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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简报

美国维持新冠紧急状态，欧洲主要国家通胀高企丨全球

疫情与经济观察（2022 年 11 月 14 日）

截至北京时间 11 月 14 日 13 点，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为 6.35 亿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上周（11 月 7 日 13 点

-11 月 14 日 13 点）全球新增确诊病例 253.9 万例，维持在 2 年来

的低位；新增死亡病例 9400 例，自 6 月下旬来首次回到 1 万例以

下。

上周发达国家新增确诊 199.0 万例，环比增长 8.6%，结束了

连续 3 周的下降。发达国家新增病例加速增长主要与日本、韩国有

关，上周两国新增确诊病例分别为 50.1 万例与 36.1 万例，环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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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连续两周超过 20%。欧美发达国家疫情相对稳定，上周美国新增

确诊 24.8 万例，过去 6 周均在这一水平附近；欧洲发达国家新增

确诊 74.9 万例，亦处于年内低位。

尽管美国疫情相对缓和，美国政府仍表示将维持新冠疫情的公

共卫生紧急状态，这使得美国人可以免费获得新冠相关的检测、疫

苗与治疗服务。冬季为传染病高发期与私营部门接手新冠检测与治

疗服务需要平稳过渡是维持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主要原因。美国卫

生与公共服务部表示，如果紧急状态到期，将提前 60 天通知各州。

上周发展中国家新增确诊 54.8 万例，过去 3 周均在这一水平

附近；新增死亡病例 2495 例，创两年多来新低。

图 1 美国、欧洲发达国家与其他发达国家一周新增确诊病例

注：发达国家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经济展望》中的分类。

数据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一财经研究院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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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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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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9 例，其中本土病例 9294

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69152 例，其中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68352 例。

上周新增本土阳性病例共计 77646 例，创下 28 周新高，环比增长

197%；共计 2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增本土阳性病例超过 100

例，其中广东（24538 例）、河南（13885 例）新增病例更是超过

1 万例。

11 月 11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工

作的二十条措施，要求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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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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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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97389 299973 248237 288562 0.3 0.3

印度 44666924 33023 5420 7912 0 0

法国 37288432 556734 148194 149666 0.4 0.4

德国 36033395 434631 209624 252640 0.6 0.7

巴西 34908198 166651 59135 33805 0.2 0.1

韩国 26217994 508035 361084 299601 1.4 1.2

英国 24179656 363821 24502 32245 0.1 0.1

意大利 23823192 394282 181181 110988 0.8 0.5

日本 23203855 183387 501483 400121 2.2 1.8

俄罗斯 21194442 146697 35770 39735 0.2 0.2

全球 635162225 83637 2538733 236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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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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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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485 3289 1809 2288 0.2 0.2

巴西 688656 3288 324 370 0 0.1

印度 530532 392 23 1485 0 0.3

俄罗斯 383134 2652 429 474 0.1 0.1

英国 211417 3181 737 2 0.3 0

意大利 179985 2979 549 335 0.3 0.2

法国 158711 2370 394 445 0.2 0.3

德国 155588 1877 1053 991 0.7 0.6

日本 47685 377 552 391 1.2 0.8

韩国 29709 576 319 214 1.1 0.7

全球 6610083 870 9400 10516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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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全球新冠肺炎

疫苗累计接种 129.4 亿剂，过去一周新增接种 0.12 亿剂，其中近

半数为加强针接种。

 上周美国新增确诊 24.8 万例，过去 6 周均在这一水平附近；

南美洲主要国家疫情有加速蔓延的迹象，上周巴西（新增

5.9 万例）、智利（新增 4.5 万例）、秘鲁（新增 1.0 万例）

新增确诊病例均在上升，其中巴西、秘鲁环比增速更是超过

70%。

 欧洲发达国家疫情相对稳定，上周新增确诊 74.9 万例，仍

处于年内低位；主要国家中德国（新增 21.0 万例）、法国

（新增 14.8 万例）、英国（新增 2.5 万例）新增病例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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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下降趋势。

 日本、韩国疫情加速蔓延，上周两国新增确诊病例分别为

50.1 万例与 36.1 万例，环比增速超过 20%，也是全球新增

病例最多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新增病例（上

周新增 4.0 万例）加速增长，已经连续 2 周环比增速超过

30%。

美国通胀有所降温。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10 月美国 CPI

（季调后）同比增长 7.8%，8 个月来首次降至 8%以下，实际上美

国 CPI 自 6 月以来就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分项来看，美国物价仍然

有结构性压力。10 月美国 CPI（季调后）走低主要与能源价格下行

有关，剔除能源与食品后，核心 CPI（季调后）同比增长 6.3%，仍

处于年内高位。

图 3 美国 CPI 同比增速（季调后）

来源：美国劳工部、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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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洋彼岸，欧洲主要国家通胀高企未见缓和。10 月法国、

德国、意大利 CPI（季调后）同比增速均在走高，其中德国 CPI 同

比增长 10.4%，刷新 70 多年高点。欧洲主要国家物价高企主要与

俄乌冲突以来欧洲食品、能源价格走高有关，但从剔除食品、能源

后的核心通胀来看，欧洲国家通胀也呈现上升趋势。物价高企叠加

收紧的金融条件，欧洲主要国家经济下行风险明显上升。

图 4 欧洲主要国家 CPI 同比（季调后）

来源：各国统计局、欧盟统计局、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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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数据图表

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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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欧洲发达国家疫情相对稳定，上周新增确诊 74.9 万例，仍处

于年内低位；主要国家中德国（新增 21.0 万例）、法国（新增 14.8

万例）、英国（新增 2.5 万例）新增病例继续呈现下降趋势。



Research Note

11



Research Note

12



Research Note

13

美洲

上周美国新增确诊 24.8 万例，过去 6 周均在这一水平附近；

南美洲主要国家疫情有加速蔓延的迹象，上周巴西（新增 5.9 万例）、

智利（新增 4.5 万例）、秘鲁（新增 1.0 万例）新增确诊病例均在

上升，其中巴西、秘鲁环比增速更是超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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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

日本、韩国疫情加速蔓延，上周两国新增确诊病例分别为 50.1

万例与 36.1 万例，环比增速超过 20%，也是全球新增病例最多的

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新增病例（上周新增 4.0 万例）

加速增长，已经连续 2 周环比增速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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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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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