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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一周扫描： 

 疫情：全球疫情继续好转，各国防疫松紧不一。最近一周，全球新冠肺炎

新增确诊与死亡病例录得约 1451 万，相较前一周下降 22.1%。全球新增

死亡病例约 6.9 万人，较上周下降 7.7%。本周全球疫苗接种总量较上周

持平，录得 1.9 亿剂。全球加强针已累计接种约 12.3 亿剂，较上周提升

5.9%。全球加强针接种率为 15.2%，较上周上升 0.4%。其中欧美累计加

强针接种占全球 25.7%，较上周下降 1.1%。各国防疫管控松紧不一。一

方面，随着新增确诊不断降低，欧美各国进一步放松防疫政策。美国华盛

顿特区宣布将结束面向营业场所的口罩强制令和疫苗接种证明要求。德国

政府计划将在 3 月取消大部分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因

疫情影响仍维持目前较为严格的管控措施，澳大利亚政府将疫情紧急措施

延长到 4 月。泰国新冠肺炎疫情专家小组决定维持现有的限制措施不变。 

 海外：美联储决心控制通胀，欧央行或谨慎加息。通胀风险或加速美联储

政策收紧。美联储会议纪要公布，与会者一致认为，通胀路径的不确定性

上升，通胀风险呈上行趋势，预计 2022 年 PCE 通胀率在 2.6%，2023

年为 2%，要加快收紧政策步伐。欧央行或谨慎加息以应对通胀。即使面

对着通胀压力，欧央行部分委员传达出应谨慎加息信号。欧洲央行管委

Kazaks 表示，欧洲央行“很有可能”在 2022 年加息以应对欧元区物价

的空前飙升局面，敦促采取“谨慎、渐进”的政策转变。俄乌互称对方开

火，乌克兰局势剑拔弩张。美国 12 月零售环比明显上涨。美国 1 月零售

销售环比上升 3.8%，创下自 2021 年 3 月以来新高。美英 CPI 同比再创

新高。美国 1 月 CPI 同比录得 7.5%，创近 40 年新高。美国 1 月份一年

期通胀预期回落至 5.8%，创 2021 年 10 月份以来新低。英国 1 月 CPI

同比录得 5.5%，高于去年 12 月 5.4%，再次创下 1992 年以来的新高。 

 物价：农产品批发价格回落，国际油价上涨。本周农业部农产品批发价格

指数环比下行，28 种重点监测蔬菜价格、7 种重点监测水果均价回落。本

周布伦特原油、WTI 原油价格均值上行，国内动力煤和螺纹钢均价双双下

行。 

 流动性：资金利率分化，美元指数上行。本周短端资金利率分化，DR001

周度均值环比上行 5.4bp，DR007 周度均值保持不变；3 个月 Shibor 利

率和 3 个月存单发行利率周度均值环比下行。票据利率延续回落，国股银

票 1 个月、6 个月、1 年转贴现利率周度均值下行。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共

进行了 500 亿元逆回购和 3000 亿元 MLF 操作，本周央行公开市场累计

有 3000 亿元逆回购和 2000 亿元 MLF 到期；下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 500

亿元逆回购到期。本周美元指数上行，人民币走势略升。 

 大类资产表现：创业板明显回落，国债收益率上行。本周 A 股主要指数

均有所反弹，其中创业板指涨幅居前；本周美股、港股均有所回调。本周

国内股票涨幅前三的行业分别为电力设备、有色金属和医药生物。本周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周度均值上行 5.2bp，10 年期国开债收益率周度均值

上行 3.6bp。 

 风险提示：政策变动，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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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全球疫情继续好转，各国防疫松紧不一 

全球新增确诊大幅下降。最近一周，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与死亡病例

录得约 1451 万，相较前一周下降 22.1%。其中，美国本周新增 104 万，较

上周新增 172 万大幅下降 39%，欧洲本周新增 849 万，较上周下降 23%，

约占全球新增 58.5%。数据显示，俄罗斯（18 万）、美国（17 万）、巴西

（17 万）是当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最多的三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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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死亡逐渐减缓，野生动物首次发现奥密克戎感染。最近一周，全球

新冠肺炎新增死亡病例约 6.9 万人，较上周下降 7.7%。其中欧洲新增死亡

2.5 万人，较上周下降 2.7%，美国日均新增较上周下降 6.1%。另外，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在纽约白尾鹿身上发现了新冠病毒

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野生动物体内发现奥密克戎变异

株。研究人员担心这种鹿可能成为某种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的来源。 

图表 2：各经济体近每日新增死亡数量（七日平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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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 

各国防疫管控松紧不一。一方面，随着新增确诊病例的不断降低，欧美

各国进一步放松防疫政策。美国华盛顿特区宣布将结束面向营业场所的口罩

强制令和疫苗接种证明要求。德国政府计划将在 3 月取消大部分新冠疫情限

制措施。法国卫生部表示在未出现疫情的区域将取消室内佩戴口罩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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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政府将从 3 月 1 日起对已全程接种过新冠疫苗的回国人员免除入境核

酸检测要求。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因疫情影响仍维持目前较为严格的管控措

施，澳大利亚政府将疫情紧急措施延长到 4 月。泰国新冠肺炎疫情专家小组

决定维持现有的限制措施不变。 

图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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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疫苗接种量持平上周。本周全球疫苗接种总量较上周持平，录得 1.9

亿剂。全球加强针已累计接种约 12.3 亿剂，较上周提升 5.9%。全球加强针

接种率为 15.2%，较上周上升 0.4%。其中欧美累计加强针接种占全球 25.7%，

较上周下降 1.1%。美国制药公司莫德纳本周开始在英国对其加强针疫苗进行

临床试验，该加强针疫苗将有效应对“奥密克戎”新冠病毒变体。Omicron

致感染人数激增，韩国将于月底前开始接种第四针新冠疫苗。 

图表 4：各经济体每日加强针接种量（七日移动平均，万剂）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0

110

220

330

440

550

21/2 21/4 21/6 21/8 21/10 21/12 22/2

欧盟 英国 美国

墨西哥 巴西 印尼

印度（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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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 亿剂疫苗，61.9%的世界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低收入国家中只有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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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5.1%和 51.4%。发

展中国家加强针接种率较高的国家是马来西亚、土耳其和波兰，分别为

41.2%、40.1%和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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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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决心控制通胀，欧央行或谨慎加息 

通胀风险或加速美联储政策收紧。美联储会议纪要公布，与会者一致认

为，通胀路径的不确定性上升，通胀风险呈上行趋势，预计 2022 年 PCE 通

胀率在 2.6%，2023 年为 2%，要加快收紧政策步伐。倾向于尽早结束净资

产购买计划，以发出更强烈的信号，表明美联储致力于降低通胀的决心。政

策制定者认为，经济没有达到能够满足最大就业的水平，资产估值过高可能

不会对金融稳定构成太大威胁，但长期宽松的金融环境助长了金融失衡。预

期随着供需失衡缓解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取消，今年通胀将有所缓和。多位与

会者指出了经济前景的下行风险，包括疫情可能恶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

级的可能性，金融环境大幅收紧对金融稳定性的冲击。美联储乔治表示，取

消刺激措施应该是系统性的，美联储应该考虑资产出售以遏制通胀。美联储

巴尔金表示，美联储有责任确保通胀不会持续，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工资

和通胀。美联储布拉德表示，临时的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

议并非迫在眉睫。没理由无法像以往那样缩表。更重要的是正确把握利率的

大局。美联储梅斯特表示，美联储必须坚定信心，通过取消宽松政策，能够

达到 2%的通胀目标。 

欧央行或谨慎加息以应对通胀。即使面对着通胀压力，欧央行部分委员

传达出应谨慎加息信号。欧洲央行管委 Kazaks 表示，欧洲央行“很有可能”

在 2022 年加息以应对欧元区物价的空前飙升局面，敦促采取“谨慎、渐进”

的政策转变。欧洲央行管委斯德科斯表示，过早收紧政策可能带来负面后果，

政策不应忽视金融碎片化。欧洲央行管委维斯科表示，物价上涨和经济活动

放缓短期风险有所增加，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性仍然重要，欧洲央行已准备好

应对欧元区经济体金融状况不合理分化的风险。 

俄乌互称对方开火，乌克兰局势剑拔弩张。近日，俄罗斯媒体称，乌克

兰武装部队向卢甘斯克地区 4 个居民点发射迫击炮弹和手榴弹。乌克兰军方

则称，俄罗斯占领军向卢甘斯克地区的村庄开火。当日下午，拜登在白宫讲

话中再次宣称，“所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他同时表示，自

己并没有计划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电话。俄罗斯方面则表示，如果美方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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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俄方有关安全保障的要求，俄方将“被迫做出回应”。 

美国 12 月零售环比明显上涨。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 1 月零售销

售环比上升 3.8%，创下自 2021 年 3 月以来新高。其中无店铺零售自去年

12 月的环比下跌 11.4%大幅反弹至上升 14.5%，为本月环比上升最高分项。

家具装饰及机车车辆零件均亦明显反弹，分别录得 7.2%及 5.7%。另一方面，

加油站较上月环比增速小幅下跌至-1.34%，另一项环比下跌的是保健护理，

由前值 0.3%下跌至-0.7%。美国 1 月进口物价指数环比升 2%，前值降 0.2%

修正为降 0.4%。同比升 10.8%，前值升 10.4%。 

图表 6：美国零售细分项环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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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欧美 CPI 同比再创新高。美国 1 月 CPI 同比录得 7.5%，创近 40 年新

高，1 月 PPI 同比增长 9.7%，核心 PPI 同比增长 8.3%，均仍处高位。美国

1 月份一年期通胀预期回落至 5.8%，创 2021 年 10 月份以来新低。英国 1

月 CPI 同比录得 5.5%，高于去年 12 月 5.4%，再次创下 1992 年以来的新高。

严峻的通胀压力或将迫使美联储尽快加息。美国 1 月制造业产出增长 0.1%，

12 月数据修正后为增长 0.2%。受供暖需求激增影响，1 月工业产出增长

1.4%。 

图表 7：各国 CPI 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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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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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价：农产品批发价格回落，国际油价上涨 

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下行。本周农业部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环比下行

2.6%，上周商务部食用农产品价格指数也有所回落。2 月以来，农业部农产

品批发价格指数较上月上涨 3.7%，食用农产品价格指数较上月下跌 2.5%。 

图表 8：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  图表 9：食用农产品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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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本周羊肉和牛肉平均价格环比分别上行 1.6%、2.8%，鸡蛋平均价格环

比下行 3.3%，28 种重点监测蔬菜价格均值下行 3.8%，7 种重点监测水果

价格均值下行 0.4%。2 月以来，羊肉、牛肉、蔬菜和水果平均价格较上月

均上涨，仅鸡蛋均价有所回落。 

图表 10：牛羊肉、蔬菜、水果和鸡蛋价格（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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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价上涨。本周布伦特原油价格均值环比上行 1.5%，WTI 原油价

格均值环比上行 2.4%。2 月以来，布伦特原油和 WTI 原油均价较上月分别

上涨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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