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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英国日新增病例已回落至 5000-6000 例左右；近两周，美国日
新增病例仍在 6 万例左右震荡。拜登政府承诺加快疫苗产能供给，美国、
英国最新单日（03/12）疫苗接种分别为 292.4 万和 35.4 万剂。截至 3 月
12 日，美国（230.3 万，30.8%）、英国（33.8 万，37.1%）、法国（21.3

万，10%）、德国（23.0 万，10.7%）诸国中，英国接种覆盖率已接近 40%

（括号内数字依次为最近 7 天平均日接种剂数和总人口覆盖率）。美国（-7

千人，-2 千人）、英国（-3 千人，-410 人）住院人数和重症病例继续回落（依
次为住院和重症人数较前一周环比变化）。美国新增疫情回落态势近两周陷
入停滞，或与 3 月初德克萨斯等州过早解除疫情管制（口罩禁令等）相关。
不过我们认为随着疫苗加速接种，美国疫情控制前景仍向好。拜登承诺在 5

月底前生产足够美国成人接种的新冠疫苗，较原有生产计划提前两个月。 

 

高频指标显示海外出行活动回暖。随着欧美疫情边际好转，美国酒店入住率
上行至 49%（去年低点 20%左右，今年年初 40%左右）；航空客运量（人
次）从今年 1 月下旬的低点持续回升，同比也修复至-43%（今年 2 月初为
-65%）；美国各大城市和欧洲主要国家的苹果设备（出行）指数及 citymapper

指数均较 1 月中下旬走强。 

 

美联储 3 月前两周净增持美债 444 亿美元，折算成全月，与 1 月的 772 亿
美元、2 月的 785 亿美元相去不大，暂未明显增加购债规模。市场期望联储
明确政策退出路径，并对何种情形下可能调整购债计划给出指引——类似欧
央行 3 月议息会议声明从下个季度开始加快债券购买速度的表态（如我们在
《欧央行有望加快购债速度》（2021/03/13）中所述）。加快购债有助于缓解
市场对无风险收益率短期过快上行的担忧，但却可能提升中期通胀水平（释
放更多流动性），中长期来看，难以阻挡利率“正常化”的进程，对联储和
欧央行都将是如此。 

 

价格指标、利率和资产表现：10 年期美债名义利率突破 1.6%、真实利率跟
随上行；大宗商品价格由快速上行转入震荡。美国（+8bp，1.64%）、日本
（+1.5bp，0.11%）、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行，英国（-5bp，0.78%）、
德国（-3bp，-0.34%）在欧央行宣布将加快购债后有所回落（括号内依次
为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周环比变化、03/12 收盘收益率）。10 年期美债利率
上周五终于突破 1.6%、TIPS 隐含通胀预期基本走平，而实际利率则跟随名
义利率快速上行；最近一个月，10 年、30 年期实际利率升幅均在 40bp 左
右。大宗商品价格转入震荡，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一周基本走平，而铁矿石
和各类农产品价格均有回调。美联储处于 3 月议息前的静默期中，上周前四
个交易日，美债利率未现快速上行，欧美股指一周均有收涨；但如联储 3

月议息的货币政策（购债等）指引不及预期，资产价格波动仍有加大可能性。 

 

在 1.9 万亿美元纾困法案正式获拜登签署后，民主党下阶段政策重点将转向
推动以大规模基建为核心的“经济复苏计划”。不过，如我们在《美国参议
院通过 1.9 万亿新增刺激》（2021/03/07）中所述，两党在扩张性财政政策
方面分歧较大，民主党将每个财年一次的“预算调解”机会用在了推动 1.9

万亿刺激落地上面，故而如果两党无法就基建计划相关内容达成一致的话，
拜登政府的基建计划大概率无法在 2021 财年强行推动，最快可能是今年 9

月底进入新一财年后，取得实质性进展。 

 

风险提示：海外疫苗接种推进不及预期，欧美经济重启慢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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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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例）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图表2： 英国新增病例继续回落，法国、印度有所反弹 
 

图表3： 美国、欧元区新增疫情略有反弹，但仍在低位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研究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研究 

 
图表4： 新冠疫情最近 7 天新增死亡病例：欧洲回落，美国在低位波动 

 
图表5： 新冠疫情当期滚动死亡率：欧洲继续下降，美国相对稳定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研究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研究 

 

 

 

 

 

 

 

 

 

2/28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10 3/11 3/12 累计确诊：例
日新增病例
环比变化

美国 52520 58910 56451 85672 69709 67618 60187 42359 48402 56854 60618 63778 64637 29,990,539

英国 6040 5462 6428 6408 6639 6024 6118 5260 4823 5869 6021 6835 6684 4,261,394

法国 19952 4703 22857 26788 25279 23507 23306 21825 5327 23302 30303 27166 25229 4,015,560

西班牙 15978 6137 6037 6654 11958 4013 13459 -86 5348 3,230,784

意大利 17440 13106 17063 20840 22845 24010 23633 20724 13882 19725 22275 25649 26790 3,175,807

德国 4728 5152 8686 7237 14793 7351 6480 8589 5265 8673 13649 13152 8142 2,559,793

日本 998 697 887 1243 1170 1145 1054 1065 599 1126 1312 1318 1270 44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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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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3/2 部分州已经开始放松防疫措施，得克萨斯州和密西西比州 3 月 2 日相继宣布取消“口罩令”；然而美国多地都出现了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美

国疾控中心主任罗谢尔·沃伦斯基（Rochelle Walensky）博士公开警告称，鉴于纽约新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美国目前取得的

所有抗疫进展或将“前功尽弃” 

2021/1/31 自 2 月 1 日零时起，在全美所有公共交通场所内实行“口罩强制令”，范围覆盖飞机场、火车站、公交车和出租车等。同时，美国国土安全

部 1 月 31 日宣布，已经赋予了交通管理局工作人员驱逐拒绝佩戴口罩乘客的权力。 

2021/1/21 联邦机构内必须配戴口罩并执行社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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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 2021/2/22 英国首相约翰逊 22 日在议会公布了一个路线图，计划分四步逐渐放宽英格兰地区现有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但具体如何实施还需要视疫

情最新发展状况而定。第一步主要包括：计划从 3 月 8 日起所有学校复课；3 月 29 日起，将允许 6 个人或两户家庭在户外聚会，户外体

育设施重新开学等。第二步不会早于 4 月 12 日开始实施，主要包括允许非必需的零售业店铺、理发店、公共图书馆、动物园等重新开放。

第三步不会早于 5 月 17 日实施，主要包括：撤销户外社交活动的大部分限制，但仍不允许 30 人以上的聚会。电影院重新开放，部分在

符合条件的室内场馆举行的运动赛事和表演也将可以举办。第四步将不会早于 6 月 21 日实施，届时所有限制社交接触的相关防疫措施有

望撤除。 

2021/2/14 当地时间 13 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参观一家疫苗工厂时表示，将在本月 22 日宣布英格兰地区逐步放松如今正在实施的防疫封锁

措施。他指出，教育是政府优先考虑的因素，中小学校将在 3 月 8 日开学，随后将放开非必需的商店。 

2021/2/3 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我们准备采取更多和进一步行动加强边境防疫措施。 

法国 2021/3/12 法国 3.11 发表声明称，该国将放宽以色列、日本、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和英国这 7 个非欧盟国家的旅行限制。法国往返上

述国家的人员不必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文件，但仍需提供 72 小时内有效的新冠阴性证明。 

2021/3/4 法国总理卡斯泰 4 日表示，政府将强化新冠疫情防控举措，包括自 6 日起在加来海峡省实施周末封闭隔离措施。 

2021/2/25 法国卫生部长韦朗及主管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博纳发布联合声明称，东部摩泽尔省将从当地时间 3 月 1 日起加强同德国边境的疫情防控

措施。 

2021/2/25 法国总理卡斯泰 25 日表示，法国过去数日新冠疫情有所恶化，政府将多措并举加强疫情防控。法国滨海阿尔卑斯省和北部省本周内先后

宣布，滨海阿尔卑斯省沿海地带的 63 个市镇和北部省敦刻尔克市及其郊区自本月 26 日起实施周末封闭隔离措施。 

2021/1/29 1 月 31 日起，售卖非食品类、占地超过 2 万平方米的商场将暂停营业。此外，自周日午夜零时起，法国将对非欧盟国家关闭边境。除非

有必要理由，禁止任何欧盟以外国家的人入境法国，同时也禁止从法国出境前往欧盟以外的国家。所有入境人员必须持有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往返海外领土的旅行人员也将必须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西班牙 2021/3/4 当地时间 3 月 4 日，西班牙马德里大区政府代表团决定禁止在 3 月 8 日国际妇女节期间的一切示威游行和聚集活动。 

2021/2/18 当地时间 18 日，为了遏制变种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输入，西班牙政府颁布法令，即日起从巴西和南非任何机场乘飞机入境西班牙的居民

须强制隔离 10 天 

2021/1/15 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区宣布了新的限制措施，新措施于 1 月 21 日生效，为期 14 天至 2 月 3 日，还有部分现行措施持续至 1 月 31 日。限

制措施主要内容包括：严禁聚会、宵禁、关闭体育馆等。 

德国 2021/3/11 德国疾控高官当地时间 10 日表示，该国第三波新冠疫情已经开始，尽管疫苗接种工作正在进行中，但人们仍需遵守佩戴口罩、保持社交

距离等防护措施。 

2021/3/4 德国联邦与地方政府 3 日夜达成协议，再次延长现行新冠防疫举措至本月 28 日，同时确定了逐步“解封”计划。当晚达成的全国“五步走解

封”计划包括：第一步，学校、幼儿园、理发店等有条件开放；第二步，从 3 月 8 日起，书店、花店、园艺中心等可在遵守防疫规定、限

制客流的前提下开放。满足 7 天感染率（每 10 万人 7 天内新增确诊病例数）低于 50 例的地区可从 3 月 8 日起进入第三步，非必需日用

品零售商店、博物馆、动植物园、户外运动设施等可有条件开放；第四步从 3 月 22 日起，餐饮业露天堂食、电影院、音乐厅等将有条件

开放；第五步从 4 月 5 日起，室内运动与大型户外体育活动可恢复。协议为“解封”设置了“紧急刹车”机制，即当某地 7 天感染率连续三天

突破 100 例时，当地从次日起恢复实施 3 月 8 日前的防疫政策。 

2021/1/29 德国从 30 日起针对那些高传染性变异毒株正在广泛传播中的国家往来于德国之间的航班、火车、巴士和轮船等各类客运工具的乘客实施

入境限制。其中，30 日起首先限制欧盟以内的爱尔兰、葡萄牙以及欧盟以外的英国、南非和巴西。31 日起，非洲国家莱索托和斯威士兰

亦将被加入限制国家行列，相关禁令预计将实施至 2 月 17 日。 

意大利 2021/3/12 意大利政府周五召开会议后决定出台新法令，继续收紧疫情防控措施。新法令的有效期为 3 月 15 日至 4 月 6 日，届时发病率超过每 10

万居民 250 例的大区将自动进入最高的疫情风险红色级别；还要求 4 月 3 日至 4 月 5 日复活节周末期间全境执行“红色区域”管控措施，

但允许民众每天在大区范围内出行一次，最多两名成年人同行。 

2021/3/2 当地时间 3 月 2 日，意大利总理德拉吉签署法令，明确了 3 月 6 日至 4 月 6 日期间实施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全国范围的限制措施主要

包括禁止非必要的跨大区出行，每晚 22 点至次日凌晨 5 点实施宵禁，停止举办展览、大型会议等聚集活动。在防控级别最高的“红色”区

域，暂停食品店、药店以外的商铺营业，禁止餐饮场所提供堂食服务，限制居民的非必要出行；在防控级别最低的“白色”区域，除基本防

疫规定外解除其他管制措施，并延后宵禁起始时间。 

2021/2/25 意大利卫生部长斯佩兰扎向参议院通报新冠疫情时表示，该国当前状况不允许降低防控级别，呼吁民众不要放松警惕。斯佩兰扎说，随

着变异毒株感染情况增多，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需要继续推进疫苗接种计划，做好隔离防控工作。斯佩兰扎透露，意政府正着手制定下

一阶段防控法令，计划实施时间为 3 月 6 日至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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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Bloomberg，华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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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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3/2 

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将在 5 月底前生产足够美国成人接种的新冠疫苗，将原有的疫苗生产计划提前两个月。同时，拜登表示为了加

快开放美国中小学的面对面授课，将从下周开始利用“联邦药房计划”（Federal Pharmacy Program）为所有教育工作者、学校工

作人员及儿童保育工作者实行优先接种计划。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可以在附近药店预约新冠疫苗接种，以争取在 3 月底前让这些教

育工作者至少接受一次疫苗注射。 

2021/2/27 在 75 岁及以上年龄段，接受第一针新冠肺炎疫苗注射的人数占比已经达到约 60%。65 岁以上年龄段，接种第一针疫苗的人数大

约为 50%。养老院已经有 75%的入住者接种第一针疫苗。 

英国 

2021/2/28 英国卫生大臣 Hancock：英国有超过 2000 万人接种了疫苗。 

2021/2/15 英国卫生大臣 Hancock：目前有三分之二的护理工作者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大约有五分之四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工

作人员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 

2021/2/4 英国宣布启动一项新冠疫苗试验，将探索第一针和第二针分别注射不同疫苗（辉瑞疫苗和阿斯利康疫苗）的效果，相关免疫反应

的初步数据预计在 6 月初左右获得。 

法国 

2021/2/3 
法国卫生部长 Veran：阿斯利康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可以用于所有年龄段的接种。那些曾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仅仅接种了一剂疫

苗。未来 4-6 周恐怕都不会放松疫情管控力度。 

2021/2/3 法国卫生机构发言人：我们建议最高 64 岁的人群可以接种由阿斯利康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法国拒绝建议将接种对象覆盖到 65

岁以上人群。 

德国 
2021/2/25 

德国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员工 24 日起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当地时间 23 日，德国卫生部长施潘宣布，从 24 日起，学校和幼儿园

的教职员工将可以开始进行疫苗接种，修改后的疫苗接种条例将于 24 日起生效。 

2021/2/10 德国政府发言人：德国为全球疫苗开发提供了 1.5 亿欧元资金。 

日本 

2021/3/5 日本首相菅义伟：对新冠病例反弹的担忧正在增强。3 月底前将在 3 万个地点进行新冠检测。疫苗接种范围将在 4 月份扩大。 

2021/2/15 日本批准辉瑞新冠疫苗,将自 17 日起为医务人员接种辉瑞疫苗。 

2021/2/2 辉瑞疫苗最快在 2 月 14 日到达日本。日本希望在二月中旬启动新冠疫苗接种。 

以色列 
2021/1/11 以色列总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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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瑞承诺每周运送 40 至 70 万

剂疫苗。 

沙特 
2021/1/27 沙特正在与疫苗生产商进行谈判，以向包括也门和一些非洲国家在内的低收入国家提供疫苗。 

2021/1/21 沙特阿拉伯卫生部宣布被迫延迟为本国居民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其原因是由于美国辉瑞公司提供给沙特阿拉伯的疫苗延期。 

资料来源：Bloomberg，华泰研究 

 

图表8： 各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及产能 

国家 时间 内容 

美国 

2021/3/12 拜登将下令让所有的美国成年人在 5 月 1 日前都可接种新冠疫苗。按照计划，美国拟在 5 月 31 日前为所有成人提供疫苗。 

2021/3/10 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 Psaki：辉瑞制药和 Moderna 向美国多个州的新冠肺炎疫苗供应量下周将增至 1580 万剂。 

2021/3/3 
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 Psaki：美国的新冠肺炎疫苗供应将提高至每周 1520 剂，美国下周将交货 1520 剂由 Moderna 和辉瑞制药供应的

疫苗。总统拜登将签署国防生产法案，以促进默克制药帮助强生生产新冠疫苗。 

英国 

2021/2/26 英国计划从 4 月中旬开始为 40 岁以上的民众提供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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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分别向阿斯利康和辉瑞订购了 1 亿剂和

3,000 万剂疫苗；此后为 2480 万人提供第一次注射。 

法国 

2021/2/3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 2 日晚表示，法国将加快新冠疫苗生产，以解决疫苗供应问题。从本月底开始，法国将有 4 个生产基地生产

新冠疫苗。法国近期仍将集中进行对脆弱人群的疫苗接种，预计在 3 月初实现对养老机构 80%居民的疫苗接种，同时也将为 75 岁以

上人群进行普遍疫苗接种。到今年夏末将为有意愿接种的所有法国成年人提供疫苗。 

德国 

2021/3/8 德国财政部长 Scholz 表示，未来几周将大幅提高疫苗接种速度，3 月底开始每周最多可接种 1000 万剂。 

2021/2/22 德国未来六周将获得 1000 万剂由 BioNTech（辉瑞制药合作伙伴）和阿斯利康生产的新冠肺炎疫苗。 

2021/2/1 辉瑞合作伙伴、德国 BioNTech 表示，第二季度他们将向欧盟增加供应 7500 万剂疫苗。供应增加得益于 BioNTech—辉瑞在德国马尔

堡增设一处新冠疫苗生产厂，该厂将于 2 月投产，年产量可达 7.5 亿剂。 

日本 

2021/1/28 阿斯利康拟在日本生产 9000 万剂疫苗，这在达成协议的 1.2 亿剂中占 75%，此举意在让日本国内生产走上轨道，有助于疫苗稳定供

应。 

2021/1/5 政府打算在 2021 年上半年为整个人口获得足够的 COVID-19 疫苗，将在 6 月之前从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获得至少 1400 万剂疫苗。 

以色列 

2021/3/8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截至 4 月底，以色列将会给 16 岁以上的所有人接种新冠疫苗，目前还有 100 万人尚未接种。 

2021/1/24 以色列卫生部 22 日宣布，已进一步扩大新冠疫苗接种人群，开始为 16 岁以上的中学生接种。目前，以色列已针对医护人员、教师、

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群体以及 40 岁以上人群进行了疫苗接种。 

2021/1/14 1 月 7 日，以色列总理称目标是到 3 月底为所有 16 岁以上的公民接种疫苗；并在周日（1 月 10 日）表示，已经有 70％的 60 岁以上

的人接种了疫苗，该运动将很快扩大到包括 50 岁以上的所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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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Bloomberg，华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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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 各国新冠疫苗接种人次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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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住院人数 住院人数的环比上周变化 目前重症病例 

美国  1,404,380   2,302,844  30.81%  40,212   (7,140)  8,137  

英国  349,171   338,103  37.05%  8,404   (3,109)  1,237  

法国  101,825   212,876  10.02%  24,818   (462)  3,743  

德国  123,696   229,991  10.66%  -     -     4,207  

日本  10,018   26,296  0.18%  -     -     -    

以色列  116,304   85,219  101.74%  997   (338)  254  

沙特  29,110   103,899  5.81%  -     -     -    

注：接种人次的计算基于单支疫苗，接种者通常需要接种两次疫苗；最新总人口覆盖率指该国总人口中每 100 人接种疫苗数量。 

资料来源：Bloomberg，华泰研究 

 

图表10： 美国疫苗推进速度与每日新增确诊人数 
 

图表11： 日度美国重症病例和新增死亡人数走势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研究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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