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加剧全球化低潮，考
验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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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朱克力）当前，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 2 亿

例，新冠病毒“德尔塔”变种毒株已传播至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每

日新增确诊数也重新回到全球第一。最近，一个名叫“拉姆达”的变异毒

株也被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发现，有可能取代德尔塔，成为下一阶段

全球流行的“新毒王”。 

在经济活动全球化、交通运输现代化的今天，疫情无疑给全球经济增

长造成了巨大影响，颠覆了国家治理、经济运行和社会交往的方式，革新

了人们的固有认知，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的走向。 

新冠阴霾远未消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相互交织，

新毒株“前毒后继”，全球化遭遇的挑战越发突显。放眼世界，谁能在疫

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之间更好地平衡，谁就能拥有更好的未来。 

而对中国来说，受德尔塔变异株影响，短时间内亦面临多源多点发生

疫情的复杂局面，经济增长的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那么，从宏观经济角

度该怎样看待本轮疫情？国门如果一时打不开，中国经济又如何适应新的

节奏？ 

经济全球化进入冰河期，会否因疫情而终结 

“二战”后，经济全球化进入快车道。在跨境层面，人员的顺畅往来、

货物的自由贸易、资金的便捷流动，各国之间通过优势的互补，共同做好

世界经济的“大蛋糕”，源源不断带来全球化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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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开始出现两股反全球化的力量，来自以

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一股是因其国内矛盾爆发而产生，认为自身受

全球化损害；另一股是试图遏制中国发展速度而产生，认为中国在全球化

中受益过大。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经济全球化踯躅前行。2008年至2019年，

全球货物贸易年均增长仅为 1.5%，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速也大幅下降。随

之而来的，是逆全球化思潮的蔓延。 

如果没有 2020 年初以来的这场大疫情，经济全球化在贸易保护主义

的侵蚀下势必日益萎缩。而突如其来的新冠大流行，使人员和货物的流动

受限，产生了预想不到的蝴蝶效应，让经济全球化浪潮雪上加霜，进入了

“冰河期”。 

当然，疫情也催生了国际卫生合作、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需求，

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但疫情发生后，反全球化的

力量不仅没有消失，还因疫情带来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和次生灾害而日益

强化，并且更多新的力量也开始加入其中。 

新型反全球化的力量更为隐蔽，不易于察觉。比如，在疫情的演化下，

各国敏感于产业链的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改变市场条件和经济规则，

企业跨国经营的成本随之增加。这对于经济全球化是非常不利的。 

由此，经济全球化在疫情下加速退潮。一方面，推动各种“退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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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推波助澜，使全球化合作正在让位于区域化合作；另一方面，应势而

谋的国家选择了更大程度的自立自强，在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安全之间，寻

求微妙的平衡，以应对未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与疫情泛滥带来的人心恐慌以及人际疏远相比，或许更大的忧虑，在

于国与国之间信任的消减，当安全与发展的天平进一步失衡，产业链与供

应链的纽带进一步撕裂，全球化会因而彻底逆转甚至终结吗？ 

可以肯定的是，就算病毒再可怕，只要大国间保持应有的战略理性，

全球化的动能就一定不会熄灭。疫情过后，奉行以邻为壑的反全球化势力

恐怕难以再大行其道，全球化的支持者和推动者还是会重回世界经济舞台

的正中央。 

各经济体的复苏分化加剧，考验经济韧性 

前段时间，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陆续公布二季度经济数据，左右各国经

济复苏的主要因素仍是疫情防控状况。全球经济复苏正在进一步断层和分

化：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反弹，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疫苗接种

缓慢、德尔塔变异株传播等影响，复苏步伐有所放缓。 

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地区新增病例上升；新兴市场经

济体中，印度等国疫情依然严峻。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印度

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当前新增死亡病例数最多。受疫情防控能力所限，

新兴市场经济体复苏难度加大，复苏周期也相应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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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传染性变异病毒的传播，使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球经济复苏

进程有“脱轨”之虞。在新毒株的传播蔓延下，任何经济体的复苏前景都

存在变数。包括疫情防控效果、疫苗接种情况、复工复产进度、全球产业

链地位上的不同差异，无不影响着各国经济复苏的节奏。 

不仅疫情冲击带来的结构性影响仍在，对全球经济的创伤也在继续，

全球复苏的断层态势亦有所增强。去年下半年至今，大宗商品价格和交通

运输成本大幅上升，全球通膨上行压力愈发明显。对于通胀本就高企的部

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其风险尤甚。受此影响，加息成为多国应对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在《2021 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

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与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可能会反作用

于经济恢复进程，加剧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平衡。世界范围内，疫情防控和

经济复苏的双重分化可能加剧。 

正因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

对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预期上调了 0.5 个百分点，但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

家的增长预期却下调了 0.4 个百分点。而各经济体复苏步伐的极不协调，

将深刻影响世界经济的整体走向。 

这也成为对一个国家在极端情形下如何表现的重大考验，背后彰显是

经济的韧性程度。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1 年全球经济

增长 5.6%，中国经济增长 8.5%，就体现出对中国在平衡防疫与发展上的

肯定，以及对其经济进一步复苏和增长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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