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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疫情：美国疫情增速回升，日本形势严峻。截至 1 月 11 日，全球新冠肺

炎一周新增确诊病例录得约 294 万，相较前一周上升 2.7%；近一个月新

增死亡病例约 5.2 万人，较上周同期下降 1.7%。美国新增数再次反弹，

本周新增约 46 万例，较上周上升 16.9%。欧洲疫情持续转好，本周新增

约 31 万，较上周大幅下降 52.1%。日本疫情形式严峻，本周新增约 118

万例，较上周大幅上升 67.8%；近一个月新增死亡约 8300 例，相较上周

同期上升 14.7%。XBB.1.5 感染细胞能力较强。UCLA 大卫格芬医学院杨

博士表示，XBB.1.5 变种更善于与细胞结合，增加再感染的风险。多国入

境防疫政策引发争议。疫苗研发工作持续推进。猴痘疫情迎来曙光。截至

1 月 9 日，全球猴痘病例报告数一周新增约 320 例，较上周下降 38.5%。 

 海外：美联储紧缩或持续退坡，加密货币引发关注。美国加息或将放缓。

博斯蒂克表示，2023 年的基本预测是 GDP 将增长 1%，不会出现经济衰

退。欧洲加息步伐坚定。欧央行预计未来几个季度整个欧元区的工资增长

将非常强劲，加强了进一步加息的理由。加密货币监管引发多国关注。鲍

曼认为，加密货币可能构成重大风险。大都会银行控股公司宣布退出与加

密资产相关的垂直产业。美国 CPI 加速回落，消费者信心有所改善。美

国 12 月 CPI 同比录得 6.5%，较上月同期下降 0.6 个百分点，为 2022 年

以来同比增速最低值，通胀显示出缓解迹象，未来放缓加息可能性增大。

美国 2023 年 1 月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录得 64.6，较上月上升 8.2%，

随着未来通胀压力缓解，市场情绪有望进一步改善。 

 风险提示：政策变动，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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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美国疫情增速回升，日本形势严峻 

美国疫情增速回升。截至 1 月 11 日，全球新冠肺炎一周新增确诊病例

录得约 294 万，相较前一周上升 2.7%。美国新增数再次反弹，本周新增约

46 万例，较上周上升 16.9%。欧洲疫情持续转好，本周新增约 31 万，较上

周大幅下降 52.1%。德国本周新增约 10 万例，较上周下降 38.9%。西班牙

本周新增约 9200 例，较上周下降 35.2%。日本疫情形式严峻，本周新增约

118 万例，较上周大幅上升 67.8%。南美国家新增病例趋降。巴西本周新增

约 14 万例，较上周下降 13.4%。阿根廷本周新增约 40900 例，较上周大幅

下降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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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疫情形势严峻。截至 1 月 11 日，全球新冠肺炎近一个月新增死亡

病例约 5.2 万人，较上周同期下降 1.7%。美国死亡数有所下降，近一个月新

增死亡约 1 万人，较上周同期下降 2.5%。欧洲死亡数持续下降，近一个月

新增死亡约 1.8 万人，较上周同期下降 9.4%。德国近一个月新增死亡约 2000

例，相较上周同期下降 21.6%。日本死亡人数增加，近一个月新增死亡约 8300

例，相较上周同期上升 14.7%。东南亚疫情转好。印尼近一个月新增死亡约

450 例，相较上周同期下降 28.7%。泰国近一个月新增死亡约 330 例，相较

上周同期下降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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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各经济体每日新增死亡数量（七日移动平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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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 

XBB.1.5 感染细胞能力较强。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XBB.1.5 在美国

东北部传播最为广泛，占新增病例的 70%以上。世卫组织表示，虽然 XBB.1.5

具有较强的免疫逃避特性，但它并不携带任何已知的与致病力或致死力相关

的突变。UCLA 大卫格芬医学院杨博士表示，XBB.1.5 变种更善于与细胞结

合，该特性意味着即使接种过疫苗或感染过其他变体，也有再次感染的风险。

美国农业部的科学家正在开发新的测试工具，用于识别和跟踪野生动物和家

畜中的新冠病毒及其变种，以建立早期预警系统，预防或限制未来人畜共患

疾病的爆发。 

图表 3：近两周各国送检样本中各变种毒株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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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ISAID，中泰证券研究所 

多国入境防疫政策引发争议。德国外交部表示，出于防疫考虑，不鼓励

公民前往中国进行不必要的旅行活动。中国对日韩限制中国旅客入境的政策

表示反对，中国驻韩国和日本大使馆停止为前往中国的旅客发放短期签证。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呼吁各国采取非歧视性的基于科学的新冠防疫

入境限制政策。泰国取消入境疫苗限制，前往泰国的中国旅客无需再提供两

针疫苗接种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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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各国疫情管控指数（七日移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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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 

疫苗研发工作持续推进。截至 1 月 10 日，全球疫苗接种总量本周新增

约 1000 万剂，增幅较上周下降。全球加强针已累计接种约 26 亿剂，较上周

小幅上升0.1%。全球加强针接种率为33.7%，较上周有所上升。德国CureVac

与英国 GSK 合作开发新冠疫苗，根据 CureVac 早期试验数据，其第二代新

冠疫苗成功产生了针对奥密克戎 BA.1 亚变体的病毒中和抗体。肯塔基大学

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女性在怀孕期间接种新冠疫苗后，产生的抗体能够在子

宫内转移到胎儿体内，为无法接种疫苗的新生儿提供被动保护。新西兰 P3 

Research 公司正在研究开发针对流感和新冠病毒的联合疫苗，如果联合疫

苗研发成功，将同时有效防护流感和新冠病毒，减少医疗服务的工作量。 

图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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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痘疫情迎来曙光。截至 1 月 9 日，全球猴痘病例报告数一周新增约 320

例，较上周下降 38.5%。截至 1 月 11 日，美国新增确诊 20 例，较上周下降

47.4%。各国猴痘新增病例数持续下降，尽管猴痘病毒尚未完全消除，美国

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官员预计 2023 年将不会爆发大规模猴痘疫情。新西兰

卫生部副部长表示，政府已经获得了足以供 2 万人使用的 5000 瓶猴痘疫苗，

预计今年将有更多疫苗运抵奥特亚罗瓦。但该疫苗尚未获得新西兰药品监管

机构 Medsafe 的批准，因此希望接种疫苗者需要向医生咨询，凭借医生开具

的处方接种疫苗。BD 和 CerTest Biotec 公司宣布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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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13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