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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国上周初申失业救济金人数止跌反弹 

当地时间 9 月 24 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9

日当周初申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至 87 万人，预期 84 万人，前值 86 万人；

截至 9 月 12 日，当周续申失业救济金人数为 1,258 万人，预期 1,227.5 万

人，前值 1,262.8 万人。 

联合点评：美国疫情已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且近期因学校复课存

在大范围二次暴发的风险。持续的疫情导致大量永久及暂时性岗位流失，

失业率短期内迅速攀高。尽管美国政府已接连颁布多项救助政策试图提

振就业市场，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美国劳动力市场仍处于疲软状态，且

后继乏力。虽然政府在 8 月份通过扩大雇佣政府工作人员数量新增部分

就业岗位，但由于美国经济复苏前景仍不明朗，企业及个人雇主扩大雇

佣规模的意愿很低，就业市场短期内仍难现起色。 

欧洲央行向欧元区银行新增分配逾千亿欧元低息资金 

9 月 25 日，欧洲央行在最新的 TLTRO 计划中向欧元区银行分配了

1,745 亿欧元的低息资金，贷款利率为-1%，并将贷款期限由 2 年延长至 3

年。 

联合点评：早在疫情初期，欧洲央行便向欧元区国家银行提供了大

量资金以保证市场流动性充裕，6 月更是向欧元区各银行分配了规模逾万

亿欧元的低息贷款。此次新分配的贷款规模虽不及之前，但超低的利率

及宽限的还款时间仍表明欧洲央行鼓励企业扩大投资及贷款规模的决心。

但由于当前全球大部分地区仍未彻底摆脱疫情困扰，经济活动受影响复

苏不及预期，各类新增投资及贷款活动持续低迷。近期欧洲多国疫情严

重反弹，部分国家或面临重新进入封锁状态的局面，在投资者对待市场

风险愈发谨慎的情况下，低息资金对投资及贷款活动的拉动作用十分有

限。 

英国宣布新一轮救助计划 

8 月 24 日，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宣布最新一轮经济纾困计划，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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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继续对符合最低工作时间要求的民众支付三分之一的工资、适当延长企业偿还贷款的

时间、允许困难企业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还贷、旅游业和服务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延长至明

年 3 月份等。新一轮救助计划将从今年 11 月开始，共持续 6 个月。 

联合点评：近期英国出现大面积疫情反扑，二次暴发苗头已现。首相鲍里斯于 9 月 22 日

宣布即日起将采取新的限制措施，包括加大未戴口罩的罚款力度、限制经营场所营业时间等，

实施时间为 6 个月。新出台的限制政策让英国本就表现不利的就业市场雪上加霜。尽管此次

救助计划试图通过更具针对性的补助提高雇主的雇佣意愿、保护企业免于破产，但随着脱欧

在即，英国与欧盟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激增，诸多在英企业准备进行大

规模员工迁移，这将使英国就业市场进一步承压。灵活还贷及税收优惠在营业时间受限及疫

情大范围反弹的情况下也难以带动企业及相关产业重现活力。 

英国政府债务创历史新高 

9 月 25 日，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披露，本财年前 5 个月英国政府目前已借入 1,737

亿英镑，超过其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2009 财年创下的全年 1,577 亿英镑的纪录。英国国家统

计局官员披露，到本财年结束时（2021 年 3 月），财政赤字可能达到 3,720 亿英镑，借贷总

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提高到 18.9%，这将是二战以来英国出现的最高债务水平。 

联合点评：英国在此次疫情前期的防疫行动失误导致其成为目前为止欧洲受疫情影响最

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后期为实现严格抗疫，英国政府频频扩大政府开支以支援公共卫生领域

支出、维稳经济运行及保障基本民生。接连几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推行使得政府债务负担激增，

当前英国正面临疫情二次暴发，财政支出或将进一步增加，尽管英国政府财政实力雄厚，但

激增的债务负担仍将使其财政状况承压。 

澳大利亚宣布进一步放松信贷环境 

9 月 25 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放宽贷款标准、简化贷款流程以增加信贷。澳国库部

长弗赖登伯格当天在声明中表示，这次对信贷规定的改变包括在某些领域去掉贷方对消费者

“负责任的贷款义务”条款，来促进消费、投资和就业。 

联合点评：反复的疫情及与贸易伙伴的关系趋紧令澳大利亚在此次危机中备受挫折：发

生在 3 月和 7、8 月份的两次疫情集中暴发重创澳大利亚服务业及制造业，与第一出口目的国

中国的外交关系遇冷则使其出口贸易深受打击、下滑明显，多重因素导致澳大利亚各类企业

信贷及投资活动受影响大规模萎缩，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及贸易环境愈发紧张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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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贷需求持续疲软，澳政府进一步放宽信贷条件鼓励增加投资及信贷活动的效果可能难

及预期。 

土耳其央行加息 200 个基点 

9 月 24 日，土耳其央行宣布将一周回购利率从 8.25%上调至 10.25%，加息 200 个基点，

这是土耳其央行两年来首次上调回购利率，此前 2018 年该国一周回购利率一度达到创纪录的

24%。 

联合点评：土耳其已深陷高通胀困境多时，新冠疫情突袭重创土耳其制造业及旅游业，

本国居民及国际投资者出于避险目的大量抛售里拉囤积美元或黄金等储备资产，进一步加重

了里拉贬值幅度，土耳其央行外汇储备损耗严重。此次加息虽在短期内小幅拉升里拉汇率，

但能否使里拉彻底摆脱长期跌势还要持续关注土耳其后续财政及货币政策动态。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标普下调赞比亚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CCC-/CCC-” 

9 月 25 日，标普将赞比亚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由“CCC/CCC”下调至“CCC-/CCC-”。

9 月 22 日，赞比亚政府向其欧元债权人发出“征求同意公告”，请求同意对其即将到期的 3

只欧元债券进行为期半年的债务偿付中止。标普认为，除非赞比亚有重大向好改善、或者欧

元债权人拒绝此提议且赞比亚政府继续偿付债务，否则赞比亚极可能在 6 个月内出现违约。 

惠誉维持英国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AA-/AA-”不变 

9 月 25 日，惠誉维持英国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AA-/AA-”不变。惠誉认为，尽

管公共部门债务高位增长，但英国仍是一个高收入、风险高度分散的发达经济体。英镑的储

备货币地位、深度资本化的市场及良好的治理指标均对英国现有信用级别形成有力支撑。平

均期限较长的公共债务缓释了其再融资利率风险，在公共债务主要集中在英镑债券的情况下，

走弱的英镑汇率不会恶化其现有债务状况。 

穆迪下调科威特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A1/A1” 

9 月 22 日，穆迪将科威特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由“Aa2/Aa2”下调至“A1/A1”。

穆迪认为，此次下调科威特信用等级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政府流动性风险上升，二是科威

特政府机构的治理能力有所恶化。尽管科威特财政实力雄厚，但由于法定机构长期缺席发行

债券且未动用未来基金的主权财富基金资产，现有流动性面临枯竭；议会和执政层的长期矛

盾亦严重影响司法和执政机构的政策有效性。 

表 1 国家主权评级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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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最新评级 评级展望 评级日期 上次评级 
上次 

评级展望 

上次 

评级日期 
评级变动 

标普（Standard&Poor） 

赞比亚 CCC-/CCC- 负面 2020/9/25 CCC/CCC 负面 2020/8/21 下调级别 

惠誉（Fitch） 

老挝 CCC/CCC - 2020/9/23 B-/B- 负面 2020/5/15 下调级别 

赞比亚 C/C - 2020/9/24 CC/CC - 2020/4/16 下调级别 

爱沙尼亚 AA-/AA- 稳定 2020/9/25 AA-/AA- 稳定 2020/3/27 不变 

塞尔维亚 BB+/BB+ 稳定 2020/9/25 BB+/BB+ 稳定 2020/3/27 不变 

波兰 A-/A- 稳定 2020/9/25 A-/A- 稳定 2020/3/27 不变 

英国 AA-/AA- 稳定 2020/9/25 AA-/AA- 稳定 2020/3/27 不变 

穆迪（Moody’s） 

科威特 A1/A1 稳定 2020/9/22 Aa2/Aa2 稳定 2019/5/2 下调级别 

玻利维亚 B2/B2 稳定 2020/9/22 B1/B1 负面 2020/3/10 下调级别 

卡塔尔 Aa3/Aa3 稳定 2020/9/24 Aa3/Aa3 稳定 2018/7/13 不变 

匈牙利 Baa3/Baa3 正面 2020/9/25 Baa3/Baa3 稳定 2018/11/23 上调展望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小幅下行，各经济体国债与美债利差走势不一 

本周，受美联储重申将维持 3 年左右零利率，且美国复苏前景仍不明朗的影响，各期限

美债收益率纷纷下行。本周 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美债平均收益率分别较上周下跌 0.60 个、

0.80 个和 1.40 个 BP 至 0.12%、0.27%和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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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在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均下跌的背景下，短期中美国债利差继续走扩，中长期中美

国债利差有所收窄。本周 1 年期中美国债利差较上周走扩 1.08 个 BP 至 2.49%，5 年期及 10

年期中美国债利差则分别较上周收窄 4.48 个及 1.57 个 BP 至 2.69%和 2.42%；本周 1 年期及 5

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较相应期限美债收益率利差分别走扩 0.87 个及 0.53 个 BP 至-0.28%和

-0.39%，,10 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则较相应期限美债收益率利差收窄 1.23 个 BP 至-0.65%；欧

元区 1 年期、5 年期及 10 年期公债收益率与相应期限美国国债平均利差较上周分别走扩 0.46

个、1.53 个及 1.28 个 BP 至-0.77%、-0.99%和-1.17%。 

表 2  与 1年期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   单位：% 

国家 相应指标名称 本周平均利差 上周平均利差 变动 BP 今年以来累计变动 BP 

中国 国债到期收益率：1 年 2.4890 2.4782 1.0760 166.2155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0.2807 -0.2720 -0.8667 141.8333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0.7723 -0.7677 -0.4575 142.9705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9 月 28 日早上 10:00，下同。 

表 3  与 5年期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   单位：% 

国家 相应指标名称 本周平均利差 上周平均利差 变动 BP 今年以来累计变动 BP 

中国 国债到期收益率：5年 2.6857 2.7305 -4.4820 143.6270 

日本 国债利率：5年 -0.3897 -0.3844 -0.5267 142.0333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年 -0.9898 -0.9745 -1.5252 114.7703 

英国 国债收益率：5年 -0.3524 -0.3560 0.3587 72.1267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表 4  与 10年期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   单位：%  

国家 相应指标名称 本周平均利差 上周平均利差 变动 BP 今年以来累计变动 BP 

中国 国债到期收益率：10 年 2.4237 2.4394 -1.5680 115.874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0.6503 -0.6626 1.2267 126.4667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1661 -1.1533 -1.2809 88.1738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4275 -0.4294 0.1933 59.3133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本周美元指数止跌回升，主要非美货币纷纷走弱 

本周美元指数结束跌势稳步回升，周五收于 94.5871，周内累计收涨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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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正在酝酿的新一轮万亿美元刺激法案拉动美元反弹，在美元连续几天强势的背景下本周

主要非美货币纷纷走弱：由于欧洲多国疫情二次暴发形势严峻，在美元上涨的背景下欧元继

续走弱，本周欧元兑美元收于 1.1631，周内累计下跌 1.79%；受开学季影响本周英国出现以高

校为中心的疫情新高峰，首相鲍里斯宣布重新实施为期 6 个月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且英国

与欧盟目前为止在脱欧部分事宜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导致英国无协议脱欧可能性大增，英镑受

影响走弱，本周英镑兑美元收于 1.2745，周内收跌 1.45%；本周美元兑日元汇率收于 105.6200，

周内累计上涨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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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汇率涨跌幅行情

欧元兑美元 英镑兑美元 美元兑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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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美元兑离、在岸人民币汇率止跌回涨，但上涨幅度均相对较小：周五，美元兑离岸

人民币收于 6.8234，周内累计下上涨 0.68%，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收于 6.8202，周内累计收涨

0.41%。 

 

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下行 

本周国际原油价格主要受如下因素影响：一是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将在下周开始增

产并重启原油出口，再是美国 API 原油库存超预期增加；此外，本周欧洲多国出现疫情新高

峰导致石油需求复苏受阻。在整体上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下本周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下行：周

五，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40.04 美元/桶，周内累计下跌 2.79%；同期，ICE 布油价格收于 42.26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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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在岸人民币收盘价走势

美元兑离岸人民币 美元兑人民币(CF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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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国际黄金价格下行 

本周，在美元连续几天走强的背景下，黄金期货价格受影响表现弱势；此外，全球范围

内新冠疫苗研发及接种成功的利好消息部分缓解投资者对于新冠疫情走向的悲观预期，风险

偏好上升、黄金投资需求有所削弱亦负面影响黄金价格；尽管美联储重申其将维持较长时间

宽松货币环境的消息小幅拉升黄金价格，但总体上黄金价格仍呈下行趋势，本周单位黄金价

格最大降幅超过 100 美元/盎司，周五收盘于 1,864.30 美元/盎司，周内价格收跌 4.75%。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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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油收盘价走势

NYMEX原油 ICE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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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价格K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