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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经济持续分化 

——海外经济政策跟踪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疫情与疫苗追踪：截至 10 月 28 日，美国日均新增与死亡病例均小幅回升，

但重症率仍然接近于 0。欧洲疫情有所缓解，主要国家新增病例均明显回落，

但死亡病例情况有所分化。东南亚疫情表现分化。此外，全球 BQ.1 感染占

比快速上升。 

 政策：美国参议院呼吁美联储考虑减缓加息。欧洲央行加息 75BP，并且预

计将在未来几次会议上进一步加息。欧盟成员国就联合采购天然气达成一

致。日本央行坚持鸽派立场，将继续实行宽松政策。加拿大加息 50BP；越

南加息 100BP；丹麦加息 60BP；哥伦比亚加息 100BP。 

 经济：美国经济仍有韧性，2022 年 3 季度实际 GDP 环比增速明显回升，

主因净出口拉动，而投资是最大拖累，私人消费贡献有所走弱，但整体并不

差。此外，居民收入增速也处于较高水平，或为消费提供一定支撑。美联储

加息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仍在继续，8 月房价增速持续放缓，9 月新房销售

增速仍处于负值区间。美国通胀水平仍高，9 月核心 PCE 同比增速继续回

升，且 10 月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 1 年与 5 年通胀预期均有所上升，通胀

短期或难降温。加息预期仍高。CME Group 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28 日，

市场预期全年至少加息 17 次的概率有所下降，但仍高达 91.6%，其中，11

月至少加息 75BP 的概率仍高达 82.2%。美国 10 年期国债名义收益率下行

至 4.02%，主因实际收益率下行。欧洲景气指数与经济指数持续下行，消费

者信心指数仍然低迷，未来滞胀格局或进一步加剧。 

 



                                                       宏观研究—宏观周报 2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目  录 

  

1. 疫情与疫苗追踪：BQ.1 在欧美快速传播 ................................................................... 5 

2. 政策：欧央行加息 75BP ........................................................................................... 8 

3. 美国：经济仍有韧性.................................................................................................. 9 

4. 欧洲：经济持续低迷................................................................................................ 12 



                                                       宏观研究—宏观周报 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图目录 

图 1 主要经济体感染变异毒株分布（%） .................................................................. 5 

图 2 美国新冠变异毒株分布占比（%） ...................................................................... 5 

图 3 美国日均新增病例与日均死亡病例（例） .......................................................... 6 

图 4 美国病床占用率与 ICU 病床占用率（因新冠住院，%） .................................... 6 

图 5 欧洲日均新增病例与日均死亡病例（例） .......................................................... 6 

图 6 东南亚主要国家日均新增病例（例） .................................................................. 7 

图 7 东南亚主要国家日均死亡病例（例） .................................................................. 7 

图 8 英国日均新增病例和日均死亡病例（例） .......................................................... 7 

图 9 以色列日均新增病例和日均死亡病例（例） ....................................................... 7 

图 10 英国新增住院和重症率（周度） ....................................................................... 7 

图 11 以色列新增住院和重症率（周度） .................................................................... 7 

图 12 主要经济体疫情防控强度指数 ........................................................................... 8 

图 13 美国实际 GDP 折年季调同比与环比（%） ...................................................... 9 

图 14 美国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同比（%） .............................................. 9 

图 15 美国 Markit 制造业 PMI 与服务业 PMI .............................................................. 9 

图 16 美国核心资本品制造业新订单季调同比与环比（%） ....................................... 9 

图 17 美国 20 城标普/CS 房价指数当月同比（%） ................................................. 10 

图 18 美国新建住房销售折年季调同比（%）........................................................... 10 

图 19 美国 PCE 和核心 PCE 当月同比（%） .......................................................... 10 

图 20 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 1 年和 5 年通胀预期（%） ........................................ 10 

图 21 美国 5 年期和 10 年期通胀预期（%） ............................................................ 11 

图 22 市场预测美联储全年加息次数的概率（%） ................................................... 11 

图 23 纽约联储每周经济 WEI 指数（周度，%） ..................................................... 11 

图 24 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分解（%）................................................................ 11 

图 25 欧元区制造业与服务业 PMI ............................................................................ 12 

图 26 欧盟 28 国粗钢产量当月同比（%）................................................................ 12 

图 27 欧元区 19 国经济景气指数 .............................................................................. 13 

图 28 欧元区和欧盟消费者信心指数 ......................................................................... 13 

图 29 欧洲主要国家人口活动指数（较 2020 年 1-2 月均值，%） ........................... 13 
 
 

 



                                                       宏观研究—宏观周报 4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表目录 

表 1 近期全球新冠疫情、疫苗相关事件 ......................................................................... 8 

表 2 美国经济数据总览 ................................................................................................ 12 

表 3 欧元区经济数据总览 ............................................................................................ 13 

 

 

 

 

 

 

 

 

 

 

 

 

 

 

 

 

 

 

 

 

 

 

 

 

 

 

 

 

 

 

 

 

 

 

 

 

 

 

 

 

 

 

 

 

 

 

 

 

 

 

 

 

 



                                                       宏观研究—宏观周报 5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1.  疫情与疫苗追踪：BQ.1 在欧美快速传播  

BQ.1 在欧美快速传播。从欧洲来看，根据 GISAID 的最新数据，截至 10 月 24 日，欧

洲感染 BQ.1 的比例快速上升，其中法国 BQ.1 感染占比已上升到了 28.7%，英国、西

班牙和意大利分别为 19.8%、13.5%和 8.5%。而日韩两国的毒株分布中 BQ.1 的占比相

对较小，BA.5 仍为主导，占比分别为 94.8%和 91.4%。 

图1 主要经济体感染变异毒株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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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ISAID，HTI， 韩国为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0 日，其他国家为 2022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4 日。 

从美国来看，根据美国 CDC 新冠检测数据显示，近期奥密克戎变异株 BQ.1 与其亚系

BQ.1.1 在美国也在持续传播。截至 10 月 29 日，两者在主要毒株中的占比之和已经上

升至 27.1%，仅次于 BA.5。而 BA.5 的占比则进一步下降至 49.6%。 

图2 美国新冠变异毒株分布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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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DC，HTI 

美国疫情小幅回升。截至 10 月 28 日，美国日均新增病例为 3.9 万例左右，较上一周上

升 14.3%；日均死亡病例升至 366 例，较上一周上升 10.5%。截至 10 月 26 日，新增

住院人数升至 2.3 万人，较上一周上升 0.8%。疫情的回升或与包含 BQ.1 在内的多种逃

逸能力更强的变异毒株快速传播有关。此外，重症率仍然接近于 0。 

美国医疗负担持续上升，其中因新冠住院占用率增加。截至 10 月 30 日，美国住院病床

占用率上升至 77.6%，其中，因新冠住院占用率小幅升至 3.9%；ICU 病床占用率上升

至 73.6%，其中，因新冠 ICU 占用率小幅上行至 4.2%。整体来看，美国医疗负担已连

续四周上行，但与新冠相关的医疗负担仍在相对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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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美国日均新增病例与日均死亡病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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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HTI 

 

图4 美国病床占用率与 ICU 病床占用率（因新冠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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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Johns Hopkins University，HTI，截至 10 月 30 日 

欧洲疫情有所缓解。截至 10 月 28 日，欧洲日均新增病例为 14.0 万例，较上一周下降

27.2%；日均死亡病例较上一周减少 10.6%至 513 例。从新增确诊病例数来看，欧洲主

要国家新增确诊病例均明显下降，其中法国、德国和俄罗斯降幅最大，分别下降 32.3%、

29.3%和 27.9%。从日均死亡病例数来看，除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外，其余欧洲主要

国家死亡情况均有所回落。 

图5 欧洲日均新增病例与日均死亡病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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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HTI，图中为 7 日移动平均数据 

东南亚疫情分化。截至 10 月 28 日，除菲律宾和越南外，东南亚主要国家新增确诊病例

均有所上升，其中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日均新增病例较上一周分别增加 17.1%、

17.3%和 31.9%，菲律宾和越南则分别下降 17.1%和 21.1%。从日均死亡病例数来看，

除印尼和越南外，其他国家新增死亡病例数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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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东南亚主要国家日均新增病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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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HTI，图中为 7 日移动平均数据 
 

图7 东南亚主要国家日均死亡病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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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HTI，图中为 7 日移动平均数据 
 

 

图8 英国日均新增病例和日均死亡病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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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HTI，图中为 7 日移动平均数据 
 

图9 以色列日均新增病例和日均死亡病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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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HTI，图中为 7 日移动平均数据 
 

 

图10 英国新增住院和重症率（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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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HTI 
 

图11 以色列新增住院和重症率（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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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H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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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主要经济体疫情防控强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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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xford，HTI，截至 10 月 24 日 

 

表 1 近期全球新冠疫情、疫苗相关事件 

国家/地区 疫情/疫苗新闻 

日本 
日本 10 月 25 日开始为 6 月龄至 4 岁大婴幼儿接种新冠疫苗。这一举措意味着，日本疫苗接种覆盖

面扩大至几乎所有年龄段。 

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 10 月 25 日接种针对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疫苗加强针，并警告美国进入冬天后

疫情或将恶化。拜登还警告，美国目前每天仍有数百人因感染新冠病毒失去生命，这一数字在今年冬

天可能会上升。 
 

资料来源：华尔街见闻，央视新闻，HTI 整理 

 

2. 政策：欧央行加息 75BP 

美国参议院呼吁美联储减缓加息。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布朗致函美联储主席鲍威

尔，就 FOMC 加息行动发出警告，表示如果美联储一系列激进的加息行动造成失业人口

激增，其对美国经济的危害性将超过高通胀问题本身的伤害性。此外，美国参议院 John 

Hickenlooper 也呼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暂停加息，并严肃认真地考虑（11 月份）再度加

息的负面后果。  

欧洲央行加息 75BP。欧洲央行将主要再融资利率、存款便利利率、边际贷款利率均上

调 75 个基点，其中存款便利利率已升至 2009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欧洲央行表示预计将

在未来几次会议上进一步加息，并将在 12 月决定缩减资产组合的关键原则。 

此外，欧央行宣布将改变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III 的条款和条件，并为银行提

供额外的自愿还款日期。具体调整将从 11 月 23 日开始，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

III 操作的利率将与欧洲央行在这一时期的平均适用关键利率挂钩。 

欧盟成员国就联合采购天然气达成一致。在欧盟成员国能源部长会议上，欧盟各成员国

就联合采购天然气达成了一致，认为这将使欧盟在国际天然气市场上居于有利地位，联

合采购总量将达 135 亿立方米。 

日本央行坚持鸽派立场。日本央行维持政策利率在-0.1％不变，维持 10 年期日本国债收

益率目标在 0％左右。此外，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日本央行尚未达到可持续、稳

定的通胀水平，需要 3%的实际工资增长来达到通货膨胀目标，预计不会很快加息或者

退出刺激。 

加拿大加息 50BP。加拿大央行加息 50BP 至 3.75%，不及市场预期的 4.00%。 

越南加息 100BP。越南央行再融资利率从 5％提高至 6％，贴现率从 3.5％上调至 4.5％。 

丹麦加息 60BP。丹麦央行加息至 1.25%，之前为 0.65%。 

哥伦比亚加息 100BP。哥伦比亚央行加息至 11.00%，之前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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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8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