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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和忧虑的情绪交织中，世界告

别 2021 年，迈入 2022 年。世界经济复苏在

新的一年有望延续，但增长仍受到疫情等

多重挑战的扰动。多方领导人在新年致辞

中着力提振信心，这正是世界经济复苏的

当务之急。

在新年致辞中，美国、德国、法国、英国、

意大利、日本等国重点围绕抗疫展开，呼吁

民众积极接种疫苗、团结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老挝等国誓言

全力改善人民福祉，提高国家竞争力。俄罗

斯总统普京认为 2022 年“有望出现令人愉快

的变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呼吁各

国人民团结协作、同舟共济，致力于使 2022

年成为国际社会实现复苏的一年。

信 心 依 旧 比 黄 金 更 重 要 。 对 2022 年

的世界经济而言，唯有妥善应对疫情暴发

以来的新情况和疫情之前就掣肘全球经济

的老问题，通过务实合作让人们看到变化

和改进，才能延续和提振来之不易的复苏

信心。

首要的还是应对疫情。来自世界卫生

组织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全球累计新

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已分别超过 2.8 亿和

541 万例，奥密克戎毒株已蔓延至 110 个国

家和地区。不断反复的疫情对世界的冲击

在向深层次发展，世卫组织甚至不得不发声

强调“2022 年必须终止新冠肺炎大流行”。

当前，广泛注射疫苗是遏制疫情的有效手

段，然而一些发达经济体海量囤积疫苗，给

全球疫苗公平分配带来严峻挑战。因此，国

际社会在抗疫问题上的合作深度和广度，对

全球控制疫情意义重大，进而影响到全球复

苏的走势。

发达经济体货币与财政政策变动是全

球近期重点关注的风险。历史上，美联储

等发达经济体的政策紧缩会成为全球跨境

资本流动以及资产价格、汇率大幅震荡的

诱因，一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增长也会受到资本外流、本币贬值等风险

拖累。眼下，美国不断推升今年加息预期

让 全 球 忧 心 忡 忡 。 新 兴 市 场 自 身 经 济 状

况、应对举措以及全球政策协调力度都将

成为重点关注。

政策变动还可能触发全球债务风险。

在疫情暴发之前，全球债务风险便不断集

聚，疫情暴发后的紧急宽松政策使全球债

务 风 险 进 一 步 加 大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数据显示，全球债务在 2020 年已超

过 226 万亿美元。若全球利率上升速度快

于预期，且经济增长放缓，那么全球债务将

面 临 违 约 风 险 。 在 高 债 务 和 通 胀 上 升 的

环境下如何正确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这

更是考验决策者智慧和格局的难题。

提振信心要解决风险，更需要实实在在

的 成 果 。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1 日正式生效，这对于提升区域内

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支持疫情下的世

界经济复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提

振 各 方 信 心

的 重 要 成

果 。 对 区 域

内 外 一 些 国

家而言，支持

维 护 RCEP

而 非 横 生 枝

节，才是利人

利 己 的 理 智

行为。

当务之急是提振复苏信心
近日，印度储备银行（央行）

发布报告称，印度经济自 2021/

2022 财政年度第二季度以来保

持稳步增长势头。不过，由于奥

密克戎变种病毒已成为国内经济

发展的主要挑战，加之通货膨胀

严重，2022 年印度经济复苏前景

依旧令人担忧。

2021 年下半年，印度经济复

苏势头较为乐观，这一点从 11 月

的经济数据上可见一斑。根据彭

博新闻社的跟踪观察，11 月份，

尽管消费活动等指标恢复缓慢，

但是印度在服务业活动和进口等

指标上表现不俗。制造业采购经

理人指数攀升至 57.6，为 2021 年

1 月以来的最佳表现，反映出印

度经济活动有所反弹。

同时，彭博社也提到，新冠病

毒变种已经引发了人们对复苏风

险的担忧，这一估计与印度央行

报告所言不谋而合。

如今，奥密克戎已让印度国

内的疫情呈再起之势，新增病例

上升趋势明显。根据印度卫生

部 2021 年 12 月 29 日的数 据 ，过

去 24 小 时 印 度 新 增 感 染 病 例

9195 例 ，新 增 死 亡 病 例 302 例 ，

其中奥密克戎变种感染病例上

升至 781 例。数据发布当天，印

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议会举行冬

季会议，为期 5 天，结果有近 50

名与会人员新冠检测结果呈阳

性 ，感 染 者 包 括 两 名 议 会 高 层

人 员 ，可 见 新 一 波 疫 情 蔓 延 速

度之快。

步入新的一年，面对如此严

峻的疫情威胁，印度政府的防疫

压力可谓空前巨大。

回顾 2021 年 4 月份，印度国

内接连迎来好几个节日。当时，

为尽快提振经济，政府并没有对

民众聚集活动加以限制，结果节后疫情迅速反扑，印度经济

社会受到严重冲击。

这一次，印度政府显然“吃一堑长一智”。联邦政府与地

方政府均下令限制甚至禁止新年庆祝活动。首都新德里取消

了所有的新年庆祝活动；第二大城市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

拉邦发布了新年庆祝活动详细指导方针，敦促公民在庆祝的

时候要保持“低调”；另一座大城市金奈所在的泰米尔奈德邦

也出台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

奥密克戎可以说是全球经济在 2022 年伊始所面临的最

大不确定性，印度作为人口大国以及疫情重灾区，必然受到严

重冲击。谈及印度 2022 年的经济前景预测时，印度央行行长

达斯有过一个较为谨慎的表态，称“要衡量现阶段印度经济发

展的压力还为时尚早”，可见奥密克戎对于印度经济复苏的

“阻击”力度有多大，现在仍是未知数。

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只有采取实际行动做好防护措

施，才能最大限度抵御奥密克戎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对于已

经吃过大亏的印度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印度经济面临奥密克戎

﹃
阻击

﹄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施普皓

如果不能消除发达经济体与贫困国家在疫

苗接种率上的巨大差异，全球复苏将受阻，并导

致全球 GDP 在未来 5 年的累计损失达到 5.3 万亿

美元。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仍

然面临疫情前就已经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

因应对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

疫情走势直接影响全球经济

从中长期看，掣肘全球经济的因素包括攀升

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

多边贸易体系 WTO 上诉机构停摆且改革谈判

达成共识困难重重、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

经济民族主义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与

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网络安全始终是一只威胁

巨大的“黑天鹅”。美国的长期国债是全球金融

系统的核心，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美债储备，并被

用作几乎所有物品和资产的抵押品，而 99.9%以

上的美国国债以纯粹电子形式存在。如果有人

能够侵入美债系统，金融市场信心就可能崩溃，

全球货币体系与金融市场便将陷入一片混乱。

风险、挑战或掣肘确实存在，但全球经济整

体 上 行 进 而 回 归 中 长 期 发 展 轨 道 也 是 事 实 。

2021 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强劲，但进入

第三季度后总体放缓、增速分化，呈现前快后慢

的特征。从全球看，虽说不同经济体复苏步伐并

不一致，鉴于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可以收复“失

地”，全年世界经济实现明显复苏可以说已成定

局。预计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5.5%左右，

2022 年增长 4.5%的可能性较大。同时，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的 GDP 到 2024

年可能依然比疫情前低。

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恐怕还

是政策风险。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通胀、维持

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如果失当，将会引发资

产价格动荡暴跌，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并可能

将经济推入滞胀通道，进而殃及新兴经济体和

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看，受各种因素影响，比

如对人类和地球都有利的结果究竟为何尚无

定论，在过去 10 年寡头垄断企业形成的“经营

共识”（习惯于高利润、低投资、弱竞争）能否走

向终结还有待观察，我们认为全球仍处在中低

速增长轨道，未来 3 年至 5 年内世界经济增长

率将维持在中低位，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

在显著差异。

供应链受损风险与韧性

过去一年多全球目睹并感受到了供应链受

阻之痛，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和

运费暴涨成为全球供应链之痛的主要痛点。国

际金融协会发出警告，美国生产系统中供应链

中断的可能性上升，目前制造业交货期延迟情

况与 2011 年福岛核灾难后日本的情况一样严

重，并开始扩散至全球。这也迫使企业押注效

率低但抵抗力强的供应链，最终推高价格。衡

量集装箱费用的德鲁里航运指数 2021 年 9 月比

一年前上涨 291%，诸如从东亚到欧洲最大港鹿

特丹港繁忙航线的运费达到了一年前的 6 倍。

煤价过去一年间上涨 2 倍、天然气价格上涨 4

倍，德国电价自 2021 年 2 月以来上涨 1 倍多。能

源价格出现暴涨的原因和供应链受阻有关，而

根本原因则在于疫情反复、经济复苏速度超越

预期，以及石油领域投资不足：2020 年石油和天

然气投资下降 20%。

近两年来供应链韧性成为热议话题。对企

业而言，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紧张和多边贸易

体系受到严重冲击、气候与自然灾害多发、网络

攻击频繁等，在不同维度增加了供应链断裂的

可能性。由于技术进步与扩散，特别是生产数

字化呈现不可阻挡之势，劳动力成本套利的空

间逐渐变得狭小。随着网上购物的普及，消费

者对快速配送的需求上升，能否快速送达已成

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冲击更是

让企业意识到，彻底重新评估价值链、缩短供应

链、稀释或多元化供应链、投资更有韧性的供应

链将有利可图。

从国家层面看，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

一直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稳定的源泉，现在则被

一些人认为是致命弱点，因为供应的高集中度

在有些人眼里就意味着高依赖度，涉及“国家安

全”，事关大国博弈。基于此，美国等国家陆续出

台或计划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给率或本土化

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

甚至有人公开鼓吹所谓“脱钩”，矛头主要针对中

国。典型事例是美国总统拜登 2021 年 2 月 24 日

签署“美国供应链”第 14017 号行政命令，指示政

府对美国关键供应链进行全面审查，以识别风

险、解决脆弱性并制定战略，提高恢复力。为此，

美国政府成立了涵盖十多个联邦部门和机构的

工作组，与商业、学界、国会以及美国盟友和合作

伙伴的数百名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以确定漏洞

并制订解决方案，其中涉及的关键产品包括半导

体制造和先进包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

料、药品和原料药。

不过，尽管从企业层面和大国博弈层面上

看，有人在拉扯全球供应链朝着逆全球化方向

偏 离 ，但 至 少 2021 年 的 现 实 并 不 支 持 上 述 判

断 ，特 别 是 和 中 国 有 关 的 数 据 提 供 的 更 是 反

例。个中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持续且坚定的开放

政策和市场规模。上海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中

国 2021 年 9 月的调查显示，在 338 家受访公司

中，78%表示对本公司未来五年的业务展望感

到“乐观或略微乐观”，比上年同期高近 20 个百

分点，而感到“悲观”的企业占 10%，一年前该占

比为 18%。

人口结构变迁加速影响深远

人口属于中长期变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会

在短期内产生重大效应。人口变化主要体现在

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族群比例以及人口跨境流

动等方面。人口预测是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

和个人的重要计划和风险管理工具。政府需要

通过短期和中期方案来估计人们对学校、医院和

其他公共服务的需求，帮助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融

资，为未来劳动力规划必要的技能和知识，明智

地投资健康研究和开发资源，了解潜在的环境、

军事、地缘政治和其他风险，并实施预防或缓解

策略。对从事具有长期回报投资的企业而言，人

口预测同样重要。同时，普通个体也会关注是否

有足够的工人缴税以支持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

医疗福利。此外，人口变化还涉及国际和国家安

全与稳定。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预测，全球人口将从目前的 77 亿人增至

2030 年的 85 亿人、2050 年的 97 亿人，2100 年达

到 110 亿人峰值。

从年龄结构看，工业化国家或经济体普遍进

入老龄化社会，2020 年日本 65 岁以上老人占总

人口的 28%，欧盟 27 国为 20.3%，美国为 16%，俄

罗斯为 15%。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中国

65 岁以上老人占 11%，已迈出走向老龄化社会的

步伐。与快速老龄化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部

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目前人口增速最快

的是非洲，总数为 13 亿人，

预 计 到 2050 年 增 至 26 亿

人。年轻人口占比高可以产

生人口红利，但收获人口红

利 必 须 与 人 力 资 本 不 断 积

累、储蓄率与投资率提升、能

够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

定性的体制机制改革、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可持

续发展等相结合方能实现。

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巨大，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减少，由

此可能降低潜在增长率；二是与社保和医保相

关的财政支出增加，因此形成的赤字压力可能

拖累经济长期增长；三是老年人创新能力与意

愿下降，从而波及劳动生产率提升；四是消费需

求减少，投资增长与结构均会有所改变；五是移

民政策可能被迫调整，国内社会因此出现分裂；

六是为数众多的老年人政治参与程度上升，各

国内部政治博弈的过程与结果正在发生改变；

七是自动化导致非熟练劳动力大量失业，通过

让更多知识密集型任务（如分析消费者信用评

级和提供金融建议）实现自动化，降低人类参与

工作的必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未来 20 年最确定的趋势

是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有学者将这种转变用

三种“颜色”形象地加以表述：更多的灰色（老龄

化）、更多的绿色（随技术进步而来的每公顷产出

增加）、更少的白色（美国和欧洲人口总数中白人

的比重快速下降）。还有学者将人口转变或“拐

点”理解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且高质量劳动力大

幅增长的终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全球仍处在中低速增长轨道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下）

张宇燕

20212021 年年 1212 月月 2323 日日，，人们佩戴口罩走过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人们佩戴口罩走过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颖颖摄摄

2021 年 12 月 28 日，人们在日本东京阿美横町购买促销商品。

克里斯托弗·朱摄（新华社发）

2022 年 1 月 1 日，一名工作人员从美国芝加哥的商场望向窗外。

文森特·约翰逊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