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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英美新增疫情、住院人数、重症数继续回落，美国、英国最新
单日（02/27）疫苗接种分别为 218 万和 52.1 万剂，美国 65 岁及以上老人
已接种比例超过 50%。截至 2 月 27 日，美国（155.3 万，21.5%）、英国（35

万，29.8%）、法国（11.2 万，6.4%）、德国（14.4 万，7.1%）疫苗接种覆
盖率继续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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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千人，-2 千人）、英国（-4 千人，-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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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环比变化）；法国（+2263 人）、
意大利（+3864 人）、荷兰（+848 人）新增确诊有所反弹（括号内数字为周
度新增确诊人数环比上周变化）。 

 

各国经济活动先行指标环比反弹，韩国外贸加速修复。欧美经济意外指数（反
映数据实际强于彭博一致预期的幅度）、苹果设备（出行）指数环比回升、
美国 1 月份汽车销量继续反弹、美国酒店入住率上行至 48%、航空客运量
（人次）当日同比较一周前有所回升。外贸指标方面，韩国 2 月前 20 天出
口环比+7.85%高于历史同期。 

 

美国通胀预期快速上升（以 5 年期 TIPS 隐含通胀预期计，上行至近 10 年
来的高点 2.4%），核心物价上行动能也开始集聚。美国 1 月核心 PCE 物价
指数同比 1.5%，彭博一致预期 1.4%，前值 1.5%。如我们在《美国增长
或将呈“过热”之势》（2021/02/24）中所述，拜登政府强力财政刺激方案
逐渐成型、美联储总体保持鸽派态度，我们预计美国核心通胀可能在今年二
三季度逐渐接近并超过联储设定的 2%目标值。 

 

面临长端利率快速上行的压力，美联储扩表速度也有所加快。截至 02/24，
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环比上月末变化+2.5%，而 1 月份扩表幅度仅为 0.6%，
联储在 2 月份明显加大了对 MBS 债券的购买力度，对国债购买力度基本持
平。上周，多位美联储官员对美国国债收益率快速上行作出回应，表示其反
映的是美国经济增长前景和通胀预期改善，同时强调美联储并无因此过早收
紧政策的计划。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表示“复苏远远没有实现，未来的路径
仍然高度不确定，在遭受疫情重创的领域，物价仍温和，将继续提供货币政
策支持”。过快上行的利率水平不利于美国扩张性财政融资，我们预计联储
可能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或启动收益率曲线控制。 

 

价格指标、利率和资产表现：利率快速上行冲击全球股市下跌。大宗商品当
中，油价、铜价上涨较多，WTI 原油、布伦特油、LME 铜上周分别上涨 7.2%、
5.5%、5.4%，布油价格收于 67 美元/桶；贵金属收跌，黄金、白银价格分
别下跌 2.4%、1%。美国（+10bp，1.44%，盘中一度逼近 1.6%）、日本（+4bp，
0.15%）、英国（+8bp，0.82%）、德国（+7bp，-0.28%）十年期国债收益
率快速上行（括号内数字依次为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周环比变化、02/26 收
益率），美国 30 年期美债收益率达到 2.17%。受名义利率快速上行冲击，
全球股指普遍收跌，在主要经济体当中，上证和恒生指数跌幅相对最大。 

 

拜登刺激新一轮刺激方案待表决——2 月 27 日，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拜
登提出的 1.9 万亿美元刺激法案，按立法流程，该法案下周将在参议院进行
表决；上周四（2 月 25 日），参议院负责诠释议事章程的独立仲裁员已作出
裁定，民主党人不能将每小时 15 美元的最低工资纳入规模 1.9 万亿美元的
新冠救济方案，这意味着最低工资的增加需要获得参议院两党议员的支持，
最终方案或较众议院版本有所修正。我们重点关注本轮刺激计划最终落地的
规模（基准情形可能在 1.2 万亿美元左右），以及其中针对居民的直接转移
支付条款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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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research.htsc.com/3g/web_inst/inst_m1/strategy2.html?strategyId=13
https://research.htsc.com/3g/web_inst/inst_m1/strategy2.html?strategy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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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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新增疫情有所回落，法国、德国、意大利新增疫情有所反弹（单位：例）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图表2： 英美新增病例继续回落，法国有所反弹 
 

图表3： 欧元区、全球其他地区新增疫情小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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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有所下降 

 
图表5： 新冠疫情当期滚动死亡率：全球范围内继续下降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研究  资料来源：Wind，Bloomberg，华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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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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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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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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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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7 加强入境管理，来自有变异新冠病毒传播风险的国家和地区的旅客入境后必须在指定住宿地隔离 10 天。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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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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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 月 18 日所有入境法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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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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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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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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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1 德国联邦与各州政府 1 月 19 日达成协议，将现行主要新冠防疫措施延长至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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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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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8 意大利新防疫法令将紧急状态延长至 4 月 30 日，目前实施的跨大区通行禁令延长至 2 月 15 日，并维持 22 时至次日 5 时的宵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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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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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 联邦政府将于 2 月 11 日向大约 6,500 家零售药房发送一百万剂疫苗,此后将直接向多达 4 万家药店、商店提供疫苗，该计划旨在使更多

人能够快速接种疫苗。 

2021/1/26 拜登政府计划再从辉瑞和 Moderna 购买 2 亿剂冠状病毒疫苗，这将使美国有足够的能力在 2021 年夏末之前为 3 亿美国人完全接种疫苗；

拜登政府还将把每周向各州运送的疫苗数量从 860 万剂增加到 1000 万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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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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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8 根据周四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随着染疫人数不断上升，英国民众对于接种新冠疫苗的态度已变得更加热切，将近半数民众认为应强制

接种疫苗。市场研究公司凯度(Kantar)进行的调查中，77%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或将会接种新冠疫苗，高于去年 12 月的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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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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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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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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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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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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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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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19 
美国新冠肺炎疫苗供应量到 4 月份料将至少翻倍。辉瑞制药称，至 2 月 17 日，本公司已经向美国市场投放 4000 万剂新冠肺炎疫苗，到 3

月底，本公司仍然有望向美国供应 1.2 亿剂疫苗，公司在疫苗供应方面较原定计划提前两个月。 

2021/2/5 强生公司称，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递交关于新冠肺炎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预计该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将向美国市场供应 1

亿剂新冠肺炎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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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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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1 德国卫生部长施潘表示，德国生物技术公司 CureVac 的新冠疫苗正在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拜耳同意为德国生物技术公司 CureVac 生产

新冠疫苗，计划从 2021 年底开始，目标是在 2022 年生产 1.6 亿剂 CureVac 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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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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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151   1,552,717  21.46%  51,116   (8,766)  10,466  

英国  349,971   349,781  29.80%  15,485   (3,950)  2,118  

法国  82,630   112,080  6.41%  25,464   (937)  3,392  

德国  101,865   143,996  7.11%  -     -     4,207  

日本  3,156   3,356  0.02%  -     -     -    

以色列  123,006   113,721  87.90%  1,172   (438)  299  

沙特  10,220   17,337  1.7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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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