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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点评  
 

一、中国新冠疫情扩散情况 

2020年新冠疫情首先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大规模爆发，由于中国当局在新冠

疫情爆发初期即果断采取了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大规模地毯式隔离、公共场合必

须佩戴口罩、暂停不必要经济活动和延迟复工复产等防疫措施，以及借鉴非典疫

情经验集中全国医疗资源救治患者，在短短一个月之内中国新冠疫情就得到有效

控制，2月 20日之后中国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下降至 1000例以下，而确诊在诊病

例数也迅速减少。随后中国经历了因国际新冠疫情爆发后国际人员流动和国际物

品贸易而引发的两起小规模疫情，但由于中国在新冠疫情逐渐平息之后仍保留一

些基本的防疫措施，而且防疫机制依然处于高度警惕之中，因此这两期小规模疫

情很快就被消除了；也正是因为中国的防疫原则是在疫情基本上平息后稳步建立

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社会经济生产秩序，因此中国在复产复学过程中也没有爆发

二次疫情。我们认为只要中国的防疫机制继续生效，而且在国际新冠疫情还没大

幅度平息之前继续保留减少国际人员流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等基本防疫措施，

那么中国再度爆发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图1：中国新冠疫情情况  图2：国内国际新冠疫情对比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投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投中心 

二、国际新冠疫情扩散情况 

由于经济全球化所伴随的国际人员物品流动，以及崇尚自由主义的部分国家

在实施大规模隔离措施方面所存在的困难，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部分国家在提供

防疫物品方面所存在的不足，2月下旬以来新冠疫情以更迅猛的速度在全球扩散

开来。2月 17日国际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突破 1百例，2 月 28日国际日新增确

诊病例数首次突破 1千例，3月 13日国际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突破 1万例，4

月 24日国际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突破 10万例，7月 3日国际日新增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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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点评  
数首次突破 20万例。截至 7月 5日全球累积新冠疫情确诊病例数达到 1155.4万，

其中累积治愈出院病例数达到 661.9万，死亡病例数达到 53.7万，无论是累积确

诊数（代表整体扩散速度）还是确诊在诊数（代表医疗体制压力）的扩散速度都

还没有达到最高点，这意味着全球新冠疫情的第一个转折点可能还没到来。 

图3：全球新冠疫情情况  图4：国内国际新冠疫情对比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投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投中心 

全球新冠疫情的扩散路径大致为：中国->东亚和东南亚->中东、南欧、西欧

->北美和英国->东欧、拉美、南亚和非洲。截至 7月 5日，累积确诊病例数在 10

万例以上的有美国(北美，2976662 例)、巴西(拉美，1603055例)、印度(南亚，

697836 例) 、俄罗斯(东欧，681251 例) 、秘鲁(拉美，302718例)、西班牙(南

欧，297625例)、智利(拉美，295532 例)、英国(西欧，285416 例)、墨西哥(拉

美，252165例)、意大利(南欧，241611例)、伊朗(中东，240438例)、巴基斯坦

(南亚，228474例)、沙特(中东，209509例)、土耳其(中东，205758例)、德国(西

欧，197558例)、南非(非洲，196750 例)、法国(西欧，166960 例)、孟加拉(南

亚，162417例)、哥伦比亚(拉美，117110例)和加拿大(北美，105535例)等 20

个国家。这里面有 2个北美国家，5个拉美国家、5个西南欧国家、3个中东国家、

3 个南亚国家、1个东欧国家和 1个非洲国家，而最先爆发新冠疫情的东亚和东南

亚国家却一个都没有。从文化特征看，性情开放的拉丁系国家有 7个（巴西、秘

鲁、西班牙、智利、墨西哥、意大利和哥伦比亚），崇尚人格自由的欧美国家有 5

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加拿大），定期聚集祈祷的伊斯兰国家有 4个（伊

朗、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剩下 4个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继续分析一下这些代表性国家的疫情扩散情况。以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为

指标我们把这 20个国家分为三组，第一组国家包括美国、巴西、印度、南非、哥

伦比亚和墨西哥，这 6个国家的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还处于上升趋势（美国日新增

确诊病例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小幅下跌后又因为经济重启而快速上升），而且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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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广泛分布在北美、拉美、南亚和非洲（但美洲国家占绝大多数），这意味着

新冠疫情后发国家的疫情扩散过程还没有迎来转折点，南非确诊病例数的快速上

升说明非洲的疫情情况还没有全部暴露，不过非洲的经济体量不大与外界的联系

也不多。 

第二组国家包括秘鲁、智利、俄罗斯、伊朗、沙特、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 7

个国家，这 7个国家的新冠疫情扩散速度没有继续上升，甚至有小幅放缓，但整

体上仍处于较高水平。其中秘鲁和智利位于拉美，与疫情高速扩散国家巴西相邻，

同时也是疫情后发国家。俄罗斯位于东欧，原则上算是疫情中发国家；相对于高

峰期单日 1.2万的增幅，目前俄罗斯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下降至 7千附近。伊朗

和沙特位于中东且同为伊斯兰国家，由于伊斯兰有集中聚会祈祷的习俗，因此疫

情先发国家伊朗的疫情扩散速度迟迟不能明显下降。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位于南亚，

既是疫情后发国家也与疫情高速扩散的国家印度相邻。 

图5：继续高速扩散的国家  图6：扩散速度持稳或小幅放缓的国家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投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投中心 

第三组国家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和土耳其等 7

个国家，不难发现这 7个国家都是疫情先发欧美国家（土耳其自我归属为欧洲国

家），尽管这些国家的社会习俗跟美国一样崇尚人权至上，但这些国家的民众自我

意识不如美国民众的强，执政当局也更为负责任，在采取了强有力的防疫措施之

后，这些国家的疫情扩散速度明显下降（土耳其因靠近中东防疫形势依然较为严

峻）。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南欧西欧以及加拿大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均主动减少

了与相邻疫情高发国家的人员流动，这一点对于控制疫情扩散有重要意义。 

最后我们看一下感染率指标，感染率定义为累积新冠确诊病例数与国家人口

总数之比，因为单看确诊数不看国家人口多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一次我们是

从人口超千万的国家中依感染率进行排序，从下面的图 8可以看到智利、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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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巴西等 4个美洲国家感染率相对较高，而排列前 20 位的还有厄瓜多尔、多

明尼加和玻利维亚这 3个美洲国家。接着是瑞典、西班牙、比利时、俄罗斯、英

国、葡萄牙、意大利、荷兰和加拿大等 9个欧美国家，这 9个国家除开实施群体

防疫策略的瑞典和热情奔放的西班牙之外，其他国家感染率均明显低一个层次。

感染率排名前列的亚洲国家只有沙特和哈萨克斯坦，而大部分亚洲国家的感染率

都比较低；非洲国家只有南非，但我们相信非洲国家的新冠疫情真实情况是比统

计数据更为严重的。 

图7：扩散速度明显放缓的国家  图8：美洲国家感染率相对较高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投中心  数据来源：Wind，建信期货研投中心 

三、结论 

国别新冠疫情扩散情况与社会习俗、经济开放性、医疗卫生水平和执政当局

能力均有关系，目前看东亚东南亚、南欧西欧已经过了疫情高峰期且爆发二次疫

情的可能性较小，美国和拉美国家由于社会关系和社会习俗的原因其新冠疫情还

将继续扩散，南亚、东欧、中亚和非洲等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

落后，其扩散速度难以大幅度下滑。但我们依然相信，随着防疫措施持续起效，

全球新冠疫情扩散速度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日新增 15至 20万）上稳定下来，

但鉴于新冠疫情的强传染性和中等致死率，新冠疫情的彻底平息依赖于两个条件：

所有国家齐心协力采取强有力防疫措施（目前看不现实），或者新冠疫苗或有效治

疗手段的面世，因此最终而言有效疫苗的研发才是对抗新冠疫情的杀手锏，这种

情况与 2003年非典疫情是有所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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