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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简报

全球一周新增确诊病例创 2年新低，美国失业率升至半

年来高点丨全球疫情与经济观察（2022 年 11 月 7日）

截至北京时间 11 月 7 日 13 点，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为

6.30 亿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上周（10 月 31 日 13 点-11

月 7 日 13 点）全球新增确诊病例 235.6 万例，创两年来新低；新

增死亡病例 1.1 万例，基本趋于平稳。

上周发达国家新增确诊 182.6 万例，连续 3 周下降，已回到 1

年来的低位；新增死亡病例 6842 例，自 10 月以来基本处于这一水

平附近。日本、韩国疫情加速蔓延，上周新增确诊病例分别为 40.0

万例与 30.0 万例，环比增速均超过 20%，也是全球新增病例最多

的两个国家；美国疫情有反弹的迹象，上周新增确诊 28.2 万例，

创下 4 周新高；欧洲发达国家新增确诊病例（73.1 万例）继续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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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下降趋势。

图 1 全球一周新增确诊病例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一财经研究院计算

上周发展中国家新增确诊 53.0 万例，环比下降 8.5%；新增死

亡病例 4323 例，创下 9 周新高。东南亚一些国家疫情蔓延加速，

印度尼西亚（上周新增 3.1 万例）、马来西亚（上周新增 2.7 万例）

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数周增长，上周环比增速更是超过 50%。

表 1 全球每百万人周新增确诊前十国家及相关指标

国家 上周每百万人新增病例 上周新增确诊病例

文莱 7744 3388

韩国 5844 299601

希腊 5151 53690

新西兰 4307 20770

新加坡 4028 23568

塞舌尔 3508 345

奥地利 3279 29529

日本 3164 400121

德国 3015 252640

塞浦路斯 2935 3544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世界银行、第一财经研究院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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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数据，上周 31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4164 例，其中本土病例 3799

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3149 例，其中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22321 例。

上周新增本土阳性病例共计 26120 例，如果剔除今年上半年曾施行

静态管理的上海、吉林两地，本土新增阳性病例已经创下今年 3 月

以来的新高。

上周 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增本土阳性病例超过 100

例，其中 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更是超过 1000 例，分别为广

东（6823 例）、内蒙古（4466 例）、新疆（3292 例）、黑龙江（1739

例）、湖南（1642 例）、河南（1462 例）。

图 2 全国新增本土阳性病例

注：不含港澳台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各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第一财经研究院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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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球累计确诊前十国家确诊病例及相关指标

国家
累计确诊

病例

每百万人

确诊人数

新增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

周环比增速（%）

上周 前一周 上周 前一周

美国 97741764 299190 281753 255408 0.3 0.3

印度 44661516 33019 7924 9516 0 0

法国 37140238 554521 149666 245944 0.4 0.7

德国 35823771 432102 252640 398437 0.7 1.1

巴西 34849063 166368 33805 34796 0.1 0.1

韩国 25856910 501039 299601 245673 1.2 1

英国 24155154 363452 32245 43584 0.1 0.2

意大利 23642011 391283 110988 182948 0.5 0.8

日本 22702372 179424 400121 281977 1.8 1.3

俄罗斯 21158672 146449 39735 50259 0.2 0.2

全球 632615717 83302 2355647 2618237 0.4 0.4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一财经研究院计算

表 3 全球累计确诊前十国家死亡病例数及相关指标

国家
累计死亡

病例

每百万人死

亡人数

新增死亡病例
累计死亡病例

周环比增速（%）

上周 前一周 上周 前一周

美国 1072594 3283 2209 2515 0.2 0.2

巴西 688332 3286 370 435 0.1 0.1

印度 530509 392 1485 47 0.3 0

俄罗斯 382705 2649 474 561 0.1 0.1

英国 210680 3170 741 1 0.4 0

意大利 179436 2970 335 507 0.2 0.3

法国 158317 2364 445 495 0.3 0.3

德国 154535 1864 991 1062 0.6 0.7

日本 47133 373 391 362 0.8 0.8

韩国 29390 570 214 176 0.7 0.6

全球 6600590 869 11165 10095 0.2 0.2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一财经研究院计算

根据 OurWorldInData 的数据，截至 11 月 5 日全球新冠肺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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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累计接种 129.2 亿剂，过去一周新增接种 0.22 亿剂，其中三分

之一为加强针接种。

 美国疫情有反弹的迹象，上周新增确诊病例 28.2 万例，创

下 4 周新高，周环比上升 10.3%；南美洲主要国家疫情趋于

平稳，上周智利、巴西新增确诊病例分别为 3.8 万例与 3.4

万例，与前一周大体处于同一水平。

 欧洲发达国家疫情缓和，上周新增确诊病例 73.1 万例，继

续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国家中德国（新增 25.3 万例）、法

国（新增 15.0 万例）、意大利（新增 11.1 万例）、英国（新

增 3.2 万例）新增病例连续两周环比降幅超过 20%。

 日本、韩国疫情加速蔓延，上周新增确诊病例分别为 40.0

万例与 30.0 万例，环比增速均超过 20%，也是全球新增病

例最多的两个国家。东南亚一些国家疫情蔓延加速，印度尼

西亚（上周新增 3.1 万例）、马来西亚（上周新增 2.7 万例）

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数周增长，上周环比增速更是超过 50%。

10 月全球经济活动进一步走弱。根据 IHS Markit 的数据，10

月摩根大通全球 PMI 降至 49.0,创下 28 周新低。分行业来看，10

月全球制造业 PMI（49.4）与服务业 PMI（49.2）双双降至收缩区

间，这也是两年多来首次。全球经济活动放缓主要与需求走弱有关，

10 月制造业新订单与服务业积压工作指数均在收缩，其中制造业

新订单指数已连续 4 个月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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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摩根大通全球 PMI

来源：IHS Markit、Wind

联储加息的背景下，美国就业市场开始降温。根据美国劳工部

的数据，10 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 26.1 万人，增幅创 22 个月新低，

环比少增 5.4 万人。美国失业率也开始走高，10 月失业率环比上

升 0.2 个百分点至 3.7%，重回半年来的高点。

图 4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与失业率

来源：美国劳工部、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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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数据图表

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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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欧洲发达国家疫情缓和，上周新增确诊病例 73.1 万例，继续

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国家中德国（新增 25.3 万例）、法国（新增

15.0 万例）、意大利（新增 11.1 万例）、英国（新增 3.2 万例）

新增病例连续两周环比降幅超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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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美国疫情有反弹的迹象，上周新增确诊病例 28.2 万例，创下

4 周新高，周环比上升 10.3%；南美洲主要国家疫情趋于平稳，上

周智利、巴西新增确诊病例分别为 3.8 万例与 3.4 万例，与前一周

大体处于同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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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

日本、韩国疫情加速蔓延，上周新增确诊病例分别为 40.0 万

例与 30.0 万例，环比增速均超过 20%，也是全球新增病例最多的

两个国家。东南亚一些国家疫情蔓延加速，印度尼西亚（上周新增

3.1 万例）、马来西亚（上周新增 2.7 万例）新增确诊病例已连续

数周增长，上周环比增速更是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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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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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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