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要 

 

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一年。疫苗的持续推广提振了人们的情绪，但病亡人数的持续增加仍

然令人担忧。全球经济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主要与疫情的未来发展路径有关。2020

年全球各国经济活动的萎缩如此急剧且同步，这在人们的记忆中是前所未有的。但情况本

可能远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糟。尽管难以精确衡量，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工作人

员的估计显示，如果有关国家未实施超常规的政策支持，经济萎缩的幅度可能是当前的三

倍。为了击退疫情，避免各国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分化，同时防止各国内部不平等现象的不

断加剧，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前景有所改善：全球经济在 2020 年估计萎缩 3.3%，2021 年预计将增长 6%，2022 年增速

预计放缓到 4.4%。目前估计的 2020 年经济萎缩幅度比 2020 年 10 月《世界经济展望》的

预测小 1.1 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下半年经济增长快于预期，原因是大多数地区放松了封锁

措施并调整适应了新的工作方式。相比 2020 年 10 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当前的

2021 年和 2022年增速预测值分别高出 0.8 和 0.2个百分点，这反映了几个大型经济体推出

的额外财政支持，以及今年下半年疫苗推广预计对经济复苏起到的推动作用。全球增速预

计在中期放缓至 3.3%，这既反映了疫情对供给潜力造成的破坏，又体现了疫情暴发前即

已存在的一些因素，包括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增长

减缓。相比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由于有关国家在新冠疫情中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应对

政策，经济衰退的长期创伤效应很可能较小。然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受到的冲击更大，在中期内将承受更为严重的损失。   

不同的影响：依赖旅游业和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以及政策应对空间有限的国家，遭受了

特别巨大的产出损失。在危机发生前，上述很多国家的财政状况就已经十分堪忧，它们实

施重大医疗卫生应对政策或支持民生的能力较低。经济在实现预期的复苏之前经历了严重

的萎缩，给某些群体的就业和收入带来尤其不利的影响。年轻人、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

的劳动者以及非正式行业的工作者普遍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冲击。疫情很可能导致收入不平

等显著加剧。 

相比疫情之前的预测，2020 年收入降至极度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估计已增加近 9500 万。此

外，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更难应对学校关停的问题，因此这些国家学生的课业损失更为严

重，其中女学生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的损失尤其严重。不同学生群体遭受的负面影响不同，

这可能进一步加剧不平等。   

全球前景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未来的经济走势取决于健康危机的演变路径，包括疫苗对

新病毒株是否有效，疫情是否会因新病毒株持续更长时间；降低经济损失（长期创伤效应）

的政策措施是否有效；融资环境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经济的调整能力等。这些因素的

发展变化及其与各国具体情况的相互作用，将决定各国经济复苏的步伐以及危机在中期内

对经济造成长期创伤效应的程度（第二章）。这场危机在许多方面都是独特的。在一些国

家，由于政府提供了政策支持，且人们缺少支出机会，导致储蓄大幅增加，一旦不确定性

消退，这些储蓄可能被迅速释放出来。与此同时，由于许多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恶化

（特别是在消费倾向高的情况下），加之延期偿还贷款的政策到期失效，因此尚不清楚这

些储蓄中将有多少会用于支出。总的来说，短期内风险处于平衡状态，但之后偏于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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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前景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政策制定者应重点实施审慎的政策——即无论全球大形势

如何，这些政策都应是审慎的。例如，加强社会保障，扩大失业保险的资格范围，将个体

经营者和非正式行业劳动者纳入保险体系（见 2020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二章）；

确保将充足的资源投入医疗卫生、儿童早期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投资绿色基础设施，

加快向低碳经济过渡。此外，正如第二章和第三章所述，政策制定者应随时准备灵活调整

政策支持。例如，随着疫情的演化，应将政策重点从提供生存保障转向促进资源的重新配

置，应将政策调整与经济活动的改善相挂钩，同时保障社会支出，避免长期维持低效支出。

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在可信的中期框架内提供短期支持（见 2021 年 4 月《财政监测报

告》）。如果高额债务限制了行动空间，那么还应加强税收征管（取消一些税项减免、改

善登记系统的覆盖面以及采用设计完善的增值税），提高税收累进程度，并减少浪费性补

贴，以此创造政策空间。   

政策重点：决定各国适当政策立场的因素各不相同，其尤其取决于各国回归正常的进度。

因此，各国需要根据其所处的疫情阶段、经济复苏的力度以及经济的结构特征来调整应对

政策。一旦疫苗得到普及且医疗卫生体系的应急备用能力总体上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就

可以放松限制。当疫情尚在延续时，政策首先应侧重于摆脱危机，优先安排医疗卫生支出，

提供针对性强的财政支持，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监控金融稳定风险。之后，随着经

济不断复苏，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措施减轻危机对经济造成的长期创伤，着眼于提高生产

能力（如开展公共投资），并促进生产资源的高效配置。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特别是考

虑到当前的不确定性。因此，当最终取消政策支持时，应避免采取断崖式的突然调整（例

如，应逐步减少政府在临时解雇和短时工计划下承担的那部分工资，同时增加录用补贴，

以实现必要的资源重新配置）。同时，不能忽视长期挑战——这包括提高生产率、改善政

策框架、应对气候变化等。各国的复苏速度不同，可能导致政策立场分化，特别是如果发

达经济体从疫苗普及中更早获益，就更是如此。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应提供清晰的前瞻性指

引和政策沟通，这不仅对于本国货币政策立场的适当调整至关重要，而且关系到新兴市场

的外部融资环境以及政策立场分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第四章）。 

为实现这些目标，并确保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继续缩小其与高收入国家之

间的生活水平差距，必须大力开展国际合作。在医疗卫生方面，这意味着要在全球范围内

确保充足的疫苗生产并以可负担的价格予以广泛分配——包括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COVAX）提供充足的资金——以使所有国家都能迅速、彻底地击退疫情。国际社会还

需共同努力，确保资金受到约束的经济体能够获得充足的国际流动性，用于必要的医疗卫

生以及其他社会和基础设施支出，以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实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各国

还应密切合作，加大气候变化缓解工作的力度。此外，为解决贸易和技术摩擦背后的经济

问题（以及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缺陷），也需开展强有力的合作。在国际税收政策

近期所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各国应继续关注通过合作限制跨境利润转移和避税逃税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