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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谈判陷入僵局 

 
——海外宏观周度观察（2020 年第 38周）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美国至 9 月 12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 86 万人，高于市场预期。至

9 月 5 日当周续请失业金人数 1262.8 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续请失业

金人数低于预期，反映出在上一轮财政对失业的补贴过后，很多失业

者积极找工作重返就业岗位。但初请失业金人数仍然较高，就业市场

尚未全面向好。8 月工业产出环比不及预期，同比较上个月下滑。二

次疫情影响下，美国很多地区复工复产受阻，此前我们判断的“生产

弱、需求强”的趋势仍在延续，这个格局会导致短期内美国通胀继续

向上修复。9 月密歇根大学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高于预期，显示出

二次疫情对于需求端冲击相对较小，居民消费有望继续修复。 

 

欧元区 7 月工业产出环比增长 4.1%，略好于预期。欧元区同比降幅连

续三个月收窄，工业生产有所回暖，但受二次疫情影响仍然严重，工

业产出指数仍远低于去年同期水平。9 月欧元区 ZEW 经济景气指数回

升至 73.9，欧洲经济整体处于恢复之中。但欧洲疫情近期开始二次爆

发，对未来经济复苏的进程会造成一定冲击。 

 

美联储公布 9 月利率会议维持利率和 QE 速度不变，点阵图显示将维

持零利率至 2023 年。美联储对经济的预期相对乐观。英国央行亦按兵

不动，不确定性的增加给政策前景蒙上了阴影，这些不确定性集中在

三个关键问题上：疫情、英国脱欧和英国政府的财政计划。日本央行

维稳现行政策。近期几大央行的态度可以看出，全球货币政策仍将在

相当长的时间维持极度宽松。但是也许注意，美联储本次并未提及

YCC 政策或进一步加快量化宽松，各国央行进一步加码宽松的意愿降

低，未来经济和政策的主要关注点将更聚焦于财政刺激。 

 

英国脱欧过渡期剩下最后三个月，无协议脱欧阴影重临。当地时间 9

月 16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再次敦促英国不要单方面试图改

变、无视或废除业已达成的“脱欧”协议，“谈判进展不如预期，留给

双方谈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表示脱欧过渡

期不会再延长，如果在 10 月 15 日欧盟理事会开会前，贸易谈判无果，

那么英国准备接受“无协议脱欧”。短期内英国脱欧谈判成为欧元区和

英国最大的不确定性。英镑和欧元因此承压，美元指数则被动提升。 

 

全球股市涨跌不一， 国债收益率多数下跌，工业品普涨，农产品普涨。 

 

风险提示：英国“无协议脱欧” 

 

[Table_Invest] 
  

 

 

 

 

[Table_Report] 相关数据 

 

相关报告 

 

《特朗普支持率落后幅度缩小——海外宏观

周度观察（2020 年第 37 周）》 

20200913 

《美国失业率快速下行但永久性失业不断上

升——海外宏观周度观察（2020 年第 36 周）》 

20200906 

《特朗普新的竞选纲领有何不同——海外宏

观周度观察（2020 年第 35 周）》 

20200830 

《贵金属短期宽幅震荡，长期依然看涨——

海外宏观周度观察（2020 年第 34 周）》 

20200824 

 

 

[Table_Author]  

证券分析师：沈新凤 

执业证书编号：S0550518040001  

18917252281   shenxf@nesc.cn 

    

证券分析师：尤春野   

执业证书编号：S0550520060001 

13817489814   youcy@nesc.cn 
 

证券研究报告 

 

 

发布时间：2020-9-20  



                                      宏观研究报告-数据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2 / 13 

 

目 录 

1. 下周海外重点数据及事件预警 .......................................................................... 4 

2. 美国工业产出进入瓶颈期，欧元区经济景气指数上升 ..................................... 4 

2.1. 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下降，工业生产复苏缓慢........................................................................... 4 

2.2. 欧元区工业产出超预期，经济景气指数上升............................................................................... 5 

3. 主要央行维持极度宽松政策，但未来财政政策更值得期待 ............................. 6 

3.1. 美联储重申长期极度宽松政策....................................................................................................... 6 

3.2. 英国央行继续表示对负利率持敞开态度....................................................................................... 7 

3.3. 日本央行维稳现行政策................................................................................................................... 7 

4. 英国“无协议脱欧”风险增大 .............................................................................. 8 

4.1. 事件回顾........................................................................................................................................... 8 

4.2. 英国和欧盟四大分歧....................................................................................................................... 8 

4.3. 欧盟和英国双方谈判时间所剩无几............................................................................................... 9 

5. 全球市场表现 ..................................................................................................... 9 

5.1. 全球股市涨跌不一........................................................................................................................... 9 

5.2. 国债收益率多数下跌..................................................................................................................... 10 

5.3. 工业品普涨，农产品普涨............................................................................................................. 11 

 

                 图表目录 

图 1：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高于预期 ......................................................................................................... 4 

图 2：续请失业金人继续下降 .................................................................................................................... 4 

图 3：美国工业产出恢复缓慢 .................................................................................................................... 5 

图 4：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升 ................................................................................................................ 5 

图 5：欧元区工业产出上升 ....................................................................................................................... 6 

图 6：欧元区和德国经济景气指数上升 ...................................................................................................... 6 

图 7：全球股市涨跌不一 ......................................................................................................................... 10 

图 8：美国短债收益率下行 ..................................................................................................................... 10 

图 9：日债收益率下行 .............................................................................................................................11 

图 10：欧债收益率上行............................................................................................................................11 

图 11：有色金属价格普跌涨 .....................................................................................................................11 



                                      宏观研究报告-数据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3 / 13 

图 12：农产品价格普涨............................................................................................................................11 

 

表 1：重点数据及事件 .............................................................................................................................. 4 

表 2：英国脱欧过渡期 .............................................................................................................................. 8 

 



                                      宏观研究报告-数据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4 / 13 

1. 下周海外重点数据及事件预警 

 

表 1：重点数据及事件 

日期 国家 数据 /事件 

2020/9/22 美国 9 月里奇蒙德联储制造业指数 

2020/9/23 欧元区、德国 9 月制造业 PMI 初值 

2020/9/23 英国 9 月制造业 PMI 

2020/9/23 美国 当周 EIA 原油库存 

2020/9/23 德国 10 月 Gfk 消费者信心指数 

2020/9/23 美国 7 月 FHFA 房价指数 

2020/9/24 德国 IFO 商业景气指数 

2020/9/24 美国 8 月新屋销售总数 

2020/9/25 美国 8 月耐用品订单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整理 

 

2. 美国工业产出进入瓶颈期，欧元区经济景气指数上升 

 

2.1. 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下降，工业生产复苏缓慢 

 

美国至 9 月 12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 86 万人，高于市场预期的 85 万人，前值

由 88.4 万人上修为 89.3 万。至 9 月 5 日当周续请失业金人数 1262.8 万人，低于市

场预期 1300 万人，前值由 1338.5 万人上修为 1354.4 万人。续请失业金人数低于预

期，反映出在上一轮财政对失业的补贴过后，很多失业者积极找工作重返就业岗位。

但初请失业金人数仍然较高，就业市场尚未全面向好。 

 

图 1：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高于预期  图 2：续请失业金人继续下降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美国 8 月工业产出环比为 0.4%，低于预期 1%，并低于前值 3%（修正为 3.5%）。受

疫情影响，该数据远低于去年水平，工业产出同比下降 7.73%。美国 8 月工业产能

利用率为 71.4%，预期 71.4%，前值 70.6%。8 月工业产出环比不及预期，同比较上



                                      宏观研究报告-数据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5 / 13 

个月下滑。二次疫情影响下，美国很多地区复工复产受阻，此前我们判断的“生产

弱、需求强”的趋势仍在延续，这个格局会导致短期内美国通胀继续向上修复。 

 

图 3：美国工业产出恢复缓慢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美国 9 月密歇根大学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录得 78.9，预期 75，前值 74.1。消

费者信心自 7 月起开始回升，显示出二次疫情对于需求端冲击相对较小，居民消费

有望继续修复。 

 

图 4：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2.2. 欧元区工业产出超预期，经济景气指数上升 

 

欧元区 7 月工业产出环比增长 4.1%，超过预期值 4%，低于前值 9.1%，增幅较上月

有所回落，但仍略好于预期。欧元区同比降幅连续三个月收窄，工业生产有所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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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二次疫情影响仍然严重，工业产出指数仍远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9 月欧元区 ZEW 经济景气指数回升至 73.9，前值 64。德国 ZEW 经济景气指数回升

至 77.4，前值 71.5。欧洲经济整体处于恢复之中。但欧洲疫情近期开始二次爆发，

对未来经济复苏的进程会造成一定冲击。 

 

图 5：欧元区工业产出上升  图 6：欧元区和德国经济景气指数上升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3. 主要央行维持极度宽松政策，但未来财政政策更值得期待 

 

3.1. 美联储重申长期极度宽松政策 

 

北京时间 9 月 17 日凌晨 2:00，美联储公布 9 月利率会议决议，会议决定零利率政

策不变，QE 速度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同时美联储更新了前瞻指引，即致力于达

到 2%的核心通胀目标并容忍在一定时间内适度超过目标。但美联储没有进一步宽

松举措，同时对经济相对乐观的表态削弱了市场对进一步宽松的预期，决议公布后，

美股、黄金震荡后走低，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走高。 

 

委员会以 8:2 的投票比例通过本次决议（上次为一致通过）；两名持反对意见的票委

相对更加鸽派。美联储新框架中致力于达到最大就业，但鲍威尔反复强调“最大就业”

没有明确的数字目标，所以未来通胀对于货币政策的指导意义更大。虽然美国经济

快速复苏，但永久性失业人数仍然在上升，在未来财政刺激退出之后通胀将面临一

段时间的疲软期，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无须忧虑货币政策收紧。 

 

鲍威尔表示，将坚定致力于实现政策目标，美联储今天的声明做出重要调整，声明

调整阐明了长期前景。在新常态下，利率将更接近下限。强有力的政策指引将有助

于经济。如果出现阻碍美联储实现目标的风险，美联储准备适当调整货币政策立场。

即使在加息后，政策仍将保持宽松的立场。 

 

美联储对经济的预期相对乐观。FOMC 预计 2020 年美国经济将萎缩 3.7%，而 6 月

份时为 6.5%；对 2021 年、2022 年的预期分别为 4%和 3%，6 月份为 5%和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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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失业率的预期为 7.6%，6 月份为 9.3%。年内核心 PCE 预期为 1.5%，6 月份为

1%。整体来看，由于近期美国各项经济数据的转强，美联储的态度也转向乐观，大

幅上修了经济预期，但鲍威尔也依然表示了经济前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并重申财

政刺激的重要性。 

 

3.2. 英国央行继续表示对负利率持敞开态度 

 

北京时间 9 月 17 日晚，英国央行公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委员会一致同意坚持基

准利率在 0.1%不变，坚持资产购买总规模在 7450 亿英镑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委

员会宣布将继续审查为实现其目标可以采取的各种行动。同时，在通胀目标取得重

大进展前，英国央行不会收紧刺激政策，并重申目前暂不考虑收紧政策。还讨论了

负利率的有效性，英国央行称，将与监管机构就如何实施负利率进行合作。将与监

管机构就如何实施负利率进行合作。 

 

关于经济情况，英国央行表示，英国经济增长前景仍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增

加给政策前景蒙上了阴影，这些不确定性集中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疫情、英国脱欧

和英国政府的财政计划。 

 

英国央行称，经济增长和通胀的路径将取决于疫情的演变。近期新冠肺炎病例的增

加，包括英国的病例，有可能对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尽管可能比今年早些时候的影

响要小。投资意向仍然非常疲弱，企业间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英国央行预计，2020

年第三季度 GDP 将比 2019 年第四季度低 7%。委员会将在 11 月货币政策委员会会

议之前，在更广泛的预测讨论范围内，考虑与英国脱欧有关的经济问题。 

 

英国央行官员已经强调，就业是他们最大的担忧。失业率目前有上升迹象，失业可

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与预测相比，失业率持续上升的风险更大。英国央行就此表

示，如果市场状况恶化，可以提高量化宽松规模。 

 

3.3. 日本央行维稳现行政策 

 

9 月 17 日，日本央行早间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日本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0.1%不变，同时将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目标维持在 0%附近不变，均符合市场预期。

日本央行此次还修订了经济评估，上调出口和产出评估。日本央行重申将不设限制

地购买日本国债，维持 ETF 年度购买量在 12 万亿日元不变。日本央行表示，将继

续支持企业融资，预计短期和长期政策利率将维持在当前或更低水平。 

 

日本央行指出行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经济改善只是温和的。商业投资一直

在下滑。服务业消费水平仍处于低位。出口和工业生产水平已经回升。疫情影晌存

在非常高的不确定性。预计经济改善的步伐将适中，资本支出呈下降趋势。 

 

日本央行行行长黑田东彦在记者会上表示，尽管形势依然严峻，但随着全球经济活

动重启，日本经济呈现出恢复势头。受宽松货币环境、政府刺激措施影响，日本经

济有望好转。不过，黑田东彦表示，由于 7 月以来确诊病例增加抑制消费，经济能

否顺利恢复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黑田东彦表示，日本央行将密切关注疫情对经济

的冲击，如果有必要，将毫不犹豫地继续推出进一步宽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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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几大央行的态度可以看出，全球货币政策仍将在相当长的时间维持极度宽松。

但是也许注意，美联储本次并未提及 YCC 政策或进一步加快量化宽松，各国央行

进一步加码宽松的意愿降低，未来经济和政策的主要关注点将更聚焦于财政刺激。 

 

4. 英国“无协议脱欧”风险增大 

 

4.1. 事件回顾 

 

自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至今，英国脱欧已经拖了近 4 年的时间。2020 年 1 月 31 日，

英国正式退出欧盟，进入脱欧过渡期，为期 11 个月。在过渡期间，英国必须与欧

盟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否则将面临“无协议脱欧”的局面。 

 

当地时间 9 月 8 日，英国与欧盟双方代表在伦敦举行第八轮脱欧贸易谈判，双方在

公平竞争环境、渔业等关键领域分歧仍未消除。英方首席谈判代表戴维·弗罗斯特说，

第八轮谈判进展非常有限，双方进行了有益的交流，但关键领域分歧十分严重。欧

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表示，在涉及欧盟基本利益方面，双方分歧明显。 

 

英国政府公布了《内部市场法案》。因该法案允许英国对此前与欧盟达成的“脱欧”

协议进行修改，修改 2019 年与欧盟签署的“脱欧”协议中关于北爱尔兰的内容。而这

部分是“脱欧”协议的关键内容。此举引发广泛批评，让新一轮贸易谈判更加令人担

忧，为双方未来关系谈判增添了新的变数，甚至可能导致英国与欧盟的贸易谈判破

裂。 

 

表 2：英国脱欧过渡期 

日期 重要活动 

2020/9/14 二读《内部市场法案》 

2020/9/15 《内部市场法案》辩论 

2020/9/21 《内部市场法案》辩论 

待定 三读《内部市场法案》 

2020/10 保守党线上会议 

2020/10/15 欧盟峰会 

2021/11 欧盟特别峰会 

2021/12/31 脱欧过渡期结束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4.2. 英国和欧盟四大分歧 

 

公平竞争环境。即一方的企业不会因为政策因素比另一方的同业具有不公平的竞争

优势。欧盟希望英国在劳工权利保护、环境法规和政府援助等方面跟欧盟保持一致。

但是，英国明确表示，脱欧就是为了不再受共同规则的束缚。 

 

捕鱼和卖鱼。英国希望享受欧盟鱼类市场完全准入，欧盟希望享受英国水域捕鱼的

完全准入。英国说这不可能，跟英国现在独立的主权国家身份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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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陆地边界。敏感点集中在英国提出对脱欧前与欧盟达成有关协议的执行方

式，即保持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边界尽可能开放。这个边界现在是英国和

欧盟的边界。欧盟担心英国不会信守承诺，英国对这种怀疑强烈不满。唐宁街最新

提出的国内市场法草案对此增添了更多变数。 

 

未来协定规则框架。涉及双方未来签署的任何协议，新协议的执行、欧洲法院的角

色和作用等。 

 

4.3. 欧盟和英国双方谈判时间所剩无几 

 

受疫情影响，双方此前展开的多轮磋商大多原地踏步，尽管双方表示在争议解决机

制、警察和司法合作等方面开展了良好对话，但始终未能弥合一些关键领域的分歧。 

英国脱欧过渡期剩下最后三个月，无协议脱欧阴影重临。 

 

当地时间 9 月 16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再次敦促英国不要单方面试图改变、

无视或废除业已达成的“脱欧”协议，“谈判进展不如预期，留给双方谈判的时间已经

不多了”。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表示脱欧过渡期不会再延长，如果在 10 月 15 日

欧盟理事会开会前，贸易谈判无果，那么英国准备接受“无协议脱欧”。 

 

第九轮谈判将在 9 月 28 日到 10 月 2 日举行。这也是欧盟要求英国撤销内部市场法

案中涉及北爱尔兰条款的最后期限。届时如果英国没有相应行动，谈判很难继续进

行。欧洲媒体普遍认为，英欧双方需要在年底前就贸易、移民、航空、安全、渔业

等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并经过双方议会批准。欧盟成员国政府还需就协议文本同

本国立法部门磋商，在 10 月底前达成协议将是一个艰难的任务。鉴于双方都不会

在一些关键谈判领域轻易做出让步，英欧均已意识到很可能无法在过渡期结束前达

成协议，因此都在着手准备应对“无协议脱欧”的局面。 

 

“无协议脱欧”将给英欧市场带来极大不确定性。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正在上

升，一旦无协议脱欧成真，将对双方已经面临萎缩的国民经济造成更大打击。若无

法达成贸易协议，英欧明年开始将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重新实施边检和关税，

导致贸易成本增加，这势必令遭受疫情重创的英欧经济雪上加霜，也可能会对地区

政治和安全关系造成冲击。 

 

短期内英国脱欧谈判成为欧元区和英国最大的不确定性。英镑和欧元因此承压，美

元指数则被动提升。短期内美元将因此获得支撑。 

 

5. 全球市场表现 

 

5.1. 全球股市涨跌不一 

 

本周全球股市涨跌不一。阿根廷 MERV 指数下跌 9.9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65%，标准普尔指数下跌 0.65%，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0.03%。而以色列 TA-100

指数上涨 1.63%，印尼雅加达综合指数上涨 0.84%，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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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全球股市涨跌不一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5.2. 国债收益率多数下跌 

 

本周主要国债收益率多数下跌。美国 3 月期国债收益率下行 1bp，10 年期国债收益

率上行 3bp。日本 1 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 0.8bp，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 1.2bp。欧

元区 3 月期公债收益率上行 1.8bp，10 年期公债收益率下行 2.7bp。 

 

图 8：美国短债收益率下行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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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日债收益率下行   图 10：欧债收益率上行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5.3. 工业品普涨，农产品普涨 

 

油价大涨，有色金属普涨。除铁矿石下跌 4.06%和镍下跌 1.69%外，其余金属及工

业品价格均上涨。其中布油上涨 7.82%。锌上涨 3.05%，铜上涨 2.07%，铝上涨 1.22%，

铝上涨 1.15%。 

 

农产品普涨。红枣带头领涨 35.54%，糖上涨 11.99%，棕榈油上涨 8.65%，咖啡领

跌 13.13%，苹果下跌 3.72%，鸡蛋下跌 0.53%。 

 

图 11：有色金属价格普跌涨  图 12：农产品价格普涨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Wind 

 

 

 

 

风险提示：英国“无协议脱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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