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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经济继续复苏，但受疫情影响，

复苏势头已经减弱。高传染性的德

尔塔毒株正在全球肆虐，新冠肺炎

死亡人数已经接近500万人，各国面

临巨大的健康风险，经济实现完全复苏的进程受

阻。处于全球供应链重要环节的国家暴发疫情，

导致供应中断的持续时间比预期更长，这在许多

国家进一步推升了通货膨胀。总的来说，经济前

景面临的风险已经增加，政策权衡取舍已经变得

更加复杂。

相比我们今年7月的预测，我们将2021年全

球增速预测值小幅下调至5.9%，将2022年的预

测值保持在4.9%不变。然而，总体增速预测值

的小幅下调掩盖了一些国家的大幅下调。由于

疫情恶化，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已经变得

更为黯淡。发达经济体的近期前景也变得更为

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供给扰动导致的。

与此同时，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我们上调

了部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增速预测值，这部分

抵消了上述预测值的变化。由于疫情对接触密

集型行业造成了干扰，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市

场复苏明显滞后于产出复苏。

不同国家的经济前景呈现出危险的分化趋

势，这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发达经济

体的总产出预计将在2022年恢复至疫情前的趋势

水平，在2024年超出疫情前趋势水平0.9%。相

反，到2024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

括中国）的总产出预计仍将比疫情前的预测值低

5.5%，意味着这些国家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的进

展将出现更严重的倒退。

这种经济分化是由各国疫苗获取能力和政策

支持的显著不同导致的。在发达经济体，近60%

的人口已经完成疫苗接种，并且一些人群正在接

种加强针，但是，低收入国家仍有约90%的人口

没有接种疫苗。尽管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产出

缺口更大，但由于融资环境趋紧，加之通胀预期

变动风险增大，它们正在更快取消政策支持。

供给扰动则带来了另一个政策挑战。一方

面，在一些国家，疫情暴发和不利天气导致主要

生产投入品出现短缺，造成制造业活动疲软。另

一方面，这些供给短缺，加上被压抑的需求释放

和大宗商品价格反弹，导致消费者价格通胀迅速

上升。美国、德国以及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

济体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在粮食安全问题最为严

峻的低收入国家，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最大，这导

致贫困家庭负担加重、社会动荡风险加剧。

2021年10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强调，金

融市场承担风险行为增加，非银行金融机构脆弱

性加剧，这给货币政策带来了另一个挑战。

这些复杂的挑战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因素——

疫情持续对全球社会造成影响。因此，政策的重

中之重是保证每个国家有足够的人口接种疫苗，

防止出现毒性更强的变异毒株。正如《世界经济

展望》第一章所述，为实现上述目标，七国集团

和二十国集团国家需要履行现有的疫情捐赠承

诺，与疫苗生产商协调，在近期优先向新冠肺炎

疫苗实施计划（COVAX）提供疫苗，同时取消

对疫苗及其生产原料的贸易限制。与此同时，各

国还应填补捐赠款中余下的200亿美元缺口，为

病毒检测、病患治疗和病毒基因组监测提供资

金，这将拯救生命，并保证疫苗能有效应对疫

情。今后，疫苗生产商和高收入国家应通过提供

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发展中国家扩大本地区疫

苗生产。

防止疫情持续不退是当下的全球重点任务，

而另一项紧迫工作是减缓全球升温，控制气候变

序言



化对民众健康和经济活动造成日趋严重的不利影

响。正如《世界经济展望》第一章详细阐述的，

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

上，各方需要做出更有力的切实承诺。实施一项

包含以下内容的政策战略——制定根据各国国情

调整的国际碳价下限，推动开展绿色公共投资并

提供研究补贴，以及向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补偿

性转移支付——这将有助于以公平的方式推进能

源转型。同样重要的是，发达国家需要履行先前

所作承诺，每年为发展中国家调动1000亿美元的

气候融资。

疫情和气候变化可能会加剧各国间的经济分

化。各方应协调采取多边行动，确保为资金受限

的经济体提供充足的国际流动性；同时，应加快

实施二十国集团的“共同框架”，对不可持续的

债务进行重组。这些措施将有助于遏制各国经济

分化的趋势。在历史性的6500亿美元规模的特

别提款权分配基础上，IMF呼吁外部头寸较强的

国家将特别提款权自愿转借给“减贫与增长信

托”。此外，IMF还在考虑建立“韧性与可持续

性信托”，提供长期融资，支持各国投资于可持

续增长。

在国家层面上，各国应继续根据本地疫情状

况和经济形势调整政策组合，以期实现最大程度

的可持续就业，同时维护政策框架的公信力。许

多国家的财政空间正在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各

国应继续将医疗卫生支出作为支出重点；同时，

各国还需要提高救助措施和转移支付的针对性，

并通过提供再培训和支持措施，促进劳动力的重

新配置。随着健康形势改善，可以将政策重点转

向长期结构性目标。第三章的分析显示，对基础

研究的投资能提高生产率增长，从而产生深远的

积极影响。因此，促进各种知识的跨境自由流动

和各国间的科研合作非常重要。

鉴于全球债务目前处于创纪录水平，各国应

将所有相关举措纳入可信的中期框架中，同时实

施可行的收入和支出措施。2021年10月《财政监

测报告》指出，这种公信力能够降低各国的融资

成本，并在近期内扩大财政空间。

货币政策需要谨慎权衡，既要应对通胀和金

融风险，又要支持经济复苏。我们预测，发达经

济体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通胀很可能

在2022年中期之前回到疫情前水平，尽管这种预

测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各国的通胀前景存在相当

大的差异，一些经济体（如美国、英国以及一

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上行风险。央

行一般能不囿于临时性的通胀压力，但在当前充

满未知的复苏环境下，央行应做好准备，在通胀

预期上升的风险更为明确时快速采取行动。各国

央行还应制定应急行动计划，宣布清晰的触发条

件，并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

更一般而言，明确、一致的行动能在很大程

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政策失误，防止扰乱金融市

场、阻碍经济复苏进程——美国未及时提高债务

上限，中国房地产部门出现无序债务重组，跨境

贸易和技术紧张局势升级，都是应予避免的政策

失误。

近期形势清楚地表明，我们共同置身于这场

危机中，只有所有地方的疫情结束，这场疫情才

算真正结束。如果在中期新冠疫情产生了持久的

影响，那么在未来五年中，全球GDP可能比我们

当前的预测累计收缩5.3万亿美元。我们不必让这

个结果出现。国际社会必须大力行动起来，确保

各国都能公平获得疫苗，在疫苗供给充足的国家

消除民众对疫苗的疑虑，确保改善所有人的经济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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