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10日 星期五8
ECONOMIC DAILY

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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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世界银
行8日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
预测，在债务增加和生产率增长放慢的情况
下，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加快至2.5%，预
计2019年的经济增速为2.4%。在经历了自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疲软的表现之后，世界
经济2020年有望整体呈现温和反弹态势。

报告上调2020年全球贸易增速预期至
1.9%，相较对2019年的预测提升了0.5个百
分点。同时报告指出，投资和贸易从2019年
严重疲软状态逐渐复苏，但下行风险依旧存
在。前一期《全球经济展望》（2019年6月份
发布）预测2019年、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分
别为2.6%、2.7%，此次预测皆下调了0.2个百
分点。

报告预测，发达经济体2020年整体经济
增速将从2019年的1.6%下滑至1.4%，主要

原因是制造业持续疲软。美国2020年经济
增速将放缓至1.8%，反映出前一个时期加征
关税和不确定性上升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正在
显现。由于工业活动疲软，报告将欧元区
2020年经济增速下调至1%。

报告预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020年经济增速将从2019年的3.5%加快
至4.1%。这一回暖范围并不广泛，而是假设少
数大型经济体的表现有所改善，其中有些经
济体正在摆脱一段时间的严重疲软。由于出
口和投资弱于预期，预计三分之一的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0年将出现增长减速。

世界银行副行长西拉·帕扎巴西奥格鲁
指出：“由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
长可能仍将缓慢，决策者应抓住机会实行结
构性改革，以促进基础广泛的增长，这对减贫
至关重要。改善营商环境、法治、债务管理和

生产率的举措有助于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分地区看，在国内外“逆风”不断的影响

下，东亚太平洋地区2020年经济增速将放缓
至5.7%；在关键大宗商品价格趋稳和欧元区
增长以及土耳其（升至3%）和俄罗斯（升至
1.6%）经济复苏前提下，欧洲中亚地区2020
年经济增速将升至2.6%；在巴西增速加快和
区域层面内需回暖的情况下，拉美加勒比地
区2020年经济增速将升至1.8%；由于投资
增加和营商环境改善，中东北非地区2020年
经济增速将温和加快至2.4%；在内需温和回
暖，经济活动得益于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政策
宽松以及阿富汗、孟加拉和巴基斯坦企业信
心改善的支撑下，南亚地区2020年经济增速
将升至5.5%；在部分大型经济体投资者信心
得到改善、能源瓶颈出现缓解、石油生产回
暖、农业大宗商品出口国保持强劲增长等条

件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20年经济增速
将回升至2.9%。

报告强调，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仍面临诸
多下行风险，这些风险变成现实会使增长大
幅放缓。下行风险包括贸易紧张局势和贸易
政策不确定性再度升级、主要经济体下滑幅
度超过预期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出
现金融动荡。即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的增长复苏如期而至，人均增长仍会远低于
长期平均水平，也会远低于实现减贫目标所
需要的水平。

世界银行预测局局长阿伊汉·高斯指出：
“全球低利率对防范金融危机的保障是不牢
靠的。过去债务积累狂潮的历史表明，这些
狂潮往往都有令人不愉快的结局。在脆弱的
全球环境中，改善政策对于最大限度地化解
债务狂潮带来的风险至关重要。”

世界银行发布《全球经济展望》预测

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加快至2.5%

2020 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
1 月7日开幕。为期4天的展会吸引了来自16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500家企业参展。

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技术产业展会之一，始
于1967年的CES已成为科技领域的开年重头戏，
被看作国际消费电子领域的“风向标”。今年展会
有三大看点：渗透各行业的人工智能新应用、数字
健康新科技和炫目的屏显技术。

图为观众在会展中心观看展品。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摄

拉斯维加斯
消费电子展开幕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法国统计局近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法国2019年赤字占GDP比例预计将达到
3.1%，超过欧盟标准红线，且第三季度债务率更是超过
GDP的100%，成为欧洲执行财政纪律与公共财政表现最
差国家之一。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骤然转向低利率环
境。近期，法国主权债券更是在0.01%的超低市场利率环
境下交易，再次凸显法国央行执行了十年的宽松政策仍发
挥着重要影响，并逐步模糊了货币政策与预算政策之间的
界限，欧洲央行正日益成为支撑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

有法国媒体指出，目前欧洲大部分市场参与者都在积
极利用这一前所未有的低利率环境，但包括法国在内的部
分国家已“错过机遇”，公共账户过度负债使法国财政平衡
持续脆弱，即使在当前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政策转
圜余地也非常有限。鉴此，受内外环境制约，法国无法充分
利用当前低利率环境扩大投资与刺激政策，也将使法国经
济复苏错过抢占未来经济发展话语权这一难得的机遇。

法国经济学家提醒，从长远看，持续低利率环境将对经
济发展造成长期损害，包括政府与企业出现违约、利率回升
导致过度负债、资产价格出现泡沫、金融参与者盈利能力下
降及国内不平等现象扩大等风险将进一步增大。

法国统计局数据显示

法国公共财政表现欠佳

据新华社柏林电 德国一家智库7日发布最新报告显
示，德国2019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上一年减少5000多万
吨，这使德国向实现2020年碳减排目标更近了一步。

德国“Agora能源转型”智库报告显示，德国2019年
碳排放总量约为8.11亿吨，较1990年减少约35％。

报告显示，德国2019年碳排放量降低主要归功于发电
领域。德国2019年包括风力、太阳能、水力和生物质能等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上一年增长了5个百分点，同时褐煤、
硬煤等传统化石能源发电量显著减少。但在建筑和交通领
域，因石油、天然气使用仍在增加，反而导致碳排放量有所
增加，由此抵消了部分发电领域的减排努力。

报告认为，发电领域碳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德国
参与的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碳排放权价格上升；而大排
量汽车的增加则加重了交通领域的碳排放量。

该智库负责人帕特里克·格赖兴表示，考虑到德国风电
扩张势头大幅减缓以及核电逐步退出，德国未来10年“能
源转型”依然面临沉重负担。

德智库报告显示

德国碳排放量显著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