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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趋势分析：本周累计确诊总体增速平稳。美国疫情发展整体延续放缓趋势，但结构上近期由于经济重启计划开启导

致部分州复工后每日确诊人数持续高增；主要新兴经济体新增确诊病例整体仍处于上升阶段，除巴西、印度外其他国家

增速较前期有所放缓，部分国家如秘鲁已出现下行趋势。巴西当前仍处于快速蔓延期，主要系该国多地自疫情高发期逐

步解除疫情封锁所致，6 月 1 日巴西人口最多、疫情最严重的城市圣保罗州开始解除封锁，6 月 6 日巴西总统主张迅速取

消国家封锁令，称其经济成本已超过公共卫生风险。随着海外多国疫情封锁措施逐步解除，疫情二次爆发或已初露端倪，

当前仍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后续仍需持续关注部分新兴经济体疫情发展状况及警惕经济重启后疫情二次爆发的风险。 

 疫情应对政策跟踪：财政政策方面，6 月 12 日，日本通过规模 31.9 万亿日元的第二份追加预算。货币政策方面，6 月 9

日，美联储宣布扩大“主街”救助计划，最低贷款额度由 50 万美元下调至 25 万美元，将贷款偿还期限延长至五年。6

月 10 日，美联储预计美国经济 V 型复苏概率较小，将继续保持零利率区间且 2022 年前不加息，并承诺不会降低当前资

产购买速度。 

 国内政策跟踪：6 月 8 日，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提出适当提高赤字率，强调资金分配要突出重点、提质增效，严

格压减政府一般性支出，“三公”经费预算较去年压缩 55.11%。6 月 9 日国常会强调 2 万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省级政

府要当好“过路财神”，不做“甩手掌柜”，将自身财力更多下沉基层，弥补基层财力缺口。6 月 11 日，银保监会指导部

分银行降低结构性存款规模，防止资金“空转”套利。国务院颁发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意见，

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将于年内持续推进。6 月 12 日，财政部强调抗疫特别国债主要用在项目上，按照“资金跟

着项目走”原则进行全链条监控。 

 海外市场政策跟踪：OPEC+会议决定将 5-6 月日减产 970 万桶协议延长至 7 月底。6 月 9 日，标普全球评级因日本增加

支出缓解疫情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带来财政健康的不确定性，将日本主权债信评级展望从正面下调至稳定。6 月 10 日，欧

洲央行官员正商议组建“坏账银行”以集中管理无法偿还的欧元贷款。6 月 11 日，英国和欧盟同意加强自由贸易协定的

谈判时间表，计划自 6 月底就贸易协议展开五轮谈判。 

 本周海外货币信息汇总：本周美联储扩大主街救助计划适用范围，并预计今年实际 GDP 将下滑 6.5%，失业率为 9.3%，

PCE 通胀为 0.8%，表示经济重启后恢复仍需较长时间，将长期实行宽松政策。欧洲央行对刺激经济政策作出了进一步解

读，认为购买债券没有推迟经济改革，有效阻止了萧条、通缩的局面，当前仍未考虑垃圾债购买，但将尽可能购买更多

绿色债券；如果经济复苏到达预期，可能不再加大资产购买；当前购买债券比负利率更有效，但未来仍有可能下调利率。

日本货币存量和银行存款增速创新高，日本央行行长表示将推出融资活动支持中小企业贷款。法国央行预计法国经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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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季度环比萎缩 15%，失业率将创新高，整体要到 2022 年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英国央行称经济在 4 月和 5

月有所复苏，预计 2021 年中期以前不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仍考虑负利率政策的可能性。 

 风险因素：海外疫情转向，政策力度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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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数据分析 

 全球疫情——累计确诊总体增速平稳，巴西新增确诊全球占比中枢延续上行趋势 

截至 2020 年 6 月 11 日，全球累计确诊 7,504,268 例，现有确诊人数 3,326,038 例。具体来看，本周一至周四全球新增确诊

病例较上周同期增长 5.95%，增速相比上周 15.37%有所放缓。从每日新增病例结构来看，意大利、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每

日新增病例延续下滑趋势，俄罗斯日均新增病例维持在 8500 例以上；美国单日确诊新增病例全球占比延续下行趋势，周一至

周四日均新增病例全球占比为 16.52%（上周同期为 18.79%），单日新增病例下降至 20,000 例以下。巴西是当前确诊人数全

球占比最大的国家，本周周度新增日均新增病例全球占比为 22.46%（上周同期为 20.95%），但本周周度新增确诊病例环比增

速下降至 13.05%，上周同期为 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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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新增全球占比持续超过美国，印度新增占比延续上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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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万得，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图 3：南美、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疫情发展较前期有所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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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万得，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除巴西、印度外其余主要新兴经济体疫情发展有所放缓，美国部分州经济重启后确诊人数持续高增，仍需

警惕二次爆发风险 

从各国疫情发展情况来看，欧洲主要国家疫情发展已进入下行通道；美国疫情发展整体延续放缓趋势，但结构上近期由于经

济重启计划开启及游行导致部分州复工后每日确诊人数持续高增，周四美股大跌或主要系市场担忧疫情因复工二次爆发。截

止 6 月 11 日，美国现有确诊病例 1,157,581 例，占全球现有确诊人数 34.8%，较上周下滑 1.2 个百分点，美国平均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较上周有所下降，本周周度日均确诊病例 20,365 例，较上周下降 5.48%；本周周一至周三，美国加利福利亚州与德

克萨斯州日均确诊病例较上周同期明显上行，同比增速分别为 4.48%、14.59%。主要新兴经济体新增确诊病例整体仍处于上

升阶段，除巴西、印度外其他国家增速较前期有所放缓，部分国家如秘鲁已出现下行趋势。巴西当前仍处于快速蔓延期，主

要系该国多地自疫情高发期逐步解除疫情封锁所致，6 月 1 日巴西人口最多、疫情最严重的城市圣保罗州开始解除封锁，6

月 6 日巴西总统主张迅速取消国家封锁令，称其经济成本已超过公共卫生风险。截至 6 月 11 日巴西累计确诊人数达 805,649

例，现有确诊人数 367,899 例，现有确诊人数较上周增加 19.9%。整体而言，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新增比例占全球比重持续

下降，除巴西、印度外部分新兴经济体疫情发展已出现拐点；但随着海外多国疫情封锁措施逐步解除，疫情二次爆发或已初

露端倪，当前仍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后续仍需持续关注部分新兴经济体疫情发展状况及警惕经济重启后疫情二次爆发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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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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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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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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美国部分州复工后确诊人数持续高增（单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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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万得，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疫情应对政策跟踪 

 财政政策 

 6 月 12 日，日本通过规模 31.9 万亿日元的第二份追加预算。5 月 27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批准一项高达 1.1 万亿美元

的新刺激计划，其中包括大规模的直接支出，该计划的部分资金将由本次政府第二份追加预算提供，第二次补充预算案

的规模已超过国会于 4 月底批准的第一次补充预算 25.69 万亿日元，至此日本政府的抗疫支出总规模达到 234 万亿日元

（2.18 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规模接近美国 2.3 万亿救助计划），约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货币政策 

 6 月 9 日，美联储宣布扩大“主街”救助计划，最低贷款额度由 50 万美元下调至 25 万美元，将贷款偿还期限延长至五

年。6 月 9 日，美联储颁布指导方针，宣布扩大主街救助计划范围，普通企业的最低贷款额度由此前的 50 万美元下调至

25 万美元，最高额度则因企业而异，但可能会从之前的 2 亿美元增加到 3 亿美元。与此同时，美联储还将贷款偿还期限

从四年延长至五年，并将本金偿还计划由此前的一年调整至两年后开始。美联储还表示，正致力于出台面向非营利性组

织的救助计划。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