠疫苗接种人次 

国家 公布统计数据起始日期 1月份以来日均接种人次 最近七日平均接种人次 最新总人口覆盖率（%） 

美国 2020/12/20 550,246 710,238 3.1 

英国 2020/12/20 194,422 194,451 4.5 

法国 2021/1/5 30,271 32,810 0.4 

德国 2020/12/27 49,858 54,685 0.9 

以色列 2020/12/19 81,833 58,888 23.0 

沙特 2021/1/6 15,667 15,667 0.5 
 

注：接种人次的计算基于单支疫苗，但接种者通常需要接种两次疫苗，目前英国、以色列公布的疫苗接种数据区分了第一支和第二支注射；最新总人口覆盖率指该国总人口

中每 100 人接种的疫苗数量。 

资料来源：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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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条件和领先指标一览 
图表10： 主要央行年末资产负债表规模和本国/本地区上年 GDP 之比 %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11： 美联储当月购债维持稳定（2021 年 1月份为前两周数据）  图表12： 美联储总资产当周环比保持稳定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13： 美国金融条件指数近日略有宽松  图表14： 欧元区金融条件指数略有宽松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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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 12 月份制造业 PMI：全球经济恢复动能不弱，美欧日 PMI 环比上行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16： 美欧经济意外指数回落  图表17： G10经济意外指数回落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18： 主要经济体 OECD 综合领先指标继续向荣枯线修复  图表19： 韩国 1 月份出口环比低于历史同期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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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 美国宏观经济热力图，多指标验证经济向好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1： 欧元区和英国宏观经济热力图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2： 日本宏观经济热力图：制造业和贸易呈现积极修复迹象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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