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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

球，是对各国危机应对能力、经济社会

协调能力的一次集体“大考”。“成绩”如

何？全球各经济体近期相继发布的国

内生产总值（GDP）年度数据给出了答

案。梳理各经济体 2020年的“答卷”，可

以直观感受到疫情下各国经济的不同

表现，也可以一窥“洗牌”下的全球经济

新格局。

本就处于微弱复苏进程的全球经

济因疫情冲击继续下探。世界银行、

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别

发布报告，指出 2020 年全球经济将萎

缩 ，区 别 只 在 于 测 算 数 据 从 3.5% 至

4.3%不等。2019 年，GDP 总量超过 1 万

亿 美 元 的 16 个 国 家 中 ，除 了 中 国 在

2020 年率先实现正增长之外，其余均

为负增长。

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增长情

况看，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

斯·弗里德曼所称，疫情成为美国的“滑

铁卢”。美国商务部 1月 28 日公布的首

次预估数据显示，受疫情冲击，2020 年

美国实际 GDP 萎缩 3.5％，这是美国经

济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

现全年萎缩，同时也创下了 1946年以来

最大年度跌幅。

欧洲成为经济下滑的“重灾区”。

欧盟统计局初步数据显示，2020年欧元

区 经 济 下 滑 6.8％ ，欧 盟 经 济 下 滑

6.4％。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联

邦统计局 2 月 24 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2020 年 GDP 下降 4.9%。即便如此，

德国经济在欧洲已算表现不俗，英国、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 GDP 降幅

甚至接近10%。

亚洲主要经济体表现普遍优于其

他地区。虽然日本、印度、韩国等国家

都出现负增长，但降幅小于其他地区国

家。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 2 月 15 日

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0年日本

GDP 下降 4.8％。再比如，虽然韩国经

济萎缩 1%，是 22年来首次负增长，但相

对较好的表现使得韩国有望首次进入

全球GDP排名前十。

充满活力的非洲经济也慢下了脚

步。世界银行最新预测，2020年撒哈拉

以南非洲经济下降 3.7%。非洲最大经

济体尼日利亚 2月 18 日发布数据显示，

2020 年 GDP 下滑 1.92%。埃及和埃塞

俄比亚则有望保持经济正增长。

梳理这些数据不难发现，2020年全

球经济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

一是应对疫情是否得力成为影响

经 济 表 现 的 决 定 性 因 素 。 面 对 疫 情

“黑天鹅”，各经济体采取了不同策略，

严阵以待者有之，寻求“群体免疫”者

有之，左右摇摆者亦有之。时刻增长

的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在令人揪心

的同时，也成为检验抗疫的最严苛指

标。同时，经济复苏的程度也与各国

抗疫的成效呈现极大相关性，能够严

格控制住疫情蔓延的国家经济复苏更

为强劲。

二是疫情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东

移”进程。与欧美发达国家“集体熄

火”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和

地区较为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为经

济复苏奠定了基础。中国经济表现一

枝独秀，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

现正增长，也是唯一保持货物贸易正

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更跃升为当年全

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越南、泰国等

中国周边国家在控制住疫情后，迅速

复工复产，并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

组。IMF 最新预测指出，2021 年亚洲新

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 GDP 增长率将

回升至 8.3%，较全球平均水平高 2.8 个

百分点。

三是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

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首先，中美在

全球 GDP 中所占比重继续增加。2019

年，中美两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约为

40%。鉴于中美两国经济增速均高于全

球经济萎缩幅度，预计今年中美两国占

全球经济比重将进一步增至 42%左右。

其次，中美与其他经济体差距进一步扩

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除中美外，

2019 年 GDP 总量排在前十位的国家还

有日本、德国、印度、英国、法国、意大

利、巴西和加拿大，这 8 个国家 2020 年

GDP增速均落后于中国和美国，这意味

着在经济上，其他国家与中美之间的差

距越来越大。

眼下，后疫情时代经济稳步复苏正

成为各国的共同期盼，但复苏之路并不

平坦，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经济复苏还存在巨大的不确

定性，尤其是新冠疫苗接种成为重要变

量。国际组织对今年经济的乐观预期

都建立在疫苗大规模接种的前提下，但

是，当前新冠疫苗存在产能不足、分配

不均等诸多难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直言，目前全球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未能确保公平，已接种的疫苗有 75%都

集中在仅仅 10 个国家。这些都可能影

响各国复苏前景。

其次，“K 形复苏”正成为全球担心

的经济走势。不同于以往，本次全球

经济复苏可能出现重大分化风险，这

种分化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不同产

业之间，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世界

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 2

月初提醒，尽管 IMF 预计今年全球经

济将增长 5.5％，但有 150 个经济体今

年或将无法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发展

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将

进一步拉大。

再次，货币和财政政策有效性值得

考量。为应对疫情、刺激经济，各国先

后出台了多轮货币和财政政策，目前不

少经济体面临货币政策捉襟见肘、财政

政策“无米下炊”的局面，且超宽松货币

政策带来的金融投机风险加剧、债务激

增等隐患正逐步显现，值得警惕。

古 特 雷 斯 说 ：“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是

人 类 的 灾 难 ，但 也 能 够 成 为 人 类 的

新 机 遇 。”危 与 机 的 辩 证 法 颠 扑 不

破 ，疫 情 的“ 危 ”能 否 真 正 转 化 为 机

遇 的“ 机 ”，既 取 决 于 各 国 的 奋 斗 与

努 力 ，也 取 决 于 能 否 真 正 维 护 和 践

行多边主义，走和平共处 、互利共赢

之路。

经历了一年多的风雨，我们比任何

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意义。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

裁，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只会让世界

经济的复苏之路变得更加坎坷。

疫情下全球经济呈现新特点新趋势
郭 言

经济稳步复苏是各国的共同期盼，但复苏之路并不平坦。无论是新冠疫苗产能不足、分配不均，还是不同人群、不同产业、国与国

之间可能出现的重大分化风险，抑或是不少经济体正面临的货币政策捉襟见肘、财政政策“无米下炊”的局面，都会加剧复苏的不确定

性。疫情的“危”能否真正转化为机遇的“机”，归根到底取决于各国自身的奋斗以及能否真正维护践行多边主义，走和平共处、互利共

赢之路。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只会让世界经济的复苏之路变得更加坎坷。

本报日内瓦讯（记者杨海泉）据国际航空运

输协会（IATA）日前发布的最新行业分析报告

预测，全球航空运输业 2021年仍将维持亏损状

态，甚至在2022年之前也不会赢利。

报告指出，对全球航空运输业来说，2021

年将是比之前预计的更加艰难的一年。国际

航协去年 11 月曾预测，全球航空运输业预计

将于 2021 年第四季度扭亏为盈，但最新分析

报告已对此预测作出了调整。受各国政府继国政府继

续收紧航空旅行限制以及出现新冠病毒续收紧航空旅行限制以及出现新冠病毒

新变种等因素的影响新变种等因素的影响，，全球航空运输业全球航空运输业

在在 20212021 年开局疲软年开局疲软。。从目前的形势从目前的形势

看看，，全球航空运输业全球航空运输业 20212021 年上半年上半

年的业绩将比之前预期的更年的业绩将比之前预期的更

糟糟，，其中一个突出指标是其中一个突出指标是

20212021 年夏季的预订量大大年夏季的预订量大大

低 于低 于 20192019 年 的 水 平年 的 水 平（（20202020

年的行业数据被疫情扭曲年的行业数据被疫情扭曲，，

无法比较无法比较）。）。

20212021 年年，，全球全球航 空 公 司 面航 空 公 司 面

临 的 最 大 问 题 是 全 年 持 续临 的 最 大 问 题 是 全 年 持 续““ 烧烧

钱钱””，，其现金消耗将从此前预计的其现金消耗将从此前预计的

480480 亿美元激增至亿美元激增至 750750 亿美元至亿美元至 950950

亿美元之间亿美元之间。。鉴于此鉴于此，，国际航协呼国际航协呼

吁各国政府在确保卫生安全的前提下吁各国政府在确保卫生安全的前提下

尽快开放边境尽快开放边境，，同时同时，，向航空公司提供向航空公司提供

紧急救济和财政援助紧急救济和财政援助。。

报告呼吁各国政府和航空公司为重启报告呼吁各国政府和航空公司为重启

航空运输业做好充分准备航空运输业做好充分准备，，并提出并提出 33项建议项建议：：

一是各国政府与航空运输业合作一是各国政府与航空运输业合作，，制定旨在使制定旨在使

航空运输业能够有序航空运输业能够有序、、及时重启的规划或计划及时重启的规划或计划；；

二是实施航空旅行卫生健康资质或证书二是实施航空旅行卫生健康资质或证书，，如国如国

际航协旅行通行证等际航协旅行通行证等；；三是制定疫苗接种及病三是制定疫苗接种及病

毒检测效力的全球标准毒检测效力的全球标准。。

国际航协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朱尼亚克表国际航协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朱尼亚克表

示示，，确保航空运输业正常运转确保航空运输业正常运转，，能够为疫情后全能够为疫情后全

球经济复苏注入活力球经济复苏注入活力。。不过不过，，实现这一愿景的实现这一愿景的

前提条件是前提条件是，，疫情危机结束前不能出现航空公疫情危机结束前不能出现航空公

司大规模破产司大规模破产。。各国政府开放边境并向航空公各国政府开放边境并向航空公

司提供财政援助司提供财政援助，，对维持航空公司的生存至关对维持航空公司的生存至关

重要重要。。各国政府在集中精力应对疫情的同时各国政府在集中精力应对疫情的同时，，

必须提前考虑重启航空运输业以推动经济复苏必须提前考虑重启航空运输业以推动经济复苏

所需的计划所需的计划、、工具以及标准工具以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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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士
达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一家酒店内，服务员将客人订购的食品交给机器人，

由机器人提供配送服务，以降低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风险。除客房送餐之外，机

器人服务员还能为酒店客人介绍景点、搬运行李。

（世界经济论坛网站供图）

本报雅典讯（记者曲俊澎）二十国

集团（G20）轮值主席国意大利日前主

持召开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首次视频

会议，就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密切

加强多边合作、支持贫困国家缓解债

务问题、推动国际税收改革、加快经济

复苏等核心优先事项进行讨论，旨在

采取多边合作并加强国际协调以共同

应对当前的全球挑战。

根据会后发布的公报，G20 成员

国一致认为，目前确保所有国家能够

公平地获得安全的疫苗、诊疗方案和

治疗药物是当务之急。目前，G20 已

经成立高级别独立小组，以更好应对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公报指出，G20成员国讨论了联合

行动和强有力政策的益处，并同意避免

过早地撤销财政支持措施。未来，G20

行动计划将致力于解决生产率低下、不

平等加剧、气候和环境风险以及基础建

设融资缺口等问题。

同时，G20 成员国重申了对最贫

穷尤其是债务不可持续国家的支持，

包括实施 G20 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和暂

停偿债倡议以帮助贫穷国家应对债务

问题等，并呼吁国际金融机构探索其

他工具，以满足长期的全球融资和储

备需求。

公报指出，会议的重点之一是国

际税收改革。G20 成员国一致认为，

要加快改革税收体系，以应对全球化

和数字化带来的新挑战。

除此之外，会议还讨论了新冠肺

炎疫情对金融稳定性和普惠金融的挑

战。G20 成员国一致认为，维护金融

稳定和金融部门支持经济复苏的能力

是关键优先项。为此，各成员国需要

保持密切合作，以应对共同风险。

G20 成员国认为，需要重视气候

变化问题，确保金融体系支持“向更可

持续的经济过渡的能力”，并同意重建

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呼吁：

当务之急是确保所有国家

公 平 获 得 安 全 疫 苗

国际航协最新分析报告称：

全球航空运输业今年仍将亏损全球航空运输业今年仍将亏损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发表 2021

年度国情咨文。南非将把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作为今年的首要任务，重点落实

经济复苏计划，同时推进经济政治领域

改革，以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实现

包容性增长。

“南非的经济就像我们的国花——

帝王花一样充满韧性。”拉马福萨说，帝

王花的地下根茎里有休眠的芽。即便

遭遇大火，花朵全部被烧毁，帝王花也

能浴火重生。

抗疫为先

目前，南非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已突

破 150 万例。过去 3 个月，变异新冠病

毒使感染人数激增。在较严格的防疫

措施下，南非刚刚渡过了第二波疫情高

峰期。

“南非经济复苏的首要任务是抗击

疫情。”拉马福萨在发表国情咨文时表

示，若不采取及时有效的防控措施，经

济将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为此，南非

将在加强公共卫生系统应对能力的基

础上，积极推进新冠肺炎疫苗采购和大

规模接种。南非已于 2 月 17 日开始为

医务人员接种疫苗，并计划年内为 67%

的人口免费接种。

提振经济

去年 10 月，南非政府推出经济复

苏计划，力争从就业、基建、发电、制造

业四方面入手提振经济。今年，这些计

划还将持续推进。

在刺激就业方面，南非通过招募学

校助教、市政工人等公共部门岗位扩大

就业。截至今年 1月底，这一计划已创

造就业岗位超过 43 万个，还有 18 万个

岗位正在招聘。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南非大力

推动基建项目建设，部分交通、住房、

水利项目已经开工或正在筹资。南非

今年还将推动更多校舍和管网建设项

目落地，以创造就业机会，带动相关行

业发展。

电力供应是困扰南非发展的一个

重要难题。为提升发电能力，南非将重

组国家电力公司，加快解决其债务问

题，提高发电可靠性。同时，从独立发

电商处购买电力，并着重发展清洁能

源，以减少对煤电的依赖。

“南非将提高本地生产能力，降低

对进口商品的依赖。”据拉马福萨介绍，

南非已确定本地化生产、采购商品的名

录，每年有望留住 2000 亿兰特（1 兰特

约合人民币 0.45 元）进口资金。目前，

政府已制定多个行业的发展计划，鼓励

私营部门加大生产投资力度。

全面改革

“全面改革对于改善营商环境至关

重要，将释放经济和就业潜力。”拉马福

萨表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南非将重

点就国企、交通、农业、签证、公共服务

等进行改革。例如，南非计划推动德班

港尽快发展成为南半球的枢纽港口，提

升港口、铁路、公路联运效率；简化签证

移民制度，向来自中国等10余个国家的

公民发放电子签证，并发布急需技能清

单，吸引更多游客和人才。

政治改革是南非改善营商环境、促

进经济发展的另一项重点。拉马福萨

表示：“腐败是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

南非正在充实执法机构力量，并成立跨

部门的反腐咨询委员会，为全国性反腐

行动奠定基础。

据南非财政部预计，随着上述抗击

疫情和经济复苏举措的进一步落实，

2021年南非GDP有望增长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