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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疫情：全球新增确诊回落，多国放宽防疫政策。最近一周，全球新冠肺炎

新增确诊与死亡病例录得约 2155 万与 6.9 万，相较前一周，新增确诊下

降 8.9%，新增死亡上升 14.5%。本周全球疫苗接种总量略有下降，其中

美国疫苗接种量较上周下降 49%，欧洲疫苗接种量较上周下降 11%。全

球加强针已累计接种约 10 亿剂，较上周提升 5.6%。全球加强针接种率为

12.7%，较上周上升 0.7%。多国进一步放宽防疫政策。美国劳工部表示，

将取消对拥有 100 名以上员工的企业的强制新冠病毒检测或为员工强制

接种新冠疫苗的要求。英国交通部规定完全接种新冠疫苗者从国外抵达英

格兰后，不再需要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 

 海外：美国就业显著改善，英国央行再度加息。美联储多位官员出面安抚

市场，将审慎考虑政策，另外，相较单次加息 50 基点，美联储多数官员

更加支持单次加息 25 基点。英央行率先加息缩表，欧央行加息态度转变。

自去年 12 月英国央行加息 15 基点至 0.25%后，英国央行在 1 月的会议

中再次将基准利率上调 25 个基点至 0.5%。美国 1 月新增非农就业意外新

增 46.7 万人，12 月前值由创新低的 19.9 万大幅上修至 51 万。劳动力市

场仍然偏紧，但劳动参与率显著回升。运输仓储业劳动力供给有所改善。

非农时薪同比、环比再创新高。多数行业薪资水平同比增速有所上升。非

农就业表现强劲，或巩固加息计划。美国 12 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录得

4.9%，再次创下近 40 年以来新高。美国 1 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

终值降至 67.2，创 2011 年 11 月份以来新低。美国去年四季度实际 GDP

环比折年率 6.9%，前值 2.3%。美国制造业 PMI 指数大幅下降，欧洲各

国制造业 PMI 指数涨跌互现。 

 物价：农产品批发价格上涨，国际油价回升。节前一周农业部农产品批发

价格指数环比上升，28 种重点监测蔬菜价格、7 种重点监测水果价格均值

双双上行。本周布伦特原油、WTI 原油价格均值上升，节前一周国内动力

煤和螺纹钢价格均有回升。 

 流动性：票据利率上行，美元指数回落。1 月 24-30 日，短端资金利率分

化，DR001 周度均值环比下行 34.9bp，DR007 周度均值环比上行 1.6bp；

3 个月 Shibor 利率和 3 个月存单发行利率周度均值均环比均下行。票据

利率大幅回升，国股银票 1 个月、6 个月、1 年转贴现利率周度均值显著

上行。1 月 24-30 日，央行开展 11000 亿元逆回购操作，5000 亿元逆回

购到期，50 亿元 CBS 投放，50 亿元 CBS 到期；2 月 7-11 日，央行公开

市场操作将有 9000 亿元逆回购到期。本周美元指数下行，人民币略贬。 

 大类资产表现：亚洲股市领涨，欧美债券收益率上行。1 月 29 日-2 月 4

日春节假期期间，港股领涨，亚洲股市其他指数也有上涨；欧洲国家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明显上行。1 月 24-28 日节前一周，国内权益各行业均下

跌，电气设备跌幅最小；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周度均值下行 3.6bp，10 年

期国开债收益率周度均值下行 5.7bp。 

 风险提示：政策变动，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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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全球新增确诊回落，多国放宽防疫政策 

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数量见顶回落。最近一周，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与

死亡病例录得约 2155 万与 6.9 万，相较前一周，新增确诊下降 8.9%，新增

死亡上升 14.5%。其中，美国新增确诊继续下降，欧洲地区新增确诊小幅回

落。数据显示，巴西（29 万）、法国（27 万）、美国（27 万）是当日新增

确诊病例数最多的三个国家。过去一周，美国新增病例约 340 万，欧洲新增

病例 1170 万，欧洲约占全球新增病例 54%。本周国内确诊新增病例数继续

上升，我国新增确诊病例超 1600 例，较上周上升约 18%。 

图表 1：各经济体每日新增病例数量（七日移动平均，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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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 

多国进一步放宽防疫政策。美国劳工部表示，将取消对拥有 100 名以上

员工的企业的强制新冠病毒检测或为员工强制接种新冠疫苗的要求。英国交

通部规定完全接种新冠疫苗者从国外抵达英格兰后，不再需要接受新冠病毒

的检测。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将取消针对员工的强制新冠肺炎疫

苗接种命令。而继英国之后，欧盟也大幅放松防疫措施，具体来看，如果游

客在过去的 270 天内接种了两剂疫苗，即可自由地进入任何一个欧盟国家。

挪威首相公开表示，“将与 Omicron 及其他新冠病毒共存”，丹麦政府宣布，

自 2 月 1 日起取消包括佩戴口罩在内的全部防疫措施。 

图表 2：各经济体人口流动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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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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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毒株出现。世界卫生组织表示，57 个国家和地区已发

现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的亚型变异毒株 BA.2。目前有限的研究数据显

示，这一亚型传染性略高于奥密克戎原始版，但在引发重症风险方面尚未发

现有何变化。世卫组织在最新发布的全球新冠疫情周报中表示，奥密克戎毒

株自 10 周前首次被发现以来，已迅速成为全球主要流行毒株，在过去一个

月内收集到的新冠病毒样本中占比超过 93%。 

图表 3：各经济体近两周奥密克戎毒株感染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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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中泰证券研究所 

全球加强针接种量回升。本周全球疫苗接种总量略有下降，录得 1.6 亿

剂，7 日均值较上周下降 27.5%。其中美国疫苗接种量较上周下降 49%，欧

洲疫苗接种量较上周下降 11%。全球加强针已累计接种约 10 亿剂，较上周

提升 5.6%。全球加强针接种率为 12.7%，较上周上升 0.7%。世卫组织卫生

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丽亚表示，许多国家尚未经历奥密克戎毒株导致的疫情

高峰。许多国家的疫苗接种率很低，现在不宜立刻取消所有防疫限制措施。 

图表 4：各经济体每日加强针接种量（七日移动平均，万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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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 

多国加强针接种率持续上升。根据 Our World in Data 的最新数据，全球

已注射了约 100 亿剂疫苗，61.3%的世界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低

收入国家中只有 10%的人注射了至少一剂。近日，发达国家中加强针接种率

较高的国家是英国、德国和法国，分别为 54.8%、53.5%和 48.8%。发展中

国家加强针接种率较高的国家是土耳其、马来西亚和波兰，分别为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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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和 27.6%。 

图表 5：各经济体疫苗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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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 

 

2. 海外：美国就业显著改善，英国央行再度加息 

美联储多位官员出面安抚市场。委员博斯蒂克认为，美联储政策对经济

带来收缩的风险远未到来，而通胀预期上升将是切实的威胁。委员戴利表示，

不希望过快上调利率，从而过度抑制经济增长。美联储乔治强调，随着货币

政策的调整，市场出现波动是正常现象，所以美联储必须仔细考虑政策决策

带来的滞后影响。另外，相较单次加息 50 基点，美联储多数官员更加支持

加息 25 基点。布拉德表示，不认为在当下单次加息 50 基点能够真正地帮助

美国经济，美联储正在考虑 3 月会议及第二季度加息的潜在选项，然后再开

始推进缩表。哈克表示，青睐 2022 年加息 4 次，每次 25 个基点，如果通胀

保持在目前水平并开始下降，那么将不会看到单次加息 50 个基点的情况。

博斯蒂克则更加直接的表示，单次加息 50 个基点不是美联储 3 月会议的“首

选行动”。 

英央行率先加息缩表，欧央行加息态度转变。自去年 12 月英国央行加

息 15 基点至 0.25%后，英国央行在 1 月的会议中再次将基准利率上调 25 个

基点至 0.5%。英国央行官员表示，由于目前劳动力市场紧张，而且有迹象表

明国内成本压力将持续更久，加息是必要的。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一

致认为，不排除今年加息一次的可能性。欧央行行长拉加德在记者会上称欧

洲央行做好了适时调整所有工具的准备，欧洲央行会谨慎对待加息，在债券

购买停止之前不会加息。如此态度转变也使市场对欧央行今年加息预期大涨，

欧债收益率和欧元汇率飙升。 

乌克兰局势愈演愈烈。目前，美国已经将 8500 名士兵臵于高度警戒状

态，以备调用。不仅如此，美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约翰〃柯比在新闻发布会

上宣布，为加强对北约盟国的支持，美国将在未来几天内向罗马尼亚、波兰

和德国增派 3000 名美军士兵。对此，俄副外长格鲁什科表示，美方的这一

决定是“破坏性举措”，将加剧军事紧张。针对乌克兰的紧张局势，俄罗斯

总统普京近六周来首次公开评论称，美国利用乌克兰作为遏制俄罗斯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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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关心乌克兰的安全，美国想把俄罗斯拖入武装冲突。俄罗斯希望避免

局势升级，为此必须保障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各方安全。他同时希望安全

保障对话继续下去。 

新增非农显著改善出人意料。美国1月新增非农就业意外新增46.7万人，

12 月前值由创新低的 19.9 万大幅上修至 51 万。分行业来看，运输仓储、零

售、和政府就业上涨明显，较上月分别上涨约 2.9 万、2.1 万和 1.6 万。另一

方面，建筑业、教育保健、和制造业出现大幅下降，较上月分别下降 3.1 万、

2.1 万及 1.9 万。 

图表 6：美国各行业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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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劳工部，中泰证券研究所 

劳动力市场仍然偏紧，但劳动参与率回升。从衡量劳动力市场松紧程度

的指标来看，美国 1 月失业率录得 4%，较上月小幅上升 0.1%，失业人数较

上月保持不变，指向劳动力市场仍然偏紧。但劳动参与率回升至 62.2%，较

前值上升 0.3%，创 2020 年 3 月以来新高，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重返工

作岗位。 

图表 7：衡量美国劳动力市场松紧程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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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PIIE，中泰证券研究所，数据进行了 Z-score标准化处理，数值越低表明劳动力市场越紧 

运输仓储业劳动力供给有所改善。2022 年 1 月，美国运输仓储业新增

就业人数录得 5.4 万人，较去年 12 月新增 2.5 万人大幅上升 114%。与此同

时，运输仓储业的平均时薪上涨 10 美分，录得 27.38 美元，当月平均时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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