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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被宣布为“全球性大流行病”迄今已有一年。这一年里，人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

生计遭受了巨大损失。随着疫情不断扩散，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在承受丧亲之痛，而撰写本

期《世界经济展望》的工作人员也有亲人在疫情中失去了生命。全球病亡人数持续增加，

数百万人失去工作，这凸显出全球社会仍然面临极其严峻的社会和经济挑战。  

不过，尽管疫情的未来发展路径仍然很不确定，但走出这场健康和经济危机的道路已经日

渐清晰。科学界的创新与智慧使我们目前拥有多种疫苗，可以降低感染的严重程度和发生

频率。同时，人们在疫情中调整了工作和生活方式，这使全球经济得以在总体流动性减弱

的情况下继续有效运转，各地区的经济复苏总体而言都强于预期。在去年采取空前规模的

财政应对政策并持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一些经济体（特别是美国）提供了更多

财政支持，进一步提振了经济前景。  

相比之前的预测，我们目前预计全球经济在2021年和2022年的复苏势头更为强劲，2021年

增长率为6%，2022年为4.4%。然而，各国之间和一国内部的复苏速度存在显著差异，并

且，危机可能产生持久的经济破坏，因此，复苏前景面临严峻的挑战。  

正如第一章所述，全球所有地区和收入水平不同的各组国家的复苏速度不一，这反映了疫

苗普及速度、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以及结构性因素（如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等方面存在的

显著差异。在发达经济体中，预计美国的GDP今年将超过疫情前水平，而许多其他国家

在2022年才能回到疫情前水平。同样，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GDP已于
2020年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而许多其他国家预计需要等到2023年较晚时才能回到疫情前

水平。  

复苏路径的分化很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较疫情前预期显著

扩大。相对于疫情前的预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2020-2022年的累

计人均收入损失相当于2019年人均GDP的20%，而发达经济体的损失相对较小，为11%。

这将导致减贫进展出现倒退，极度贫困人口2020年预计将增加9500万人，而营养不良人口

将增加8000万人。  

随着我们对疫情冲击在不同部门和国家之间的传导途径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并基于过去严

重衰退的经验，我们现在能够更好地评估可能的中期损失。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许多变

量——最初所受冲击、经济结构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差异——为我们对中期内持久破坏和

创伤效应的预测提供了依据。尽管从全球经济的中期损失来看，本次危机的影响预计小于

全球金融危机，但经济破坏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布特征可能不同于上次危机。发达经济体

在十年前的那场危机中受到更大冲击，而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在本次危机中所受损害更

大。  

然而，这种分化不仅发生在各国之间，也发生在一国内部。正如第三章（以及2021年4月

《财政监测报告》）所述，各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很可能会加剧，因为不仅在发达经济体，

而且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年轻人和技能较低的劳动者受疫情影响更大。在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女性就业率仍低于男性，这加剧了这种差异。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

部分原因是危机对某些部门的影响更大：在年轻人或低技能劳动者更为集中的部门，以及



受自动化影响更大的部门，都受到了更大冲击。由于危机加快了数字化和自动化驱动的经

济转型，许多失去的工作岗位不太可能恢复，因此，劳动力需要在部门之间重新配置，这

一过程本身往往伴随着重大收入损失。 

上述预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多种潜在的上行和下行风险并存。经济前景在很大程度上

仍取决于病毒与疫苗之间的较量。如果疫苗领域取得更大进展，经济前景将得到改善，而

如果出现抗药新毒株，经济前景可能急剧恶化。复苏速度的显著分化也可能导致出现不同

的政策立场。近几个月，长期利率大幅上升，其部分原因是，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改善，

市场调整了对美联储政策回归常态的速度的预期。正如第四章（以及2021年4月《全球金

融稳定报告》）所述，如果利率的上升是有序的，并反映了更强的经济增长预期，那么它

们不一定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困难。但如果利率的上升反映出，随着经济复苏势头增强，发

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需要急剧收紧，那么可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那些债

务负担重、融资需求大的经济体产生不利的溢出效应。这些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将

由此进一步拉大。  

为避免出现分化，最重要的是在世界各地结束这场疫情。与此同时，需要通过经济政策减

轻持久破坏，确保经济复苏，并为疫情后的经济建设奠定基础，这其中应考虑到可用的政

策空间。前所未有的经济政策行动已经避免了更糟结果的出现——我们的估计显示，如果

各国未迅速提供政策支持，去年的严重经济萎缩的幅度可能至少是现在的三倍。相较于疫

情前的情况，许多国家目前的政策空间更为有限，债务水平已经上升。因此，随着病毒与

疫苗的较量展开，，各国必须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以保证在这一不确定时期继续有

能力支持经济活动。  

各国需要根据本国国情采取相应的方法，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充分考虑到疫情所处阶段、经

济复苏的力度，以及本国的社会和经济情况。正如本期报告所讨论的，随着疫情继续发展，

应将政策重点放在医疗卫生支出上（疫苗生产和分发、治疗、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同时

向受影响的家庭和企业提供针对性强的财政支持。随着经济复苏继续取得进展、劳动力市

场状况恢复正常，各国应逐步减少有针对性的支持，防止出现断崖式的突然调整。同时，

应更加重视劳动者的技能再培训，并在必要时提供收入支持，帮助他们渡过转型期，同时

扩大录用补贴，帮助创造更多就业。快速、简化的破产程序能进一步促进资源的重新配置。

需要投入相关资源，如通过增加教育支出，弥补在疫情期间学习中断儿童的课业损失。  

一旦卫生危机消退，政策重点可以转向建设更具韧性、更加包容、更为环保的经济，以促

进复苏和提高潜在产出。优先任务包括：投资于绿色基础设施，以缓解气候变化；加强社

会援助和社会保险，以遏制不平等加剧；采取激励措施提高生产能力和适应数字化经济要

求；以及解决债务积压问题。  

各国为上述举措提供资金的能力不同。在财政空间有限的国家，重点是改善税收征管，提

高税收累进程度以及调整支出方向——包括扩大医疗卫生、社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

在这方面，有益的做法是在可信的中期框架内实施政策，并遵循最高的债务透明度标准，

这有助于控制借款成本和降低财政风险。  

从国际上看，最重要的是各国应通过合作确保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接种疫苗。疫苗行业正在

努力生产相当于正常年份产量三倍的疫苗。不出所料，它们当前正面临重大挑战，包括需



要克服在疫苗生产投入品供给方面存在的瓶颈。获得疫苗的机会也很不均等，高收入国家

占世界总人口的16%，却预先采购了50%的疫苗。各国需要共同努力消除生产瓶颈，扩大

产量，保证所有人都能获得接种机会，包括通过为“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

提供资金，因为许多低收入国家高度依赖这一机制。同时，还应避免实施出口管制。  

政策制定者还需确保各国能够获得充足的国际流动性。主要国家的央行应就未来政策行动

提供明确的指导，留出充足的准备时间，以避免2013年的“削减恐慌”再现。进一步延长

“暂停偿债倡议”的期限，落实二十国集团“债务处置共同框架”以促进有序债务重组，

这些措施将使低收入国家受益。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将得益于IMF的新一轮特别提款权

分配。它们还可积极利用IMF的预防性融资，如灵活信贷额度和短期流动性额度。  

尽管目前的重中之重是抗击疫情，但在化解贸易和技术紧张局势方面取得进展也很重要。

在缓解气候变化、推动数字化、改革国际企业税收、限制跨境利润转移和打击避税逃税等

方面，各国也应开展合作。  

过去一年，我们看到各国在经济政策方面开展了重大创新，并大幅提高了经济支持力度，

有能力承担这些举措的发达经济体更是如此。而现在，我们在多边层面也需要采取这种有

魄力的行动。疫情期间，IMF已经向85个国家提供了大规模支持，国际社会还应在此基础

上付出更大努力。如果我们不进一步采取措施，给予所有人公平的机会，那么各国在生活

水平方面的差距可能会显著扩大，几十年来全球在减贫方面取得的成果也将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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