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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所在、落地时间与效果预估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 新财政刺激法案分歧何在？ 

两党历次救助提案体现疫情下各自关注重点，两党在方案总金

额，失业救济，中小企业救助，教育补助，州政府和地方补助和

疫情责任保护等方面继续存在较大分歧。另外，共和党参议院与

特朗普白宫在救助方案上出现不同声音。 

► 如何看待已实施的财政刺激法案？ 

今年以来美国共实施了四轮财政刺激计划，总额约 2.6万亿美

元，占美国 GDP的比重达 12%。政策效果卓著，期间经济快速恢

复，金融市场反响较为剧烈。但是，当前既有财政刺激法案已经

基本到期，经济恢复已现颓势，新政策落地势在必行。 

► 新法案何时落地？ 

目前，两党在多个关键问题上仍然僵持不下，更重要的是，即使

能达成原则上的协议，也不太可能会在大选落幕之前通过。新法

案有可能要在新总统履职以后才会通过。 

► 若新法案落地，对经济影响几何？ 

1）就业层面，美失业率修复速度放缓，部分指标开始反弹，失
业结构存恶化趋势。预计新财政刺激法案的落地将有助于逆转当

前美就业恢复欠佳的困境，并改善就业结构。 

2）生产层面，预计新法案落地后生产端修复速度将进一步加

快。考虑到当前生产端依旧处于稳定的上升通道，该轮法案对生

产端的边际效应可能小于此前法案。 

3）需求层面，政策将直接带动需求，通胀水平将进一步攀升。 

整体而言，预计法案落地后美国的经济修复速度将进一步加快，

但相较于前期刺激法案，本轮刺激政策边际效应可能会有所减

弱，同时修复效果还有赖于美国整体的疫情防控与大选结果。 

► 若新法案落地，对市场影响几何？ 

1）新财政刺激政策的落地将进一步引发市场的积极预期，市场

有望打开新一轮上涨行情。 

2）经济恢复、通胀抬头，美债收益率缓步上行。 

3）美国财政赤字快速扩张，财政赤字化与美联储扩表的驱动下，

“弱美元”的行情将进一步持续。 

 

风险提示 
经济出现超预期波动，对相关指标预测带来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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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财政刺激法案进展及分歧 

美国时间 10 月 21 日，美国第二轮新冠疫情救助方案进展继续停滞。21 日收盘

后，美国四大大指数期货价格全面下跌，代表市场对在总统选举前通过第二轮救助方

案不抱希望。尽管民主党众议院议长洛佩西与财政部长姆努钦宣布取得重要进展，以

及川普方面将救助方案总额由 1.6 万亿美元逐渐提升到 1.9 万亿美元的让步。但共和

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近日表示将拒绝政府和众议院的新方案并提出新的救助方案，

代表着共和党就疫情刺激方案以及近期政策的内部分歧明朗化。 

表 1： 21 日收盘后期货价价格以及变动情况 

指数 Month Last High Low Chg.% Chg.% 
US 30 Dec 20 27979.0 28154 27897.0 -155.0 -0.55% 

US 500 Dec 20 3414.12 3433.62 3402.88 -19.38 -0.56% 

US Tech 100 Dec 20 11631.88 11701.38 11593.62 -59.37 -0.51% 

Small Cap 2000 Dec 20 1594.95 1605.05 1587.85 -9.55 -0.60% 

资料来源：Investing，华西证券研究所 

根据最新公布的方案内容，三方（民主党，白宫，参议院共和党）在方案总金

额，失业救济，中小企业救助，教育补助，州政府和地方补助和疫情责任保护等方

面继续存在较大分歧。 

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号召其同僚将精力放在 10 月 26 日的最高院大法官提

名通过表决上，并提出参议院上月提出的 5000 亿美元方案已经足够满足当下的救助

需求（主要包括：教育经费，失业救助和企业工资保障），然而该方案在参议院投票

中被民主党驳回。 

民主党坚持 4360 亿美元的州政府和地方补助，但白宫在该项救助上拒绝任何超

过 1500 亿美元的支出。在额外失业救助金上，民主党和白宫继续存在 200 美元每周

的分歧（民主党要求每人 600 美元每周，白宫要求 400 美元每周）。同时，民主党和

白宫在食物救助和税务减免上尚有一定分歧。 

2.此前救助方案与当前提案对比 

表 2：首轮疫情救助方案 VS.次轮疫情救助提案-民主党 VS.次轮疫情救助提案-共和党 

 
首 轮 疫 情救助方案

(3 月 27日法案通过) 

新 版 次 轮疫情救助

提 案 - 民主党 (10 月 1

日通过众议院) 

次 轮 疫 情救助提案 -

民 主 党 (5 月 15日通

过众议院) 

次 轮 疫 情救助提案 -

共 和 党 (7 月 27 日于

参议院提出) 

方案总金额 $2.2 万亿 $2.2 万亿 $3 万亿 $1 万亿 

直接救助最大金额 

$1200（单人及年收入
7.5 万美元）$2400（单

人及年收入 12.5 万美

元） 

与首轮相同 与首轮相同 与首轮相同 

受抚养人补助 
16 岁及以下受抚养人

$500 

每位受抚养人$500，无

年龄限制 
每位受抚养人$1,200 

每位受抚养人$500，无

年龄限制 

额外失业救助金 
在各州标准上增加$600 

每周 
与首轮相同 与首轮相同 

起始$200 每周，上限

$500 每周 

额外失业救助有效期 7月 31 日过期 

延期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可继续延期至 3 月

底 。 向 州 政 府 支 付 

$9.25 亿相关经费 

所有从业人员延期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部

分从业人员可继续延期

至 3月底。 

9 月前$200 每周，12

月 31 日前失业前工资
的 70% 

工资保障 
向企业发放$6590 亿 但

75%必 须 用 于 工 资 支

增加$300 亿及以上救助

金 ，扩大救助金适用

延期至 12 月 31 日。取

消 75%救助金必须用于

增加$1900 亿至 PPP 项

目 （ 原 原 有 救 助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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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维持$1300 原有保

障金额至 8月 8日 

企业范围。 工资限制。 目），取消 75%救助金必

须用于工资限制。 

税务减免 
减免 50%，减免上限
$10000 

与首轮相同 
减免 80%，减免上限
$15000 

减免 65%，减免上限
$30000 

就业鼓励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450 每周返岗奖励金 

租客保护 

8 月 24 日前禁止驱逐，

7 月 25 日前禁收租金延
期罚款。 

$591 亿租金及其他服
务救助 

原方案延期 12 月，并

增 加 $2000 亿 房屋 项
目，支助$1000 亿租房

支助 

未提及 

重新开放校园 未提及 

K-12 项目$1820 亿, 高

等教育$390 亿, 儿童看

护$570 亿 

K-12 项目$580 亿, 高
等教育$420 亿, 

开启面授课程的 K-12

项目$700 亿, 高等教育

$290 亿,印第安教育机

构$50亿,州政府自由分

配$50 亿 

免于诉讼保护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5 年期免于诉讼保护

（商业、医院、学校） 

新冠病毒检验以及治疗 未提及 $750 亿 未提及 $160 亿 

资料来源：Investing，华西证券研究所 

3.既有刺激法案落实情况与新法案落地时间研判 

3.1.既有刺激法案落实情况 

当前美国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攀升。上周（10 月 16 日），美国财政部发布的 2020

年财政最终预算结果显示，美国 2020 年财政预算赤字达到了 3.13 万亿美元（2019

年赤字为 9844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纪录，是 1945 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赤字的增

加主要来源于为应对新冠疫情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 

美国目前共实施了四轮财政刺激计划，总额约 2.6 万亿美元，占美国 GDP 的比重

达 12%。仅第三轮刺激计划的金额就有 2.2 万亿美元，是美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财经

刺激援助方案，期间经济快速恢复，金融市场反响剧烈，美股大幅反弹。从时间上

来看，美国的前三轮财政刺激方案从推进到生效也只仅仅用了三周时间，效率较高。

就目前来看，既有财政刺激法案已经基本到期，尽管存在诸多弊端，但让新一轮财

政刺激政策落地可能是美国当前恢复经济最为有效的办法之一。目前美国经济恢复

已现颓势，政策落地势在必行。 

 

表 3：各轮次财政刺激法案落实情况(单位：亿美元) 

日期 政策 状态 具体内容 金额 

3 月 6 日 HR6074 法案，紧急补充拨款法案 已签署 
78 亿美元用于州和地方政府抗疫（包括疫苗开发
和公共卫生资金）、5 亿美元用于向联邦医疗保险

拨款用于病毒的远程医疗计划。 
83.00 

3 月 18 日 
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国税局（IRS）发

布了 2020-17 号通知 
实施中 

美国纳税人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到期的美国联邦
所得税逾期不会产生罚款或利息，并且允许个人

和其他非企业纳税人延期缴纳最多 100 万美元的

美国联邦所得税，公司纳税人也可以延期缴纳最

多 1000 万美元的美国联邦所得税，但是申请截

止日期仍为 4 月 15 日不变 

 

3 月 18 日 

美国总统签署 HR6201 法案，家庭首

次冠状病毒应对法，为职工提供带

薪病假，加大失业保险范围等防疫

手段该法案将于 4 月 2 日生效 

实施中 救助资金，免除所有学生贷款利息 1040.00 

3 月 27 日 3 月 27 日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 2.2 已签署 4月 14 日美国财政部决定将 2万亿中的 250 亿美 2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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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美元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 元分配给民航业者的薪资援助计划 

4 月 17 日 农业救助计划 白宫宣布 

190 亿美元的农业救助计划将帮助受新冠疫情影

响的农民和农场主等群体，其中 160 亿美元用于
直接经济救助，30 亿美元用于政府经济采购 

190.00 

4 月 24 日 第四轮经济刺激方案 已签署 

1）增加小型企业贷款计划（PPP）额度 3220 亿
美元；2）600 亿美元用于灾难贷款；3）750 亿

美元用于补贴医院；4）250 亿美元用于增加各州

检测能力。 

4840.00 

8 月 8 日 失业救济 已签署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从现有的 700 亿

美元救灾基金（DRF）中拨出 440 亿美元用于联

邦政府每周向失业者提供 300 美元的额外失业救
济，并呼吁各州为另外 100 美元的失业补助提供

资金，相当于为失业者提供每周 400 美元的额外
救济。同时继续推进减免学生贷款、递延部分工

资税等政策。 

440.00 

资料来源：BLOOMBERG、华西证券研究所 

 

3.2.新法案落地时间研判 

两党存在很小可能在大选前就新一轮财政刺激达成协议。梳理相关内容后发现，

三方（民主党，白宫，参议院共和党）在方案总金额，失业救济，中小企业救助，

教育补助，州政府和地方补助和疫情责任保护等方面继续存在较大分歧，而时间则

不多，且双方各自的首席谈判代表佩洛西和姆努钦在向各州提供援助和商业责任保护

等关键问题上僵持不下，因此不太可能在大选之前达成协议。更重要的是，即使能

在未来几天宣布达成原则上的协议，看起来也不太可能会在大选日之前通过。 

新法案有可能要在新总统履职以后才会通过。 

 

4.财政刺激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4.1.就业层面 

美国 9 月的 U3 失业率降至 7.9%，修复缺口 0.5%，远低于 8 月的 1.8%。代表失

业 15 周或以上劳动力占比的 U1 失业率降至 4.6%，修复缺口虽优于上月的-0.1%，但

仍旧显著高于 4 月的 1.1%。失业统计口径最宽泛的 U6 失业率1降至 12.8%，修复

1.4%，小于上月的 2.3%，依然在保持在疫前水平的两倍左右，表明部分劳动群体因

为担心病毒感染或经济形势，对返回劳动力市场更为谨慎或缺乏信心。美劳工部数据

显示，美国上周（10 月 10 日）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至 89.8 万人，相较于上上

周数据（10 月 3 日，为 84.5 万）发生反弹；持续申领失业补助金人数维持在 1000

万人以上，进一步说明了当前美国就业的恢复困境。可见，美失业率虽然处于下行

通道，但修复速度正在放缓，部分失业指标开始出现反弹。 

 

                                                                 
1 包含了对当前经济形势感到失望的气馁的求职者、拒绝就业的劳动者、没有全职工作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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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失业率（U1-U6，单位：%） 

 

 图 2 美国领取失业金人数情况（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失业结构存恶化趋势。美国 9 月暂时性失业人数 463.7 万人，环比减少 152.3

万人，对本月新增非农就业数据的贡献率达到 230%。永久性失业人数 375.6 万人，

环比增加 34.5 万，上升幅度 10%，这也是永久性失业自 7 月以来连续两个月上行。 

 

图 3 美国就业结构恶化（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预计新财政刺激法案的落地将有助于逆转当前美就业恢复欠佳的困境，并进一

步改善当前就业结构。从《CARES 法案》经验来看，刺激政策落地快速逆转了彼时美

国失业率快速上行的趋势，失业规模与失业结构均得到快速改善。根据目前新刺激法

案可能涉及的失业救助举措，预计未来新一轮财政刺激法案落地将进一步修复美国整

体就业情况，令失业率重回修复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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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生产层面 

10 月，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新订单指数分别反弹至 32.3和 42.6，新订单指数

创疫情以来新高；就业指数为 12.7，出现了一定的下滑。纽约联储 PMI 指数的变化

趋势与费城制造业指数整体类似，但商业活动/生产的 PMI 指数则从 9 月的 17 回落至

10.5，恢复速率放缓。 

 

图 4 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 

 

 图 5 纽约联储 PMI 指数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与费城和纽约州制造业指数结果不同，Markit 制造业 PMI 自 5 月开始连续反弹，

8 月、9 月别为 53.1 和 53.2，9 月的商务活动 PMI 则出现了小幅下降。结合新财政

刺激法案可能涉及的薪酬保护计划，预计新一轮法案落地后生产端修复速度将进一

步加快。同时，考虑到当前生产端依旧处于稳定的上升通道，预计该轮法案对生产

端的边际效应可能小于此前的财政刺激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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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Markit 制造业 PMI 指数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4.3.需求层面 

疫情加速了美国制造业的去库存，前期多轮次的财政刺激法案推动居民消费快

速反弹。制造业当前处于去库末期和主动补库的早期阶段。 

 

图 7 堪萨斯制造业指数同比和美制造业 PPI（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华西证券研究所  

当前美国 CPI 仍然处于较低水平，9 月 CPI 为 1.4%，核心 CPI 为 1.7%，基本与

上月持平。结合当前需求复苏优于供给的现实情况，预计美国通胀将进入持续上升

通道。从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的历史走势来看，通胀预期往往领先实际通胀，实际

通胀比通胀预期的波动更大。目前通胀预期的反弹具备合理性，因为相较于金融危机

后 2%-2.5%的平均水平，现阶段的通胀水平并不算高。因此，可以预计随着新财政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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