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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加剧   
预计 2013 年全球增长仍将处在略高于 3%的疲弱水平，与 2012 年情况相同。这一增长速度低于 2013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中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几个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内需求明显减弱，增
长明显减缓，以及，欧元区的衰退持续得更久。全球增长主要面临的仍是下行风险：过去的风险依然存在，
而新的风险已经显现。新风险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下滑可能持续更长时间，特别是由于潜在增长
可能下降，信贷可能减缓，以及，如果美国预期的取消货币刺激的措施导致持续的资本流动逆转，那么金
融状况可能显著趋紧。要实现更为强劲的增长，需要采取更多政策行动。具体而言，主要先进经济体应维
持支持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同时制定可信的旨在实现中期债务可持续性的计划，并通过改革恢复资产
负债表和信贷渠道。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在以下两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做出权衡取舍：
一是支持疲弱的经济活动，二是控制资本外流。宏观审慎和结构性改革有助于缓解这两方面的矛盾。 

 
自去年夏天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平静以来，全球范围

内的金融市场波动性今年 5月和 6月再度加剧。在
先进经济体，长期利率和金融市场波动程度已上升。

欧元区边缘国家的主权利差在持续缩小了一段时间

后，再次扩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受到最沉重打

击，因为近期先进经济体利率上升，以及资产价格

波动性上升，加上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内需求减弱

（见下文），因此出现了资本外流、股价下跌、本

地收益率上升、货币贬值的情况。 

全球增长仅略有加快，折年率从 2012 年下半年的
2.5%上升到 2013 年第一季度的 2.75%（图 1），而
不是如 2013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所预测的那
样有更大的增幅。经济增长之所以慢于预测，有三

个原因。首先，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表现继

续令人失望，这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基础设施瓶颈

和其他产能约束、外部需求增长的减缓、商品价格

的下降、金融稳定问题，在一些情况下还包括政策

支持薄弱。其次，欧元区衰退加深程度超出预料，

即，需求疲软、信心受挫及资产负债表薄弱这些因

素相互作用，加剧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引发紧缩

财政金融状况的效应。第三，随着更大幅度的财政

紧缩对私人需求的改善产生不利影响，美国经济扩

张步伐减弱。与此形成对照，在消费和净出口的带

动下，日本的增长强于预期。  

 
看一看增长预测。预计美国的增长将从 2013 年的
1.75%加快到 2014 年的 2.75%（表 1）。预测假设，
自动支出削减将维持到 2014 年，比早先预测的持
续时间要长，不过，财政整顿的步伐仍将有所放慢。

由于住房市场复苏使住户财富增加，以及金融状况

依然宽松，因此，私人需求将保持强劲。 

日本 2013 年的平均增长率将为 2%，2014 年将减
缓到 1.25%左右。相比早先的预测，目前预测 2013
年增长加强，这反映了最近实施的通融性政策对信

心和私人需求的影响，而 2014 年预测有所减弱，
反映了更为疲软的全球环境。  

欧元区 2013 年仍将处于衰退，经济活动将收缩 0.5%
以上。2014 年增长率将上升到略低于 1%，弱于先
前的预测，这是由于上文所述的制约因素的持续效

应，以及主要领域的政策实施的预计拖延，同时也

是由于 2013年复苏延迟的基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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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

2011 2012 2013 2014 2013 2014 2012 2013 2014
世界产出 1 3.9 3.1 3.1 3.8 –0.2 –0.2 2.6 3.5 3.7
先进经济体 1.7 1.2 1.2 2.1 –0.1 –0.2 0.7 1.8 2.2
美国 1.8 2.2 1.7 2.7 –0.2 –0.2 1.7 2.0 3.1
欧元区 1.5 –0.6 –0.6 0.9 –0.2 –0.1 –1.0 0.3 1.1

德国 3.1 0.9 0.3 1.3 –0.3 –0.1 0.3 1.1 1.2
法国 2.0 0.0 –0.2 0.8 –0.1 0.0 –0.3 0.5 0.6
意大利 0.4 –2.4 –1.8 0.7 –0.3 0.2 –2.8 –0.9 1.4
西班牙 0.4 –1.4 –1.6 0.0 0.0 –0.7 –1.9 –0.7 0.0

日本 –0.6 1.9 2.0 1.2 0.5 –0.3 0.4 3.5 0.2
英国 1.0 0.3 0.9 1.5 0.3 0.0 0.2 1.1 1.7
加拿大 2.5 1.7 1.7 2.2 0.2 –0.2 1.0 2.0 2.4
其他先进经济体2 3.3 1.8 2.3 3.3 –0.1 –0.1 2.0 3.0 3.2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3 6.2 4.9 5.0 5.4 –0.3 –0.3 5.0 5.6 5.6
中东欧 5.4 1.4 2.2 2.8 0.0 0.0 0.8 3.6 2.5
独联体 4.8 3.4 2.8 3.6 –0.6 –0.4 1.3 3.3 2.9

俄罗斯 4.3 3.4 2.5 3.3 –0.9 –0.5 2.0 3.6 2.5
除俄罗斯外 6.1 3.3 3.5 4.3 0.0 –0.3 . . . . . . . . .

发展中亚洲 7.8 6.5 6.9 7.0 –0.3 –0.3 6.9 7.0 7.0
中国 9.3 7.8 7.8 7.7 –0.3 –0.6 7.9 7.9 7.6

   印度4 6.3 3.2 5.6 6.3 –0.2 –0.1 3.0 6.0 6.6
东盟五国5 4.5 6.1 5.6 5.7 –0.3 0.2 9.1 5.5 5.1
拉美和加勒比 4.6 3.0 3.0 3.4 –0.4 –0.5 2.8 2.9 3.5

巴西 2.7 0.9 2.5 3.2 –0.5 –0.8 1.4 2.6 3.5
墨西哥 3.9 3.9 2.9 3.2 –0.5 –0.2 3.3 3.6 2.4

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3.9 4.4 3.1 3.7 –0.1 0.0 . . . . . . .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5.4 4.9 5.1 5.9 –0.4 –0.2 . . . . . . . . .

南非 3.5 2.5 2.0 2.9 –0.8 –0.4 2.3 2.3 3.0

备忘项                                  
欧盟 1.7 –0.2 –0.1 1.2 –0.1 –0.1 –0.6 0.7 1.3
中东和北非 4.0 4.5 3.0 3.7 –0.1 0.1 . . . . . . . . .
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增长 2.9 2.4 2.4 3.2 –0.1 –0.2 1.8 2.8 3.1
世界贸易总量（货物和服务） 6.0 2.5 3.1 5.4 –0.5 0.1 . . . . . . . . .
进口

  先进经济体 4.7 1.1 1.4 4.3 –0.8 0.1 . . . . . . . . .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8.7 5.0 6.0 7.3 –0.2 0.0 . . . . . . . . .
出口

  先进经济体 5.6 2.0 2.4 4.7 –0.4 0.2 . . . . . . . . .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6.4 3.6 4.3 6.3 –0.5 –0.2 . . . . . . . . .
商品价格（美元）  

石油 6 31.6 1.0 –4.7 –4.7 –2.4 0.2 –1.2 –4.1 –3.8
非燃料商品（按世界商品出口权重取平均值） 17.9 –9.9 –1.8 –4.3 –0.9 0.0 1.2 –4.5 –2.3
消费者价格 

先进经济体 2.7 2.0 1.5 1.9 –0.1 0.0 1.8 1.6 2.1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3 7.1 6.1 6.0 5.5 0.1 –0.1 5.2 5.4 4.9
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百分比）7

美元存款 0.5 0.7 0.5 0.7 0.0 0.1 . . . . . . . . .
欧元存款 1.4 0.6 0.2 0.4 0.0 –0.1 . . . . . . . . .
日元存款 0.3 0.3 0.3 0.3 0.0 0.1 . . . . . . . . .

6/英国布伦特、迪拜和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的简单平均。2012年以美元计价的平均石油价格为每桶105.01美元；根据期货市场假定的2013年价格为每桶100.09

美元，而 2014年价格为每桶95.36美元。

7/美国和日本为六个月的利率；欧元区为三个月的利率。

1/季度估计和预测占世界购买力平价权重的90%。

2/不包括七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和欧元区国家。

3/季度估计和预测约占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80%。

4/2013年7月《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中的印度的所有数据和预测（季度和年度）是按财年列示的，2013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的印度数据是按日历年列示的。

但是 2013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与目前的2013年-2014年预测之间的差异已经按照财年周期进行了调整。

5/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表1. 《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总览

  注：假定实际有效汇率保持在2013年5月6日至6月3日之间的普遍水平不变。经济体若未按字母顺序排列，则按照经济规模的大小排列。季度加总数据按季节调整。

预测 预测

（除另注明，为百分比变化）

年度同比

与2013年4月《世界经
济展望》预测的差异 

第四季度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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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013 年将增长
5%，2014 年将增长约 5.5%，速度有所放慢，比
2013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低 0.25 个百
分点左右。这反映了所有地区增长前景的减弱。中

国 2013-2014 年的增长平均将为 7.75%，这两年的
增长率比 2013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分
别低 0.25和 0.5个百分点。“金砖五国”（巴西、
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中的其他几个国家的

增长预测也已下调，幅度在 0.25-0.75 个百分点之
间。由于商品价格下跌，许多商品出口国（包括

“金砖五国”中的国家）的前景也已恶化。撒哈拉

以南非洲的增长将减弱，因为其中一些大型经济体

（尼日利亚、南非）面临着国内问题和外部需求减

弱。中东和北非的一些经济体处于艰难的政治和经

济转型过程中，因此增长仍将疲软。 

总之，全球增长将从 2013年的略高于 3%恢复到
2014年的 3.75%，这两年的增长都比 2013年 4月
《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低 0.25个百分点。 

经济前景依然面临着显著的下行风险，包括旧有的

风险和新出现的风险。尽管先进经济体当前面临的

尾部风险已经减弱，但它们需进一步采取措施控制

这些风险。这包括，美国应及时提高债务上限，欧

元区当局应继续尽最大努力缓解和逆转金融市场分

割的情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增

长持续下滑的风险已经增大，这是因为它们长期面

临国内产能约束，信贷增长减缓，以及外部状况疲

弱。 

我们的预测假设，最近金融市场波动的加剧以及收

益率的相应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逆转，因为这种情

况主要反映了一次性的风险重新定价，其原因是新

兴市场经济体增长前景发生变化，以及有关美国取

消货币政策刺激的不确定性。然而，如果基本脆弱

性导致资产组合进一步调整、收益率进一步上升、

波动性继续增大，那么新兴经济体可能会面临持续

资本流动逆转以及经济增长减缓的危险。 

实施政策促进强劲增长   
增长前景的减弱和新出现的风险给全球增长和就业

以及再平衡带来了新的挑战。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都

需加大努力确保强劲增长。 

如前几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强调的，主要先

进经济体应当以可信的中期公共债务可持续性计

划为支点，实施旨在促进近期增长的组合政策。这

些经济体可以采取更为渐进的财政调整步幅。在通

货膨胀低和产能大量闲置的情况下，应继续实施货

币政策刺激，直到复苏稳固下来。应当通过监管和

宏观审慎政策控制潜在的不利附带影响。应当就货

币刺激的最终退出进行清晰的沟通，这有助于降低

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需要在金融部门重组和

改革上取得进一步进展，对银行资产负债表进行注

资和重组，并改善货币传导。 

在欧元区，银行资产检查应识别有问题的资产，

并确定资本需求量，在必要时，需通过欧洲稳定机

制直接注资给予支持。在最近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

政策制定者还应在实现更全面的银行业联盟方面取

得进展，包括建立强有力的单一破产处置机制。为

了加快增长和创造更多就业，还必须采取政策减少

金融市场分割现象，支持需求，并改革产品和劳动

力市场。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周期性状况和脆弱性

各有不同，但美国将实现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以及潜

在的资本流动逆转使得一些政策取舍关系更为艰难。

一些经济体的潜在产出可能低于预期，这表明，财

政政策空间可能比先前估计的要小。由于预计多数

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将下降，货币放松可以作为应对

下行风险的第一道防线。然而，实际政策利率已经

很低，并且，汇率贬值导致的资本外流和价格效应

可能会限制进一步放松的空间。由于增长前景减弱，

并且之前的信贷持续快速增长可能产生遗留问题，

政策框架必须随时准备应对金融稳定风险的加剧。

尽管宏观经济政策在这方面可提供支持，但主要的

手段应是监管和宏观审慎政策。   

最后，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所有主要经济体还

应实施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全球增长并支持全球再

平衡。与过去一样，这意味着，顺差经济体应采取

措施大幅增加消费（中国）和投资（德国），逆差

经济体应采取措施提高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