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复苏之路变窄，需要采
取果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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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世界银行 

（作者：阿伊汗·高斯， 世界银行预测局局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叶卡

捷琳娜·瓦沙克马泽，世界银行预测局高级经济学家） 

世界经济正在一片未知的水域航行，继续面临一系列可能引发动荡的

冲击。继两年多的新冠疫情之后，乌克兰战争及其在世界范围造成的影响

加剧了全球增长下滑。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做出全面果断的政策应对，以

促进增长，化解全球经济面临的多重风险。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在从衰退过渡到初步复苏之后，世界经济

预计将经历 80多年来最大幅度的减速。全球增长预计将从 2021年的 5.7%

降至 2022 年的 2.9%，大大低于 1 月份预期的 4.1%。由于乌克兰战争扰

乱了经济活动、投资和贸易，同时疫情期间被压抑的需求逐步释放完毕，

再加上财政和货币宽松政策退出，预计 2023-2024 年全球经济将继续大体

维持这一增长速度。 

发达经济体今年的增速预计将从 2021 年的 5.1%大幅下降至 2.6%。

预计 2023 年将进一步放缓至 2.2%，主要原因是疫情期间采取的财政和货

币支持会进一步退出。 

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年的增长速度预计将大体减半，从 2021

年的 6.6%降到 3.4%，远低于 2011-2019 年期间 4.8%的年均增长率。70%

的新兴经济体今年的增长预期已被下调，其中包括了大多数大宗商品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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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八成低收入国家。 

 

全球前景面临各种相互关联的下行风险。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可能

进一步扰乱经济活动，带来政策不确定性。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还会

造成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体系的碎片化。 

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造成的供应中断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粮

食短缺可能进一步恶化，并引发社会动荡，而如果新冠病毒出现毒性更强

的新变种，则会进一步扰乱经济活动。 

更多负面冲击将使全球经济有更大可能进入一个低增长、高通胀的时

期。上世纪 70 年代，为了走出这种“滞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大幅

提高利率，从而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一系列

金融危机。 



 

 - 4 - 

当前的经济形势在三个关键方面与 70 年代类似：一是供给侧受到的

持续干扰加剧通胀，而此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高

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增长前景减弱；三是发达经济体抑制通胀所需的

货币政策紧缩，将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很大影响。 

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当前的全球环境也与 70 年代有所不同。例如，

大宗商品价格的百分比涨幅比那时要小；劳动力市场也更加灵活，降低了

物价与工资长期螺旋式上升的可能性。此外，现在经济活动的能源强度已

经比 70 年代大幅下降，这使全球经济能够更好地抵御能源供给冲击。 

更重要的是，与 70 年代不同，现在发达经济体和许多新兴市场的央

行都承担着稳定物价的明确使命，并在过去 30 年中建立了实现通胀目标的

可信记录。由于货币政策框架的改进，现在长期通胀预期已经不像以前那

样容易受到通胀急剧变动的影响。 

尽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受到的影响较其他地区更轻，但在全球经济放

缓的形势下也无法独善其身。预计该地区 2022 年增速将放缓至 4.4%，比

1 月的预测下调 0.7 个百分点。在一些高度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的国家，全

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其通货膨胀上升、经常账户赤字扩大。同时，中

国经济因疫情复发而受到打击，由此造成的供应链中断和进口需求减弱，

导致整个地区贸易流动放缓。 

外部融资条件收紧，而随着美国以快于预期的速度收缩货币政策，风

险溢价有所上升。预计 2023-2024 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增长率将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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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36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