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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仍需要各方努力 

早在 2015 年，联合国就发布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新冠疫情的

冲击使得这一目标几乎无法实现，但即使是没有遭受疫情冲击，很多国家

也难以在 2030 年达到相关目标。IMF 为此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宏观经济分

析框架，来评估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融资支持。该框架主要对涉及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五个投资领域进行了评估，其包括健康、教育、道路、电力、

水及卫生。使用该分析框架对柬埔寨、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及卢旺达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融资活动进行了评估后发现，要在 2030 年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这四个国家年度融资需要额外增加的水平大约占到 GDP 的 14%，

疫情使得这一缺口提高了大约 2.5%。 

    对此，这四个国家在防控疫情的同时，还应当平衡筹资发展和债

务可持续性、长期发展目标和当前紧迫性问题之间的关系。另外，决策者

还应当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增长，包括提高宏观经济稳定性、金融机

构质量、政策透明度、治理能力以及普惠金融；加强税收征收能力；提高

政府支出的效率；并通过改良管理方式及建立更加健康的监管环境，来促

进私人投资。但哪怕是上述改革建议完全得以落实，这四个国家也很难独

立地按时实现发展目标。因此，国际间的合作十分重要：如果发展伙伴国

能将官方援助从目前联合国目标的国民总收入 0.3%提高至国民总收入的

0.7%，那么很多贫穷国家都可以在 2030 年左右实现发展目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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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 

美联储发表公开市场委员会声明 

4 月 28 日，美联储发表公开市场委员会声明。委员会承诺在目前经济

困难时期，将会持续使用全部政策工具以支持美国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与物

价稳定这两个目标。 

经济上，随着疫苗的逐渐普及和有力的政策支持，经济活动及就业率

的指标开始走强。虽然，受疫情影响最大的部门仍然疲软，但逐渐回升趋

势已有所显现。同时，目前通货膨胀率虽有所上升，但仍然是基于短期因

素的影响。总之，联储认为当前的总体金融环境相对宽松，未来的经济走

势还要取决于疫情的进展及疫苗的情况，持续的公共卫生危机继续给经济

带来压力，经济前景的风险依然存在。 

货币政策依旧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并将长期通货膨胀率维持在

2%的水平。由于当前通货膨胀率长期低于 2%的目标，所以美联储将允许

未来一段时期通货膨胀率略高于 2%，来确保长期目标通货膨胀率能提升到

2%左右。在此之前，美联储将会一直使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达到充分就

业、长期通货膨胀率达到 2%之前，美联储会将目标联邦基金利率一直保持

在 0%-0.25%这一水平，并继续每月购买 800 亿美元的国债，同时每月增

持至少 400 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未来对货币政策立场的考

察中，美联储将继续密切关注经济活动的多项指标（包括公共卫生、劳动

力市场状况、通胀压力、通胀预期以及金融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对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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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美联储目标的风险进行迅速响应[2]。 

欧央行 

最大化统计数据的价值 

欧央行执委莱恩于 4 月 26 日就全球化下有关数据的相关问题发表观

点。跨国企业在推动贸易、金融及科技全球化的同时，也通过难以判定生

产国别的产品与转移定价这两个渠道，对各国的国际收支及国民账户相关

数据统计造成了困扰。企业的地址更具流动性，支撑宏观经济统计框架的

常驻原则已不能很好地反应各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数据的收集

及汇编将变得更加困难。金融方面，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至次贷危机之

前，反映国际金融贸易的指数持续升高，且外部资产的持续增加则主要集

中在国际金融中心，这与当时跨国企业的公司结构相关。由于跨国企业的

金融影响力极大，这就使得分析国际金融风险敞口更为困难。对此，提高

数据一致性的一个有效方法可以是将对外部资产负债表信息与国内部门的

数据进行统一整合。 

从此次疫情的经验来看，高质量数据对了解疫情相关冲击的传播途径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2020 年 3 月，跨境投资组合数据反映了欧

洲各国不同程度的避险趋势。尽管如此，由于数据需要汇编和公布，这就

不可避免地存在滞后的问题。因此，在经济形势变化较快情况下，这对实

时决策的帮助很有限。针对这一情况，欧央行使用高频数据补充了标准劳

动力市场数据。同时，疫情中基于调查的信息也很好地帮助了欧央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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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判断。 

对于全球化对数据的影响，莱恩基于用户的角度，提出了八点建议：

（1）建立更加灵活的数据系统，更快速地对危机、跨国公司以及金融中介

的国际活动作出响应；（2）建立一个囊括统计与商业登记的统一系统，其

中可以包含非机密信息的单一（近乎）实时欧盟商业登记册；（3）尽快对

欧盟数据隐私框架进行评估；（4）公开影响公众利益的私人数据；（5）建

立一个集中的跨国企业相关数据库；（6）收集更多部门数据，更准确地分

析风险敞口，并对具有国际影响的实体进行有效问责；（7）在宏观经济统

计中，更多地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及金融稳定性影响；（8）及

时对宏观经济统计的重要概念进行反思[3]。 

全球化趋势下的货币政策主动权 

欧央行执委帕内塔于 4 月 28 日表示，尽管通胀率包含全球性因素，

例如，能源和商品的价格，但没有证据显示全球化导致了通胀率的下降。

尽管过去几十年内，通胀率的确有所下降，但是通胀率的下降速度及全球

化的速度之间为弱相关，且没有证据表明全球化对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有明显变化。因此，与其说全球化影响了欧元区通胀率，还不如认为这是

政策选择的结果。全球化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第一，全球化

可以降低自然利率，使货币政策更难应对物价方面的冲击，尤其是利率已

降至低限时。但该渠道是否符合事实仍没有定论，因为更多学者认为物价

问题主要是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第二，全球化通过金融溢出效应抑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4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