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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看到了房间里的大象，但

每个人都不愿提及它，因为提及它会让人

不安。”在《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

一书中，作者米歇尔·渥克以此比喻灰犀

牛危机，即大概率发生且影响巨大的潜

在危机。可惜，其在爆发前已经显现

出的迹象被忽视了。

观察从 2020 年末演进至今

的全球通胀现象，似乎为这一理

论找到了新的案例。此次通胀

正如一头逐渐失控的灰犀牛，在

各国监管者眼皮子底下左突右

撞，阻碍着全球经济复苏的前路。

让全球焦心的这次通胀，究竟

有多严重？

一是数值高。美国通胀率创下近 40

年新高，英国核心 CPI 创近 30 年新高，欧

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基本处于历史高位，

土耳其通胀率甚至达到两位数。二是范

围广。从欧美到非洲、亚洲、南美洲、大洋

洲，从发达经济体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再到

欠发达经济体，几乎都受到通胀困扰。三

是链条长。从大宗商品、农产品、能源等

初级产品，到中间加工环节再到终端消费

品，涨声一片。

高通胀何以一步步发展至此？这个

问题发人深思。

首先，以美联储为首的美西方央行应

对 不 力 是 导 致 通 胀 愈 演 愈 烈 的 重 要 因

素。一是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调整为其

对通胀的纵容态度埋下了伏笔。美联储

在 2020 年 8 月底宣布调整货币政策执行

框架，采取“平均通胀目标”，即允许一段

时间内超过 2%，只需长期下来保持平均

2%通胀率即可，更加致力于以就业为目

标的经济恢复。当时即有经济学家分析

这可能导致恶性通胀和巨额债务。二是

面对疫情直接拧开了货币供应的“水龙

头”。也许是害怕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后美联储反应迟缓招致各方批评这一幕

重演，这一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美国

前总统特朗普的炮轰之下，提前终结了

前任主席耶伦开启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

程，转而选择“近零利率+‘无上限’量化

宽松”的组合拳。数据显示，美联储资产

负债表已经从疫情前 2020 年 1 月份的 4.1

万亿美元膨胀至现在的 8.7 万亿美元。欧

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紧随其后，超宽松

货币政策带来全球超低利率环境与泛滥

的流动性，提供了滋生高通胀的温床。三

是货币政策调整举棋不定。美联储早前

一直信誓旦旦地表示，通胀只是“暂时性

现象”，而紧盯的就业数据未见起色，同时

担忧经济复苏进程和资本市场过度反应，

迟迟没有推出有力举措，在不断攀升的通

胀数据中饱受质疑。

其次，疫情危机导致的供需错位“火

上 浇 油 ”。 疫 情 反 复 暴 发 ，毒 株 更 新 迭

代，各国似乎陷入“解封—疫情加重—封

闭”的循环，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周期。一

方面是随着新冠疫苗接种普及和经济活

动重启，各国先后推出财政刺激方案，居

民购买力增强，需求实现了快速恢复。这

也是本次疫情危机引发通胀与以往经济

危机时期通胀的显著不同。另一方面是

供应瓶颈凸显，大宗商品产能恢复需要较

长周期，芯片、汽车、化工、药品等产业受

阻严重，物流运输受到疫情影响，劳动力

短缺，各国供应链修复程度参差不齐、运

转不畅，这些因素交织叠加导致商品紧

缺，物价上涨。

最后，一个易被忽视的深层次原因

是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过去近 30 年

来，全球主要经济体之所以能够保持较

低通胀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技术进步

和全球化构成了通缩力量，抑制高通胀

发生。这也是鲍威尔判断通胀只是暂时

性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近年来贸易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思潮再起，贸易争端

频发、产业链重塑等都使得全球化进程

在一定程度上受挫，全球化进程中形成

的价值链条和国际分工面临重组，这些

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导致抑制通胀的力

量在削弱。

席卷全球的高通胀不仅抬高了民众

生活成本，加剧贫富分化，吞噬全球财富，

影响经济复苏，更可能孵化民粹主义、极

端主义等社会思潮，破坏社会和政治稳

定，是各国需要着力防范化解的难题。虽

然不少经济学家预测，高通胀可能在明年

得到缓解，但这并非自然而然就能实现

的，需要各国拿出决心和智慧。

第一，要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合

作。新冠病毒频繁变异迭代，依然是全

球经济面临的最重要不稳定因素之一。

只 有 全 球 疫 苗 接 种 普 及 率 达 到 免 疫 要

求，经济生产才有望逐渐恢复正常，供应

链瓶颈才能随之缓解，消费价格才可能

回落。

第二，要加强货币政策协调。在汹涌

的通胀数据面前，12 月份的美联储货币

政策委员会决议显示，美联储已放弃“暂

时性通胀”看法，并加快了减码步伐，预期

明年可能加息 3 次。但如果未来进一步

加快加息步伐，国际资本将加速从新兴市

场回流美国，资本市场动荡可能波及全

球。各经济体货币政策节奏并不相同，巴

西、俄罗斯、土耳其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了

抑制输入性通胀已被迫提前加息。因此，

全球应当加强货币政策沟通，在果断应对

通胀的同时，避免类似于 2013 年“削减恐

慌”的情景再现。

第三，要警惕高通胀长期运行的风

险。人口老龄化、供应链升级等因素，都

可能在更长时间周期内推高价格成本。

而回顾全球历史，通胀周期持续时间不

定，持续较久的通胀会对经济造成极大破

坏。因此，全球各国对于控制高通胀不能

掉以轻心，还需秉持长期思维，以更宽广

的视野和更负责任的担当精神加强协作，

携手应对。

高 通 胀 阻 碍 全 球 经 济 复 苏
——“2021·疫情中的世界经济”系列述评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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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政府日前发布其任期内最后

一个新年度“经济政策方向”，制定多项刺

激投资、鼓励消费新政。其目标并未停留

于在新冠肺炎疫情困局中实现经济复苏，

而是直指将韩国经济向先导型经济转型。

韩国政府在“2022 年经济政策方向”

中预测，得益于出口和内需恢复，明年韩

国经济将增长 3.1%，这比今年 6 月的预测

值高了 0.1 个百分点。在新冠肺炎疫情难

以得到有效控制，甚至出现急剧恶化的情

况下，韩国的消费、投资、出口仍然出现均

衡增长的复苏态势，这显然给了韩国政府

更强的信心。

在这种趋势下，韩国政府没有将明年

经济目标锁定在单纯的恢复上，而是谋求

向先导型经济转型，对未来成长性产业果

断加大投资。为此，韩国政府将在担负经

济增长核心引擎作用的“韩国版新政 2.0”

规划中投入 33.1 万亿韩元，以期创造可观

成果。政府计划在明年新政基金中新设

4 万亿韩元政策型新政基金、2000 亿韩元

国民参与新政基金，新政的政策金融供给

将 由 最 初 的 18.4 万 亿 韩 元 大 幅 提 升 至

38.5 万亿韩元。

为拉动三大新兴产业，韩国政府计划

在明年 3 月前施行新能源汽车购买目标

制，推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汽车

企业建立合作体制，克服车用半导体缺货

难题，提升相关供给链的自给能力。在生

物健康领域，力争在明年上半年开发出新

冠疫苗，并推进在医院内建立开放型实验

室。同时，积极培育云计算、区块链、元宇

宙等数码新技术、新产业成为韩国经济未

来增长点；积极维护制造业复苏态势，明年

将构建20种以上人工智能制造平台模型。

然而，据韩国经济领域有关专家分

析，政府期待在明年取得 3.1%的经济增

长并不是一件易事，特别是在奥密克戎毒

株在全球加速传播的情况下，预计其影响

至少持续到明年上半年，将成为内需恢复

的“拦路虎”。韩国银行（央行）、韩国开发

研究院等政策和研究机构对韩国明年经

济 增 长 率 的 预 测 值 也 普 遍 低 于 政 府 预

期。为此，韩国政府在“2022 年经济政策

方向”中充分展现了搞活内需的意图。

首先，政府决定将“追加消费所得税

特别扣减”政策延长 1 年，明年信用卡消

费较今年增长 5%以上，个人所得税扣减

额在刷卡消费项目上可以增额 10%。

其次，政府为吸引境外消费回流，取

消针对韩国本国人在免税店购买商品总

额上限 5000 美元的规定。同时，将境外

“无落地飞行观光”政策时限延长 6 个月

至明年 6 月底，并取消了对旅游路线和乘

坐率的限制。

再次，政府还增加了对青年群体的补

贴。不仅每月可以领取20万韩元的房租补

助，不足部分还可以申请低息贷款；对于不

满周岁孩子的父母，如果双方都选择休育

儿假，各自可申领每月300万韩元补贴。

韩国政府还加大了对小工商业主的

救助力度，对遭受新冠肺炎疫情波及的

213 万小工商业主将提供总额 35.8 万亿

韩元、年率为 1.0%的低息贷款。对因疫

情受到营业限制、遭遇经营危机的行业，

将另行为每位业主提供 1000 万韩元的

“希望贷款 plus”，年率为 1.0%至 1.5%，总

规模为 10 万亿韩元。

但由于韩国在明年 3 月将面临总统

大选，共同民主党能否继续执政仍是未知

数，“2022 年经济政策方向”被贴上了“有

效期将至”的标签。韩国社会普遍担心它

可能只是一个 3 个月至 6 个月的短期政

策，引导效果难言乐观。

韩 国 谋 求 先 导 型 经 济 转 型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联合国贸发会议研究报告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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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催生全球贸易新重心

本报日内瓦讯（记者杨海泉）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日前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将创建全球规模最大的经济贸易区。

报告说，以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标

准计算，RCEP 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协定。

相比之下，南美共同市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欧盟、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主要区域贸

易协定占全球 GDP 的比重也有所上升。

报告分析指出，RCEP 对国际贸易将产生巨

大影响，该新兴集团的经济规模及其贸易活力，

将使其成为全球贸易新的重心。在新冠肺炎疫

情之下，RCEP 的生效也有助于提高贸易抗风险

能力。

报告提出，关税减让是 RCEP 的一项中心原

则，其成员国将通过逐步降低关税实现贸易自由

化。许多关税将立即废除，其他关税将在 20 年内

逐步降低。目前仍有效的关税将主要局限于战略

部门的特定产品，如农业和汽车行业。2019 年

RCEP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已达到约 2.3 万亿美

元。该协定的关税减让将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

移效应，低关税将刺激成员国之间近 170 亿美元

的贸易，并使近 250 亿美元的贸易从非成员国转

向成员国，同时将进一步推动 RCEP 成员国之间

近 2%的出口，价值约 420 亿美元。

报告认为，RCEP 成员国有望从该协定中获

得不同程度的红利。关税减让预计对该集团最

大经济体产生更高的贸易影响。由于贸易转移

效应，日本将从 RCEP 关税减让中受益最大，其

出口预计将增长约 200 亿美元。该协定对澳大

利亚、中国、韩国和新西兰的出口亦将产生实质

性 的 积 极 影 响 。 由 于 负 面 的 贸 易 转 移 效 应 ，

RCEP 的 关 税 减 让 可 能 最 终 会 降 低 柬 埔 寨 、印

尼、菲律宾和越南的出口，这些经济体的部分出

口预计转向对其他 RCEP 成员国有利的方向。

总体而言，该协定覆盖地区整体将从 RCEP 的关

税优惠中受益。

报告强调指出，随着 RCEP 成员国一体化进

程进一步推进，贸易转移效应可能会被放大，这是

非 RCEP 成员国不应低估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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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人们在韩国

首尔观赏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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