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对冠状病毒危机的政策措施 
 
监测、控制和缓解冠状病毒的影响是当务之急。卫生当局、央行、财政和监管当局及时、果断的行动有助

于控制病毒爆发，抵消流行病对经济的影响。央行必须为需求和信心提供支持，措施包括防范金融条件收

紧，降低家庭和公司的借款成本以及确保市场流动性。当局必须加强财政政策，为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和

公司提供大规模支持，包括难以触及的非正式部门。监管应对措施必须旨在维护金融稳定和银行体系稳健

性，同时维持经济活动。 

最近几天，各方朝着正确的方向采取了重要的措施，但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随着病毒在全球范围传播，

果断和协调的行动是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提振信心以及防止深度和长期经济影响的关键。我们

也必须帮助更贫穷和最脆弱的国家，为其提供预防和治疗感染病例的设备和资金。基金组织随时做好准备

为成员国提供支持，包括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持。 

监测和控制措施对于延缓病毒传播和降低卫生体系的峰值负荷至关重要。 

• 早期监测和快速、全面的控制措施将延缓病毒的传播。世界卫生组织正在提供关于卫生措施的指引。确

保充分的带薪病假将有助于抑制病毒传播。在社会安全网可靠性较差的国家，卫生干预必须具有针对性，

以惠及非正式部门以及生活极度贫穷的人群。为记录进展和了解此前受影响的地区何时能安全地恢复经

济活动，系统性测试不可或缺。 

• 紧急增加公共卫生支出。不堪重负的卫生体系可能通过引发社会恐慌、减少识别和治疗能力以及增加隔

离需求加剧病毒爆发的初期冲击。关键的措施包括，支持卫生部门的远程医疗会诊和特别招聘，医用品

生产行业的协调应对以及降低过度囤积的跨境负面溢出效应的措施也将提供补充。 

• 告知公众危机的严重性并改变个体行为。当局应建立一个高级别小组来协调应对措施。可信来源进行及

时、定期的信息沟通是不可或缺的，包括每天更新关于危机严重程度的信息。国家层面的指令和透明的

政策建议将有助于指导公司和公共部门监测、规划和应对流行病的工作和资源分配。 

• 合作采取措施来帮助国内和他国的脆弱群体。确保最需要的人群和国家不受限制地获得关键医用品仍然

非常重要，否则将进一步提升感染率并延长流行病的持续时间。 

央行应该为需求和信心提供支撑，措施包括放松金融条件，确保信贷流向实体经济以及促进国内和国际金

融市场的流动性。 

• 央行应该提供流动性来支持市场运行并缓解关键融资市场的紧张态势，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增加定期贷

款以及诸如直接购买和回购便利等其他措施。 

• 货币宽松将为需求和信心提供支撑，同时降低家庭和公司的借款成本。除降息之外（若有政策空间），

可通过关于货币政策预期走势和扩大资产购买规模（包括风险资产）的前瞻指引来提供刺激措施。 

• 临时的定向措施将为受影响最严重的部门提供支持。作为一般政策措施的补充，当局应考虑为特定资产

类别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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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国集团央行的协调行动有助于稳定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这包括协调一致的货币宽松和货币互换额度

安排，以缓解全球金融市场的紧张态势和流动性压力，包括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互换额度安排。 

•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将需要平衡为经济增长提供缓冲和应对外部压力，包括大宗商品价格冲

击和资本流动逆转。七国集团的货币宽松将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央行采取相同措施支持国内需求提供

空间。汇率灵活性能抵消外部冲击，但若市场陷入无序状态，可能有必要采取外汇干预措施。在危机或

临近危机的情况下，当局可能需要临时采取资本流动措施。 

财政措施应该为流行病期间受影响的人群和公司提供大规模紧急支持。根据流行病的演变特性，可能有必

要采取额外的财政刺激来预防其对经济的长期破坏。 

• 政府应该为受影响的人群和公司提供大规模支持。为受停工影响的公司提供工资补贴有助于防止公司接

连倒闭和大规模裁员，这可能对未来的经济复苏产生长期影响，并对总需求产生负面冲击。为低收入家

庭提供现金转移支付将为消费提供支持并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 

• 广泛的财政刺激将有助于为总需求提供支持。政策选项（包括增加投资或整个经济范围的减税）将取决

于冲击的演变性质以及可用的财政空间。在 COVID-19 疫情消退以前，广泛的刺激措施可能因大规模供

给中断而收效甚微，但加快实施投资或其他相机抉择的措施可以防止刺激措施实施得太晚。 

• 二十国集团国家的财政应对措施比较及时，但目前来看仍低于全球金融危机 1时期的水平。考虑到卫生

流行病的暂时性，当前的危机可能持续时间较短。然而，随着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当局在 2020 年

需要采取更多措施，且采取协调和同步的全球财政刺激来提振信心的必要性日益增强。 

• 国内政策选项有限的低收入国家严重依赖于全球经济增长。很多低收入国家受到外部需求、贸易条件和

融资状况等多重冲击的重创。在债务高企、货币或汇率灵活性有限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维护稳定经济增

长的能力受到限制。实现软着陆将需要有利于增长的支出调整和资金支持。主要经济体和国际金融机构

及时提供优惠贷款将缓解这一冲击。 

监管应对措施应该旨在维护金融稳定、保持银行体系稳健性和维持经济活动之间的实现平衡。 

• 冠状病毒对经济的冲击将影响借款者偿还贷款的能力并削减银行利润，这可能最终危害银行的稳健性和

稳定性。当局应该鼓励银行使用现有监管规则的灵活性，并与面临压力的借款者审慎地重新协商贷款条

款。贷款分类和拨备规则不应该放松，关键是尽可能准确地衡量不良贷款和潜在损失。 

• 为确保市场纪律有效发挥作用，风险披露的透明度以及明确沟通关于应对病毒爆发影响的监管预期至关

重要。监管当局应该加强对金融稳健性的监测，提高与被监管实体对话的频率，优先探讨业务连续性规

划和运行稳健性问题。 

 
1 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相比，截至目前，财政刺激主要是由最先受到流行病影响的亚洲经济体的应对措施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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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局在必要时应使用流动性缓冲，并引入强化的监管报告，以监测流动性压力。银行应利用现有的缓冲

来吸收结构调整成本，首先动用资本留存缓冲来吸收损失；监管机构应该确保在必要情况下修订股利分

配规则。若已启用逆周期资本缓冲，当局也可以释放这些缓冲。 

• 当局可能需要采取额外的支持措施——在过去的危机中，采用的主要措施包括针对小额借款者的补贴和

税收减免以及支持银行的信用担保和资产购买计划，尽管当局也采用了注入资本和广泛的存款担保来恢

复信心并抑制系统性动荡。 

全球协调和合作对于经济有序复苏至关重要，政策设计必须确保贫困人群不会进一步落后。 

• 政策力度较强的当局实施的果断和协调的行动将成为其他所有国家的公共产品。七国集团和其他主要经

济体为控制感染率、支持医用品有序流动以及为全球经济活动提供亟需的增长势头而采取的主动政策，

将为国内没有充分手段应对多重冲击的诸多国家提供帮助。 

• 政策应对必须适应现有的管理体系和能力。若管理体系薄弱且政策措施的实际针对性不够，当局可能需

要采用更广泛的措施，以实现高效的政策应对。当局应该着眼于为难以触及的地区和社区提供援助。 

• 基金组织随时做好准备调动一万亿美元的贷款能力来帮助成员国对抗冠状病毒（Covid-19）流行病以及

其造成的广泛的人员、经济和金融成本（附录）。由于卫生体系薄弱、政策空间有限，且最近几天面临

大规模的贸易冲击和金融溢出效应，许多成员国当前都面临风险并亟需支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和其

他国际金融机构正保持着密切沟通并协调对相关国家的支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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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基金组织的作用 

基金组织已收到超过 20 个国家的贷款请求和咨询。我们预计将收到更多请求，基金组织已做好准备使用可

以动用的全部工具： 

• 作为第一道防线，基金组织可利用灵活的紧急应对工具——快速融资工具（RFI）和快速信贷（RCF）—
—帮助有紧急国际收支需求的国家。快速融资工具面向所有成员国，而优惠的快速贷款为符合“减贫和

增长信托”条件的成员国提供零利率贷款，两者都不需要开展全面的规划。这些工具可能为新兴和发展

中国家提供约 500 亿美元的支持。 

• 通过利用基金组织一万亿美元的贷款能力，快速信贷和快速融资工具下的紧急融资能为基金组织支持的

更大规模的新贷款计划打下基础。 

• 基金组织已有 40项现有安排——包括实际拨付的安排和预防性安排——承诺的贷款总额约 2000亿美元。

对于很多国家，这些安排能提供快速拨付危机融资的另一种渠道。 

• 基金组织的控灾减灾信托（CCRT）能为最贫穷和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减免对基金组织的债务，为控制和

缓解流行病释放关键的资源。在英国近期承诺提供多达 1.95 亿美元资金之后，控灾减灾信托可用于债务

减免的资金达到约 4 亿美元。我们正在与其他捐助方密切合作，以进一步将可用资源增加至 10 亿美元。 

• 基金组织将继续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发挥关键作用，促进并协调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地区性融资安排和

双边捐助方提供的支持，以及（若要求）在建立双边互换额度安排的成员国之间促进和协调相关支持。 

随着危机快速演变，基金组织认识到，速度是问题的关键。为此，我们也已启动相关计划，以确保在危机

深化时可以快速启动额外的应急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