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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和大范围封

城措施的施行，全球迎来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和

平时期最严重的衰退。2020 年上半年，全球产出

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崩盘；下半年，在果断的财政

和货币政策措施的支持下，各国逐步重启经济，

而全球经济仅部分反弹。疫苗研发取得显著成功，

这燃起了人们战胜疫情的希望，但新一波疫情的

暴发和变异病毒的出现，预示着 2021年全球依然

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

鉴于新冠疫苗开始接种、系统性大型经济体

持续获得政策支持以及企业和家庭日益适应社交

隔离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21年 1月《世

界经济展望》中上调了 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

测值。但这一预测充满了不确定性，并突显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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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全球大分化

直言不讳 

吉塔·高品纳斯

要摆脱新冠疫情并尽可能降低其长期创
伤效应，需要多方面的政策措施

各国前景的巨大差异。一方面，中国在 2020 年第

四季度恢复到新冠疫情之前的预测水平，而美国

今年有望超过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另一方面，

预计 2021年将有超过 150 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低

于 2019 年的水平。而在过去十年人均收入逐渐向

发达经济体靠拢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

有一半以上的收入差距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再度扩

大。2020 年至 2021年，将有近 9000 万人陷入极

端贫困，这将使过去 20 年来的减贫趋势出现逆转。

这些分化部分地反映了各国在行业结构上的

差异，但也体现出了疫情对人们健康冲击的严重程

度和及政府应对危机的有效性。要避免各国增长

前景出现分化，摆脱本次新冠疫情并尽可能降低

其长期创伤效应，需要在几个领域采取政策行动。

在医疗领域，发达经济体、一些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已经获得了大量疫苗，并启动了

大规模疫苗接种。这为更快解除封锁措施和实

现更加强劲的复苏带来了希望。然而，许多发

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难以获得疫苗。因此它

们十分依赖多边性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COVAX）—该机制仅可保证 20% 的人口获得

疫苗。但只有在所有地方都摆脱疫情之后，整个

新冠疫情才会结束。要为世界上足够多的人口接

种疫苗，从而遏制新冠疫情，需要全球采取行动，

扩大疫苗生产规模，为 COVAX计划提供更多资

金，并为疫苗接种的后勤工作提供资金。

此次危机不仅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影响，还

摧毁了许多人的生活。发达经济体有财政空间扩

大措施并对遭受重创的家庭给予资助，但其他国

家，尤其是财政空间不足的国家，将面临艰难的

权衡取舍。为了避免各国经济前景出现进一步分

化，所有国家都必须继续支持民生，让可持续经

营的企业免于破产，直至真正度过危机。

许多国家的借贷成本都处于历史低位，且在

可预见的未来有望继续保持这一水平。因此，它

们可通过借贷增加支出，同时将债务维持在可持

续的水平上。但在财政空间有限的国家，应优先

将财政支出用于医疗和向贫困人口开展转移支付。

国际组织和双边捐助机构必须确保这类国家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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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机会获得优惠贷款和赠款，从而为关键性的

支出提供支持。此外，还应考虑扩大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该工具正是针对当前这

种全球性危机而设计的。

对于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特别是危机之

前债务负担已十分沉重的国家—各国将不可避免

地需要为其采取全球协调，提供债务减免。某些

情况下，还需要根据 G20 国家协定下的新的“共

同框架”进行直接债务重组。

新冠疫情不仅造成了短期的经济损失，还

留下了潜在的长期创伤—这可能进一步加剧分

化趋势。主要问题之一是学校的关闭会威胁到一

整代儿童的成长。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

出现这样的断层，代价尤其高昂。因为在这些国

家，远程学习实际上并不可行。如果不加以解决，

那么人员技能和受教育程度的下降将产生长期影

响—加剧不平等并引发社会动荡。政府必须迅

速采取行动，确保所有学龄儿童都能从远程教育

中受益。政府必须提供代金券，帮助家庭购买电

脑等信息技术设备。政府也要确保来自贫困家庭

的大量辍学学生重返校园。政府也应制定计划，

让学生们弥补漏掉的课程。

不仅各国之间正出现分化，国家内部也正出

现分化，令人担忧。数百万民众因封城而失去工

作、陷入长期失业，而且许多人已经放弃寻找工

作。在很多国家，低技能工人、女性和青年—

在一些难以保持社交距离的行业中，他们的比重

很高—的失业率上升最多，这又加剧了新冠疫

情前就存在的不平等状况。

受新冠疫情推动，工作的自动化趋势有所加

速，这是上述群体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大劳动力

市场变化。用人单位加快技术运用以减轻工人的

健康风险，为未来的冲击做好准备。自助结账机

取代了杂货店的收银员；聊天机器人代替了呼叫

中心的接线员。这些技术变革可以通过提高生产

率、增加产出和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整体经济，尽

管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与否定该结论的证据都存

在。可以确定的是，低技能工人最容易被机器所

取代。

另外，新冠疫情改变了商业版图，首当其冲

的就是中小企业。在一些国家，中小企业吸纳了

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在受新冠疫情打击最为严重

的密集接触型行业—如休闲、酒店、住宿和文

娱等行业，中小企业在其就业中的比例更高。

由于这些行业的需求持续疲软，长期的健康

危机将意味着许多中小企业将走向破产。过早退

出政策支持会加速这一进程。随着中小企业的衰

落，大量工作岗位可能消失，其中部分将永久消失。

与其他行业相比，在受社交隔离措施严重影响的

行业，中小企业员工的财富将相对下降。

应为可持续经营但陷于困境的企业提供信贷

担保、股权类融资以及类似的保障性措施。应为

下岗职工提供支持，包括更慷慨的失业保险、再

培训援助、帮助工人转向新兴行业，对修复劳动

力市场至关重要。应放宽有关福利的获取资格，

这将为在本次疫情中深受影响的工作者提供支

持。这类措施不仅会缓解失业工人的经济困难，

还将减少疫情对收入和生产率产生的潜在长期不

利影响，同时降低与失业有关的死亡率的上升。

为抗击新冠疫情，多个疫苗的研发在创纪录

的极短时间内获得了成功，全世界已向结束这场

百年来最严重的危机迈出了一大步。但为避免各

国未来前景出现巨大分化，科学界、医学界、各

国政府、多边机构应当一起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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