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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四熔断 特朗普海量政策包能奏效吗

停工停产频现

在欧洲，经济危机的苗头已经显现。作为

汽车业的大本营和奢侈品行业的核心，各大

巨头停工停产的消息已经沸沸扬扬。3月18

日，继爱马仕和开云集团旗下品牌古驰之后，

法国奢侈品牌香奈儿也决定在短期内暂停生

产，将在接下来两周内关闭其位于法国、瑞士

和意大利的工厂。该公司发布的声明显示，

“香奈儿根据最新政府指示，决定关闭其在法

国、意大利和瑞士（制表业）的全部生产基地，

以及高级时装、成衣、高级珠宝和珠宝首饰的

生产”。

此前，古驰早已宣布关闭其位于托斯卡

纳和马尔凯地区的工厂直至3月20日，其在意

大利的所有实体店则会关闭至4月3日。爱马

仕也在近日宣布，关闭了位于法国的42家生

产基地，直到3月30日。而在米兰时装周结束

后，乔治·阿玛尼位于米兰的总部以及生产中

心就已被关闭。3月17日，劳力士宣布开始关

闭日内瓦、比尔和克里斯塞的工厂，期限暂定

为10天。

与奢侈品行业类似命运的还有汽车业。

在供应链中断和疫情感染扩大的态势之下，

戴姆勒、沃尔沃、日产、福特等车企18日宣布，

从本周开始陆续暂停在欧洲大部分工厂的生

产。据不完全统计，国际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宣

布停产和即将停产的整车工厂总数已经超过

70座。

此前，汽车分析机构lmcautomotive预

测，全球汽车市场今年的销量将下滑4%，为

8640万辆，预计将是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数据是建立在新冠疫情能够在短期内得到

控制的假设之下，LMCAutomotive不排除

在疫情全球大流行情况下，全球销量会进一

步下滑200万-300万辆。

除了汽车业自身，欧洲汽车工业协会的

数据显示，包括销售店等在内，欧洲汽车产业

的就业人数高达1380万人，占整体就业人数

的6%。这意味着，如果停产走向长期化，包括

员工的家人在内，消费活动或将进一步冷却。

欧央行“放水”

经济活动的停滞，使得欧央行终于开始

“放水”。当地时间3月18日，欧央行宣布启动

7500亿欧元的临时资产购买计划，以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给货币政策传输机制以及欧元区

经济预期造成的重大风险。据悉，这一大规模

的资产购买计划将进行至2020年底，覆盖私

人和公共部门的证券，包括现有资产购买项

目下的所有资产类别。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的行动，欧央行捍卫

欧元的承诺没有极限，决心使用所有可能的

工具。”欧央行行长拉加德作出了郑重的承

诺。这一幕似曾相识。2012年在欧债危机期

间，前任欧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就曾放

话称，“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欧元”，彼时，这番

言论提振了市场信心，并挽救了欧元的颓靡

走势。

虽然与欧债危机相比，问题的根源不同，

但欧元区面临的经济考验是类似的。随着新

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升级，以意大利为首的欧

元区国家金融市场受到了极大冲击，投资者

对其政府债券避之不及，而通过财政刺激经

济的代价正是进一步攀升的国债。作为欧洲

疫情形势最严峻的国家，意大利同时也是欧

元区第二负债大国，仅次于希腊，国债规模高

达2.5万亿欧元，而恐慌情绪已经引发了投资

者对意大利国债的抛售。

“情况比一周前严重得多，因此有必要采

取积极措施，特别是确保企业融资和整个银

行体系运行。这可能意味着扩大购债计划，并

改变对各国国债的最大购买限额。”欧央行管

理委员会委员暨芬兰央行总裁雷恩18日表

示。根据欧央行资产购买计划的规则，欧央行

可以在短期内将购买重点放在意大利和其他

陷入困境的政府。欧央行目前被允许最多购

买每个国家1/3的债务，但部分国家已经接近

这一上限。

相较于美联储的频频出手，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院研究员扈大威分析称，美联储在出

台措施方面受到政治上的掣肘少一些，政策

独立性更高一些；而欧央行在政治方面有很

多掣肘，出台措施需要欧盟理事会、欧元集团

进行磋商，欧央行入市购买资产方面也存在

一些限制。不过，能看出来，欧央行还是在尽

力采取措施，避免上一次危机的重演。

疫情全面扩散

如今，欧洲已经成了疫情的“震中地带”。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月19日16时30

分，欧洲的累计确诊病例数已达到91392例，

直逼亚洲的113132例，累计死亡病例数达

4166例；其中，意大利累计确诊35713例，西班

牙累计确诊14769例，病例数破万的还有德国

（12327例），法国形势也不乐观，确诊9134例，

意味着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疫情形势均超过

此前严峻的韩国（8565例）。

停工停产、疫情蔓延，在欧央行出手之

前，欧洲各国早已迫不及待。3月16日，意大利

政府通过了一项价值250亿欧元的紧急政令

以支持经济。一天之后，西班牙宣布2000亿欧

元援助计划缓解疫情影响，该计划金额达西

班牙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据悉，该

计划中的一半资金将用于企业信用担保，其

余将用于援助弱势群体，为失业工人提供救

济金，并允许受疫情影响群体暂停偿还抵押

贷款。

同一天，法国正式进入抗击疫情的“战时

状态”，全法国进入“封城”模式。之后18日，法

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宣布，政府出台一项450亿

欧元的专项基金“帮助法国经济和企业抵抗

疫情”，并且为企业从银行贷款提供3000亿欧

元的国家担保。

德国也不例外，“这是德国自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3月18日，德国总

理默克尔首次就德国新冠肺炎疫情发表电视

讲话，这也是默克尔担任总理14年来，除新年

电视讲话外首次就特殊情况发表电视讲话。

此前3月13日，德国联邦副总理兼财长朔尔

茨、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公布一揽子经济政

策措施，旨在保护就业、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扈大威表示，欧元区经济状况本来就不

是太好，债务沉重，经济增速疲软，财政政策

几乎山穷水尽，而货币政策到了负利率，可实

施的空间很小。现在疫情的发展对整个欧洲

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从股市就可以看出来，

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股指跌得很厉害。欧央

行的举措主要是通过提供流动性来缓解经济

压力，因为股市跌得厉害，金融机构损失很

大，算是比较有针对性。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全球确诊人数超过21万例，美国确诊人

数超过9300人，欧洲死亡人数超过亚洲……

随着疫情的大举蔓延，再多的刺激计划都不

足以抵消市场的恐慌，并不意外地，美股在十

天内第四次触发了熔断机制。更重要的是，随

着美股连续两周大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

三年以来道指的涨幅一度被完全抹平。不过，

幸运的是，当天特朗普签署了价值1.3万亿美

元的第二轮救助法案，美股尾盘出现拉升，只

是没人知道距离疫情结束还有多久，但距离

2020年的大选却只有8个月了。

十天4次熔断

坚持了三个小时，美股还是难逃熔断的

噩运。当地时间18日，美股三大股指大幅低

开，道指下跌超过1000点，跌幅达到4.94%，

纳指下跌5.9%，标普500指数下跌3.66%。不

久之后，标普500指数再次大跌7%触发熔断

机制，暂停交易15分钟。至此，美国历史上出

现熔断的总数上升到了5次，其中4次发生在

本月，2次发生在本周。

不过美股三大股指在尾盘出现拉升，跌

幅收窄，截至收盘，道指跌6.3%报19898.92

点，仍狂泻1338.46点，标普500跌5.18%报

2398.1点，纳指跌4.7%报6989.84点。值得注

意的是，道指从历史最高点29568.57点跌落

至今，仅仅用了24个交易日。周三盘中，道指

一度失守19000点关口，较历史高点跌超

10000点。

美股的大跌令航空、饭店、能源、金融等

行业损失惨重。当天，跨国能源公司雪佛龙公

司跌22.12%，波音公司跌17.92%，美国联合

航空跌30.29%，“钻石公主”号隶属的邮轮公

司嘉年华集团跌26.83%。

原油市场也惨遭牵连。疫情本就放大了

恐慌情绪，直接抑制了原油需求，再加上投资

者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国际油价几乎已

经跌至冰点。WTI原油周三暴跌23%至20.81

美元/ 桶，达到18年来的最低水平。布伦特原

油下跌14%报24.6美元/桶，为2003年以来最

低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研究员孙杰称，最近一段时间，美股经常出现

大跌，随后又大幅反弹，很多人都在猜测背后

的具体问题，但美股本身就很复杂，它可能涉

及到疫情的影响、油价的影响，还有金融监管

的问题、对冲基金运作的问题、程序交易模型

设定的问题等。而且外界现在也在猜美联储

如此猛的动作是不是真的看到了问题，因为

按照他现在四平八稳的表述是无法解释这么

大动作背后的原因的。

第二轮救助法案

特朗普津津乐道的股市政绩正在遭遇历

史性的劫难，很明显特朗普也坐不住了。当

天，特朗普签署第二轮新冠病毒救助法案，为

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推出一揽子经济援助

计划。该方案重点包括免费开展新冠病毒检

测、支持疫情期间带薪病假、扩大失业保险、

扩大食品补助等措施，预计这项法案价值1.3

万亿美元。

本月初，特朗普刚刚签署过一份价值83

亿美元的紧急拨款法案。很明显系列的救助

法案还将继续，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

奈尔18日表示：“参议院将继续开会，直到我

们完成第三阶段，即下一个法案，并将其提交

众议院。”他说，共和党人希望与白宫就一项

计划达成一致，并与民主党人进行讨论。

受新一轮法案的刺激，美股才在周三尾

盘收窄跌幅，而在经历了大幅下跌之后，美国

三大股指期货也一度全部翻红，上涨超过

2%，随后冲高回落。救助法案能够真正帮上

多大忙还不好说，但能肯定的是，不断下跌的

美股确实给了特朗普非常大的压力，就在周

三美股开盘前，纽约时报还报道称，美国白宫

正敦促限制卖空，在这之前，意大利、法国、西

班牙和比利时等国都已经宣布了卖空禁令。

此外，特朗普还在酝酿一轮更大的刺激

计划。当地时间17日，美国财长姆努钦在发布

会上表示，已经提出一项规模高达万亿美元

的经济刺激计划。但不幸的是，与规模不断膨

胀的刺激措施一同增长的还有始终飞涨的新

冠肺炎确诊人数。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月18日晚

11点，全美共确诊新冠肺炎病例9345例，死亡

150例，康复106例。目前，全美50个州和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皆有确诊病例。

孙杰称，从2018年底对美国经济各个方

面的分析实际上都有提到美国经济可能面临

衰退的风险，如今股票市场大跌，虽然不能判

断一定会走入熊市，但应该可以说已经有

30%的可能性，即形成了走入熊市的标志。但

对于整个经济而言，又是个相对复杂的情况，

因为涉及到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造成多大的

影响、实体经济自己运行的情况等，而且后续

还要观察这一系列政策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作

用，可以说起码从金融市场上看，衰退的情况

已经出现，但美国经济会不会走入衰退或者

走到多深走到多远还不能确定。

特朗普三年“白干”？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股第四次熔断的出

现，一个更关键的节点浮出水面———周三道指

报收19898.92点，而在三年前，即2017年1月20

日特朗普宣誓就职的那一天，道指收于19827

点，这意味着如今距离抹平特朗普就职三年来

的全部涨幅仅剩下一步之遥。更重要的是，在

周三盘中，道指早已跌超了这一“刻度线”。

对特朗普来说，这几乎是最不能容忍的

事情，要知道，在这之前，特朗普曾不止一次

表示，美股大涨是他的功劳。也是在这样的背

景之下，才有了特朗普对美联储长达两年的

炮轰，原因在于特朗普认为美联储的加息操

作抑制了经济。如今疫情突袭，特朗普对美联

储的攻击一轮高过一轮，而当美联储最后一

把降息100个基点，而不是分四次在很长一段

时间降息至零利率的时候，特朗普才表现出

了对美联储的满意。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日前公布的最新调查

显示，3月纽约州制造业已开始下滑，总体经营

状况指数降至2009年以来新低。美国高盛集团

预测称，美国经济1-3月将出现零增长，陷入停

滞，4-6月出现下滑5%的大幅负增长。如果按

季度计算，这将是六年来美国首次出现负增

长。如果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下滑，就有可能被

视为2009年以来时隔11年的经济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疫情越发控制不住

的当下，美国的2020年大选也已经进入了关

键时期。17日，特朗普毫无悬念地赢得在佛罗

里达和伊利诺伊两州举行的共和党预选，再

次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已成定局。同一天，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亚利桑那州、伊利诺伊

州和佛罗里达州举行的民主党初选中获得胜

利，拜登的选举人团选票数量已大幅领先党

内劲敌桑德斯。

孙杰认为，特朗普之前做了很多不合常

规的事情，包括减税在内，在经济向好的时候

把所有的牌打掉了，未来肯定还会有相应对

策，就要看后续政策效果如何，会对他产生什

么样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至少就现在的情

况看，已经与一个月乃至两个月之前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了，对特朗普来说肯定是一个极

大的挑战，至于未来的情况，还要看民主党对

他造成的影响。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爱马仕古驰香奈儿相继停工 欧央行出手“救市”

欧央行终于出手了，7500亿欧元的临时资产购买计划的确大大提振了

市场信心。但大手笔的背后，是一个正成为疫情新中心的欧洲，累计确诊病例

超过9万例，因新冠肺炎死亡的病例数几乎与亚洲持平；与此同时，从奢侈品

行业到汽车业，再到旅游业，经济活动濒临停滞。或许欧央行的大手笔能暂时

纾困经济，但疫情一日不被遏制，经济方面的恐慌就将多存在一日。

3月18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当日午间美股再度触发熔断机制。新华社/图

美国近期经济刺激政策
3月3日和3月16日美联储连续两次
紧急降息150基点， 将联邦基金目
标利率区间维持在0-0.25%。

重启第四轮量化宽松，
未来几个月将至少净购
买7000亿美元资产。

加大正回购操作规模，
新增超过2万亿美元。

美联储重启商业票据融资工
具（CPFF）和一级交易商信
贷机制（PDCF）。

3月6日， 特朗普签署一份
价值83亿美元的拨款法
案，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3月18日， 特朗普签署应对新冠
肺炎的第二轮经济救助法案，预
计价值1.3万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