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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疫情大规模爆发引起市场震动 

——海外宏观周度观察（2020 年第 44周）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近期美国第三波疫情与欧洲第二波疫情汹涌来袭，单日新增纷纷创下

新高。受疫情蔓延速度加剧的影响，美国部分地区增强疫情控制力度，

但联邦政府声明不加强防控，不会再专注于阻止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而是将精力更多放在开发疫苗和其他治疗方法上。欧洲新增确诊人数

超过第一波疫情最高值，确诊率创出新高。欧洲各国纷纷加强防控措

施甚至再度采取全面封锁，不过相比较而言，目前防控力度还远未达

到第一波疫情时的状态。各国疫情防控力度的加强将使得经济再度面

临下行压力。 

 

美国公布的第三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增长 33.1%，高于预期值 31%，

前值为-31.4%，创历史新高，这是由于二季度过低的基数导致。消费

和投资的反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美国 9 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

继续上涨，显示出在美国生产恢复弱于需求的态势下，物价水平持续

向上修复。美国 10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 81.8，创 3

月以来新高。但未来随着美国第三波疫情再度来袭，居民消费信心可

能会受到较大影响。欧元区三季度 GDP 同比下降 4.3%，市场预期

降 7%，二季度同比下降 14.7%。欧元区三季度 GDP 亦超预期反弹，

但下降深度仍大于美国。由于近期欧洲二次疫情汹涌来袭，各国封锁

措施大大加强，预计 11 月经济将受到较大影响，出现再度下行。 

 

由于财政政策刺激方案一直无法出台，美联储宣布调整主街计划，将

主街计划的最低贷款额从 25 万美元下调至 10 万美元。美联储主席鲍

威尔一直敦促美国国会支持美国经济、提供更多的刺激。他在上个月

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希望改变计划的条款，但法律限制了美联

储的能力。欧央行 10 月会议宣布维持现行利率不变，维持紧急抗疫购

债计划(PEPP)规模在 1.35 万亿欧元。同时强调采取更多刺激措施。 

 

美欧疫情的再度爆发引发全球资产的恐慌性抛售，本周各国股市普遍

大跌。主要国债收益率多数下行。全球商品市场大幅下跌。本周布油

下跌近 9%，农产品亦大幅下跌。 

 

风险提示：美欧封锁措施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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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欧疫情汹涌来袭，欧洲大幅加强防控措施 

 

近期美国第三波疫情与欧洲第二波疫情汹涌来袭，单日新增纷纷创下新高。欧洲很

多国家大幅加强防控措施，德法再次实行全面封锁，引起欧元与英镑大幅贬值，美

元指数拉升，进而引起贵金属价格下跌。同时美国新增病例创下新高，再度大规模

加速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也引起了市场对于未来前景的恐慌，导致周五全球股市暴

跌。 

 

1.1. 美国疫情再创新高但白宫声称不加强防控 

 

美国单日新增确诊人数超过第一波疫情。然而检测率下降，单日每 1000 人中，检

测不足 3 人，只有 2.62 人。检测阳性率攀升，达到二次疫情爆发时的区间，单日新

增死亡病例升高。各方面数据表明美国第三波疫情加速爆发，将会大幅超过前两波

的水平。 

 

图 1：美国第三波疫情加速爆发  图 2：美国单日新增死亡人数增加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Our World in Data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Our World in Data 

 

图 3：美国检测能力下降  图 4：美国检测阳性率上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Our World in Data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Our World i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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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蔓延速度的加剧的影响，美国部分地区增强疫情控制力度。宾夕法尼亚州官

员呼吁民众尽量居家、戴口罩、取消出行和社交聚会。为遏制疫情蔓延，伊利诺伊

州州长杰伊·罗伯特·普里茨克对该州 11 个地区中的 7 个实施新一轮防疫限制措施，

包括暂停餐馆室内用餐、限制人员聚集。爱达荷州州长布拉德〃立德 26 日将当地

室内聚集人数上限定为 50 人，室外聚集人数控制在现行接纳标准的四分之一。丹

佛市长迈克尔·汉考克宣布将恢复部分防疫限制措施。威斯康星州卫生部门高官安德

烈娅·帕姆认为“必须采取重大集体性举措”，“情况变好前会先变得更糟。”   

 

但美国联邦政府声明不加强防控。当地时间 10 月 27 日，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马

克〃梅多斯在接受采访时宣布，美国政府不会再控制新冠疫情。他表示白宫所说的

不再控制疫情，是指美国政府不会再专注于阻止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而是将精力

更多放在开发疫苗和其他治疗方法上。 

 

图 5：美国的疫情控制力度加强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Our World in Data 

 

1.2. 欧洲疫情大规模二次爆发 

 

欧洲新增确诊人数超过第一波疫情最高值，确诊率创出新高。欧洲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 189990 人，其中法国单日新增 33417 人，是欧洲国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中人数

最多的。英国单日新增 22885 人，意大利 21989，西班牙 18418。每一百万人中，

英国单日新增确诊 326.25，法国单日新增确诊 586.43，德国单日新增确诊 142.33，

意大利单日新增确诊 307.94，西班牙单日新增确诊 392.37。 欧洲二次疫情中的各

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均高于第一波疫情，且从 10 月起，各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呈

直线状态上升。全球单日新增确诊人数最多的十个国家中有五个是欧洲国家，可见

欧洲疫情严峻，反弹迅猛，欧洲二次疫情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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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欧洲疫情明显二次反弹  图 7：欧洲各国确诊人数直线上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Our World in Data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Our World in Data 

 

欧洲各国检测的阳性率提升，表明疫病的蔓延正在加速。与第一波疫情相比，各国

的阳性率不算在很高的水平，但自 10 月以来，各国检测的阳性率大幅度上升，表

明二次疫情传播速度加快。 

 

图 8：欧洲二次疫情阳性率增加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Our World in Data 

 

欧洲二次疫情爆发初期，死亡率不高。在第一波疫情期间，欧洲每日新增死亡人数

高峰期可到 5000 人以上。欧洲新增死亡人数在近期抬头，单日新增死亡人数由 10

月 1 日 637.7 人增加到 10 月 27 日 1710.6 人，可见随着欧洲二次疫情的全面爆发，

欧洲死亡率逐渐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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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欧洲二次疫情死亡率上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Our World in Data 

 

欧洲各国检测能力较第一波疫情时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在第一波疫情期间，欧洲主

要国家新冠测试试点和物资不足，每千人检测不足 1 人。而在欧洲二次疫情期间，

法国已达到每千人检测 4.1 人的水平，这也是导致法国单日新增确诊人数上升的原

因之一。 

 

图 10：欧洲检测能力提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Our World i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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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欧洲多国爆发“反新冠限制政策”的示威游行，促进新冠病毒的传播，

新冠病毒在寒冷环境下存活的时间要延长很多。在寒冷的季节更容易繁殖，病毒二

次甚至三次感染的可能性尤在。基于以上因素，欧洲地区新冠疫确诊人数提高，从

而迫使政府加强疫情管控措施。 

 

1.3. 欧洲各国普遍加强防控 

 

面对疫情风险，欧洲各国纷纷采取疫情管控措施来控制疫情并维持经济。 

 

表 1：各国封锁政策 

国家 各国措施 第一波疫情各国措施 

英国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周六在紧急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英

格兰地区计划从下周四开始再次“封城”一个月。不过和 3

月份不同的是，这一次学校将继续开放。约翰逊介绍称，封

锁期间，除售卖生活必需品的超市外，餐饮、娱乐等非生活

必须设施、机构一律暂停营业。和今年春天的第一次全面封

锁不同，此次封锁期间英国的小学、大学等校园将继续保

持开放。 

3 月 23 日开始执行，为期 3 周，若有成效，后续将

可能会放宽政策。拒绝不与自己同居的家人或朋友

见面；关闭所有售卖非必需物品的店铺及场所，包

括服装店、电子产品店、图书馆、游乐场、户外健

身室；禁止两人以上的公众集会（不包括同居家人、

朋友；停止除了葬礼以外的所有社会活动，包括婚

礼、洗礼和其他仪式。 

德国 

10 月 28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各联邦州州长制定全国统一

疫情防控措施。德国将从 11 月 2 日起实施更加严格的社交

接触禁令，暂定实施期限为一个月。默克尔称会采取强硬措

施，包括：限制聚会规模，关闭剧院、业余运动场等休闲场

所，餐饮场所停止提供堂食，限制商店人流，美容院、按摩

店等个人护理场所暂停营业等。同时德国政府将额外提供

70-100 亿补贴受影响的小企业。不过中小学和幼儿园暂不

受此轮措施影响，将继续开放。 

自 3 月 18 日推迟或取消公共活动、大型集会；限

制民众不必要的人际接触；关闭学校。 

法国 

当地时间 10 月 28 日晚，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从 10 月 30

日起重新实行禁足措施，以应对二次疫情的蔓延，新措施将

持续到 12 月 1 日。政府将每隔 15 天对措施效果进行评估，

以决定后续措施。封城期间，除公共服务、食品店等商业设

施外，餐厅、酒吧等非必要商业场所将关闭。民众出行需携

带出行证明，私人聚会和公共集会将全部禁止 

自 3 月 17 日 12 时起，禁止民众于未来 15 天内进

行除购买食品、工作和就医之外的所有非必要出

行，关闭欧盟和申根区边境 30 天，要求所有企业

尽可能进行远程办公 

 

西班牙 

西班牙新的封锁措施已于 25 日 18 时 25 分生效。除加那利

群岛外，在西班牙全国范围内将实行晚 23 时至次日 6 时的

宵禁，宵禁政策规定人们在这个时间段内不能在街上或者任

何公共场所内走动。夜间和早晨的具体时间可由自治区调

整，各自治区可以将这一时间段延长或限制 1 小时。当地时

间 10 月 28 日下午，西班牙三大区政府主席达成协议，三大

区将实施边界封锁措施，居民除不可抗力外不得进行出入大

区的行动。 

3 月 14 日宣布，西班牙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为

期 15 天的“封城”措施。除工作、就医或购买生

活必需品等特定情况外，全国范围内民众禁止走出

家门。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整理 

 

比较而言，因第二波疫情而引起的欧洲各国封锁的措施，相对弱于第一次封锁的政

策。在第一波疫情中，民众除如购买食品，就医等特殊情况下是不被允许出门。而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