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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当地时间 7 月 7 日下午，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表示，美国

已于 6 日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美国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作为 1946 年《世

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的保存人，美国将于 2021 年 7 月 6 日起退出世界卫

生组织。 

联合点评：当前美国仍深陷疫情危机，连续多日单日新增确诊人数

突破 5 万例，确诊人数增速之快居全球首位，此时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

织，既不利于美国当前的疫情防控，亦有悖于美国经济复苏计划的启动。

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科研实力，但是面对未知的病毒，相关疫苗的研发

及后续应用只有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才更可能实现。当前美国处于经济

窘境的主要原因就是新冠疫情的不断扩散打乱了美国经济重启计划，在

疫情未得到控制且有效疫苗未研发成功之前，美国经济复苏前景实难看

见曙光，而美国政府退出世卫组织的消息无疑加剧了市场对于美国未来

疫情走向的担忧，并进而加深对于未来经济复苏的悲观预期。 

欧元区 5 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 17.8％，创 21 年以来最大增幅 

7 月 6 日，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 19 个国家 5 月销售

额环比增长 17.8%，创自 1999 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大环比增幅。然而，与

去年同期相比，欧元区的 5 月零售销售仍同比下滑 5.1%。 

联合点评：欧元区国家在 3 月份均颁布了严格的封锁令，采取封锁

边境、中断物流、限制外出等一系列政策，使欧元区国家经济严重受损。

受制于外出受限、店铺关停、收入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各国零售销售在

封锁期间呈现断崖式下跌，在 5 月份各国相继解除封锁令之后，各国零

售销售迎来一波触底反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创纪录的涨幅只是零

售消费被压制后的报复性暴涨，并不具有持续增长的潜力，结合当前欧

洲国家经济恢复状况，预计欧元区国家经济状况回到疫情之前水平还需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英国新推 300 亿英镑财政计划保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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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宣布了 300 亿英镑的一揽子支出计划，以期拯救英

国经济。新计划规定，若员工在 2020 年 11 月初至 2021 年 1 月底复工并保留岗位，且每月工

资超过最低标准，那么每增加一位满足上述条件的员工，雇主都会获得 1,000 英镑的奖金。 

联合点评：此次新冠疫情对英国经济打击较为沉重，尤其体现在劳动力市场疲软。在英

国实施全面封锁期间，大量工厂及企业为避免发生资金无力运转、走向破产的情况而不得不

大批量裁员，导致失业率陡升；除此之外，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旅游业由于国际物流的中断导

致客流量骤降，许多岗位被削减，大量就业人员甚至从暂时失业变为永久性失业，就业压力

的持续上升严重影响了英国经济复苏计划的启动。在企业招聘需求骤降及劳动力就业需求快

速增加的双重压力下，为稳定就业英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期拉动就业市场，然而

在当前各产业业务规模均大幅缩减的情况下，扩招并不利于企业的维持及发展，英国政府的

现金奖励可能收效甚微。 

日本拟放宽中韩等 10 个国家和地区出入境限制 

7 月 10 日，日本政府宣布，此前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扩散而设置了出入境限制，

下周将同相关国家地区就此展开协商，拟放宽中国、韩国等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限制。

日本政府此前已宣布要对越南、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 4 国的出入境限制做出调整，本

次对于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整是第二波放宽举措。放宽出入境限制首先会恢复商务人士往来，

此外将分阶段扩展至留学生和游客。 

联合点评：此次疫情中日本受到冲击最大的是出口贸易及服务业。由于世界范围内对非

必需消费品的需求大量下降，日本以汽车及其零部件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拖

累。此外，占据日本 GDP70%的服务业亦在此次危机中严重受挫，特别是旅游业。边境封锁

使得今年赴日旅游人数大幅下降，尤其是来自东亚国家的游客。为了尽快拉动国内消费及带

动服务业重启，日本在本国疫情得到控制后便试图重新吸引外国游客赴日以带动国内经济及

就业市场复苏。然而受收入减少、客运限制及未来疫情防控走向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当前

世界各国旅游需求均大幅下降，日本旅游业重振预计还需较长时间才能实现。 

韩国政府年内第三次编制补充预算案，规模创新高 

7 月 6 日，为缓解疫情对经济冲击，韩国各界开始执行第三期补充预算案，第三期补充预

算案总额达 35.1 万亿韩元，规模超过 2009 年金融危机时韩政府编制的预算，创下补充预算案

最高值。这也是自 1972 年以来，韩国首次在年内三次编制补充预算案。此前两期补充预算案

已于 3 月和 4 月获国会通过，规模分别为 11.7 万亿韩元和 12.2 万亿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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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点评：疫情控制得当的韩国近期突发小面积疫情反弹，部分大型企业及工厂再次停

工，加剧了投资者对未来疫情走向的担忧。由于当前各经济体均受疫情困扰，导致全球供应

链弱化，进口需求减少。各企业受影响业务规模急剧缩小，失业人员大幅增加，劳动力市场

严重失衡。为稳定当前经济环境并为之后的经济重启做好准备，韩国先后两次发布高额预算

经济刺激计划，然而面对当前全球经济疲软的困境，短期内韩国提振经济的措施很难看出效

果。 

澳洲联储维持利率不变 

7 月 7 日，澳洲联储政策委员会决议维持当前货币政策不变，包括将隔夜拆款利率以及澳

洲三年期公债收益率目标维持在 0.25%不变。 

联合点评：尽管澳大利亚目前已经控制住疫情传播，但其经济状况并未出现明显好转。

由于澳大利亚试图插手香港国安法立法相关事宜，导致其与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外交关系愈

发紧张，贸易合作亦受影响。矿产及农产品的出口订单的大量取消、赴澳留学人数及移民澳

大利亚的人数锐减令澳大利亚当前陷入困境，经济重启之路困难重重，在重新找到合适的合

作伙伴之前澳当局只得继续保持量化宽松的信贷环境以期刺激投资及企业信贷的增加。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表 1 国家主权评级调整情况 

国家 最新评级 评级展望 评级日期 上次评级 
上次 

评级展望 

上次 

评级日期 
评级变动 

惠誉（Fitch） 

意大利 BBB-/BBB- 稳定 2020/7/10 BBB-/BBB- 稳定 2020/4/28 不变 

马耳他 A+/A+ 稳定 2020/7/10 A+/A+ 稳定 2020/4/17 不变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各期限美债收益率走向不一，各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利差涨跌各异 

本周各期限美债收益率涨跌不一，美国单日新冠疫情新增确诊人数的持续破纪录的负面

消息打压了投资者对经济复苏的信心，资金转向流入收益更高且兼具避险功能的贵金属投资

市场。受此影响，短期及长期美债收益率均继续下行，本周 1 年期美债平均收益率为 0.15%，

10 年期美债平均收益率为 0.66%，分别较上周下跌 0.80 个及 1.15 个 BP；5 年期美债平均收益

率较上周小幅上涨 0.35 个 BP 至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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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各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利差走向各异。出于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好，境外投资

者不断增持中国国债、加速资产配置，助推中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本周中国 1 年期、5 年

期及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与相应期限美国国债平均利差分别走扩 5.50、24.45 及 20.44 个 BP 至

2.02%、2.53%及 2.38%；日本 1 年期国债收益率较相应期限美债利差收窄 1.56个 BP 至-0.32%；

5 年期及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与相应期限美国国债平均利差则分别走扩 0.55、0.47 个 BP 至

-0.40%、-0.63%；欧元区 1 年期、5 年期及 10 年期公债收益率与相应期限美国国债平均利差

分别较上周收窄 1.06 个、0.41 个及 1.17 个 BP 至-0.78%、-0.94%及-1.06%。 

表 2  与 1年期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   单位：% 

国家 相应指标名称 本周平均利差 上周平均利差 变动 BP 今年以来累计变动 BP 

中国 国债到期收益率：1 年 2.0239 1.9690 5.4940 119.7115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0.3244 -0.3400 1.5600 137.46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0.7821 -0.7927 1.0595 141.9882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7 月 13 日早上 10:00，下同。 

表 3  与 5年期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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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相应指标名称 本周平均利差 上周平均利差 变动 BP 今年以来累计变动 BP 

中国 国债到期收益率：5年 2.5315 2.2870 24.4475 128.2050 

日本 国债利率：5年 -0.3950 -0.3895 -0.5500 141.5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年 -0.9429 -0.9470 0.4096 119.4625 

英国 国债收益率：5年 -0.3430 -0.3471 0.4158 73.0733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表 4  与 10年期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   单位：%  

国家 相应指标名称 本周平均利差 上周平均利差 变动 BP 今年以来累计变动 BP 

中国 国债到期收益率：10 年 2.3813 2.1769 20.4410 111.626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0.6294 -0.6248 -0.4650 128.56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0616 -1.0733 1.1708 98.6195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4391 -0.4375 -0.1683 58.1467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本周美元指数小幅下跌，各主要货币相应走强 

由于当前美国新冠疫情传播遏制无望，导致多地经济重启暂停，经济再次陷入停滞，受

此类不利消息影响，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复苏前景愈发悲观；且本周美国政府在疫苗尚未研

发成功的情况下便宣布退出世卫组织，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于新冠疫情在美蔓延的担忧，美

元指数承压小幅下跌，周五收于 96.6719，周内累计小幅下跌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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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欧元兑美元方面，一方面美元走弱带动欧元小幅走强，另一方面得益于欧洲当前疫情控

制稳定、疫苗研发有序进行，欧元乘势价格走高，本周五欧元兑美元收于 1.1300，周内小幅

收涨 0.46%；英国政府力保就业及进一步开放封锁的消息有力拉动英镑走强，本周五英镑兑美

元收于 1.2622，周内累计收涨 1.24%；本周美元兑日元汇率收于 106.9150，周内累计收跌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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