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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趋势分析：全球周度新增确诊环比增速下降。当前美国疫情扩散虽增速有放缓但整体情况仍较严重，截至 8 月 21 日

已有 25 个州考虑暂停重启，其中 12 州出台新的限制措施，疫情持续扩散或进一步拖累美国经济复苏节奏。欧洲主要国

家疫情持续扩散，西班牙扩散增速再度回升。日本疫情仍未得到明显控制，单日确诊多日仍突破千人，东京和大阪疫情

形势仍严峻。韩国疫情反弹，3 月以来首次确诊达 300 例以上，韩国政府宣布全面启动首都圈“保持社交距离”防疫二

级响应，加强防疫管控工作力度，禁止在大首尔地区举行礼拜活动和大型集会。新兴市场主要疫情国家中巴西疫情发展

较前一周明显好转，疫情或逐步可控，印度疫情仍处于持续蔓延阶段，已连续 24 日日均新增确诊超 5 万例，日均确诊病

例维持全球第一。中国本土疫情得到控制，上周新增病例均为境外输入。 

 疫情应对政策跟踪：财政政策方面，8 月 17 日，新加坡财政部长公布总额为 80 亿新元的下阶段抗击新冠疫情纾困救助

措施。货币政策方面，8 月 19 日，印尼央行宣布维持存款利率在 3.25%不变，维持贷款利率在 4.75%不变，7 天逆回购

利率维持在 4.00%不变。8 月 20 日，央行发布 8 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 年期 LPR 为 3.85%，5 年期以上 LPR

为 4.65%，LPR 报价连续第四个月保持不变。8 月 20 日，欧洲央行宣布从 9 月 1 日起，欧洲央行与英国央行、日本央行

和瑞士央行将共同降低 7 天期美元信贷供应频率，从每周三次降至每周一次。 

 国内政策跟踪： 8 月 17 日，国务院常务会强化宏观政策针对性有效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继续落实好金融支持政

策，确保新增财政资金直接惠企利民，国常会明确下阶段政策支持方向。8 月 18 日，发改委印发《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

专项企业债券发行指引的通知》和《关于信贷支持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的通知》，支持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信

贷和企业债券政策支持组合拳推进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融资。8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大幅下降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将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的四倍为标准。 

 海外市场政策跟踪： 8 月 19 日，美国国务院以中国制定国安法为由，声称已经通知香港政府，暂停或终止与香港的三

项双边协议，包括“移交逃犯、移交被判刑人员，以及在对等基础上对国际船舶营运所得免税”；香港特区政府暂停履行

港美移交逃犯协定及港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上周，中美双方就是否举行贸易协议谈判表述不一，中国商务部于 8 月 20

日新闻发布会表示中美双方已商定于近日举行通话。 

 上周海外货币信息汇总：美联储表示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依旧在持续，美国经济复苏将是缓慢且渐进的，全

年经济增长预计受到 4%的冲击，这取决于疫情的发展进程，预计美国经济不会出现 V 型反弹。美联储可能需要进一步放

松货币政策以提振经济，可能会在预期更长的时间内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暂不考虑收益率曲线控制，预计国会也将出

台后续财政方案，目前需要更好地控制新冠病毒以及政府为失业者和企业提供更多帮助。欧央行表示，经济正在缓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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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但速度不及预期，对于紧急抗议购债计划，一些决策者持保守态度，决策者认为 PEPP 应为上限，而不是目标，但对

于欧洲目前的经济情况，还是要充分运用该工具。澳洲联储表示，将继续保持 3 年期 0.25%的国债收益率目标，直到实

现充分就业和通胀目标，目前不会调整货币政策，但如果经济复苏持续缓慢，可能会启动购买政府债券计划。 

 风险因素：全球疫情二次爆发大面积扩散，中美关系持续恶化，政策力度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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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数据分析 

 全球疫情——全球周度新增确诊环比增速下降，美国、巴西新增确诊增速大幅下滑，欧洲疫情仍在扩散 

截至 2020 年 8 月 21 日，全球累计确诊 23,145,872 例，现有确诊人数 6,557,945 例。具体来看，上周一至周五全球新增确诊

病例环比下降 6.97%，前一周为环比上升 3.69%，全球新增确诊环比增速大幅下滑。从每日新增病例结构来看，西班牙、法

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每日新增病例延续上升趋势，其中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周一至周五日均新增病例分别为 8,648 例、630

例、979 例，环比增速分别达 51.98%、40.44%、6.32%，较前一周有所上升，其中西班牙增速升幅明显（前一周同期增速为

10.10%）；而法国、德国上周日均新增分别为 3173、1604 例，环比增长 11.01%、23.55%，较前一周增速有所下滑（前一周

同期环比分别为 42.87%、33.79%）。俄罗斯新增病例继续下降。美国上周一至周五日均新增病例 46,019 例，延续下行趋势，

较前一周大幅下滑约 16.88%，日均新增病例全球占比为 18.28%（前一周同期为 20.35%）。巴西上周一至周五日均新增病例

约 39,258 例，环比大幅下滑 18.25%，前一周同期为 4.95%，日均新增全球占比为 15.21%（前一周同期为 17.29%）。 

图 1：全球疫情当日新增病例情况（单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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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万得，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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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印度新增确诊人数全球占比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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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万得，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3：除印度外，其余主要新兴经济体疫情国全球占比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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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万得，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美国疫情增速继续下滑，巴西疫情或逐步可控；印度疫情持续蔓延；西班牙、韩国扩散增速明显上行 

从各国疫情发展情况来看，上周欧洲主要国家疫情反弹迹象明显，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疫情扩散速度仍在上升，其中西

班牙疫情持续加重，成为欧洲仅次于俄罗斯的疫情第二严重国家；俄罗斯疫情增速持续放缓。美国多州疫情扩散情况有所放

缓，上周扩散指数显示除夏威夷州疫情扩散增速较前一周明显加重外，此前疫情扩散较为严重的阿拉斯加州、佛罗里达州、

南卡罗来纳州疫情扩散增速均继续放缓。但整体来看，美国现有确诊人数仍在增加，医疗资源挤占压力迫使多州采取暂停重

启措施，截至 8 月 21 日美国已有 25 个州考虑暂停经济进一步重启计划，其中 12 个州出台新的限制措施：上周新增俄勒冈州

和伊利诺伊州再限制。 

上周新兴市场主要疫情国家中巴西疫情较前一周大幅好转，尽管确诊及死亡病例仍处于全球第二，但巴西单日新增病例大幅

下降；印度疫情仍处于持续蔓延阶段，已连续 24 日日均新增确诊超 5 万例，日均确诊病例维持全球第一，累计确诊人数仅次

于美国与巴西，成为全球第三大疫情严重国家。 

另外，当前日本疫情仍未得到明显控制，进入 8 月以来日均确诊仍维持在千人以上，东京、大阪疫情最为严重。截至 8 月 21

日，日本累计确诊病例达 61,779 例。上周韩国疫情出现明显反弹，8 月 20 日确诊病例达 324 例，是 3 月以来首次确诊达 300

例以上，周一至周五日均确诊 297 例，接近前一周同期的三倍，新增确诊大部分集中在首尔、京畿道等首都圈，8 月 19 日韩

国政府宣布全面启动首都圈“保持社交距离”防疫二级响应，加强防疫管控工作力度，禁止在大首尔地区举行礼拜活动和大

型集会。 

截止 8 月 21 日，中国本土疫情得到控制，上周新增病例均为境外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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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当前美国疫情扩散虽增速有放缓但整体情况仍较严重，截至 8 月 21 日已有 25 个州考虑暂停重启，其中 12 州出

台新的限制措施，疫情持续扩散或进一步拖累美国经济复苏节奏。欧洲主要国家疫情持续扩散，西班牙扩散增速再度回升。

日本疫情仍未得到明显控制，单日确诊多日仍突破千人，东京和大阪疫情形势仍严峻。韩国疫情反弹，3 月以来首次确诊达

300 例以上，韩国政府宣布全面启动首都圈“保持社交距离”防疫二级响应，加强防疫管控工作力度，禁止在大首尔地区举行

礼拜活动和大型集会。新兴市场主要疫情国家中巴西疫情发展较前一周明显好转，疫情或逐步可控，印度疫情仍处于持续蔓

延阶段，已连续 24 日日均新增确诊超 5 万例，日均确诊病例维持全球第一。中国本土疫情得到控制，上周新增病例均为境外

输入。 

图 4：主要发达经济体疫情发展情况一览（单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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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万得，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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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疫情发展情况一览（单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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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万得，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6：近两周较复工前扩散指数表现 

 
资料来源: 万得，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7：上周较前一周扩散指数变化表现 

 
资料来源: 万得，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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