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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机构示警全球经济可能衰退
不到一周时间，多家国际机构连续

示警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这反映出美

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紧缩政策对全球负面

外溢冲击正不断扩大，并在叠加新冠肺

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负面因素之后，

不断推升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10 月 3 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发布《2022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称，任何

希望通过更高利率来降低价格却不产生

经济衰退的想法是“不谨慎的赌博”。报

告认为，过度货币紧缩会导致许多发展

中经济体和一些发达经济体进入经济停

滞和不稳定时期，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和

财政政策可能让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和长

期停滞。

10 月 5 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报告

称，世界经济受到包括美国收紧货币政

策 在 内 的 多 重 冲 击 ，全 球 贸 易 预 计 在

2022 年下半年失去增长动能，2023 年增

速将大幅下降。报告将 2023 年全球货

物贸易增速预期下调至 1%。

10 月 6 日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 IMF 和世界

银行秋季年会的前瞻讲话中称，全球经

济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转变。她表示，

2021 年 10 月以来 IMF 已经 3 次下调全

球经济增长预期，即将更新的 IMF 世界

经济展望报告将再次下调 2023 年经济

增长预期。

分析认为，多家重要国际机构不约

而同地对世界经济前景发出警告，这种

情景并不多见。IMF 总裁提及的“根本

性转变”，意味着全球经济正从相对可预

测变得更加脆弱，不确定性上升，经济震

荡加大的情况或将愈加频繁。

多家机构还不同程度地提到美国等

发达经济体政策收缩对世界经济带来

的冲击，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

中经济体引发危机，“造成比 2008 年国

际金融危机和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更严重的损害”。当前，从广大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到部分发达

经济体，都不得不在经历了美联储超宽

松政策带来的通胀加剧之后，又面临美

激进加息引发的资本外流、债务危机等

多层面冲击。

刚刚过去的几周，从印尼、墨西哥、

印度、南非到英国、瑞典、瑞士，各国纷纷

大幅加息以稳定经济金融秩序。欧洲央

行也不得不释放持续加息信号，以应对

欧洲当前面临的欧元弱势、通胀加剧、资本外流等问题。

持续攀升的利率在各国触发债务问题等一系列连锁反应。IMF

有关数据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新兴经济体或是债券交易价格暴跌，

或是已经发生债务违约，而超过 60%的低收入国家正在或即将陷入

债务困境。欧洲这边，尽管欧洲央行在美联储政策收紧压力下不断

加息，但由于美欧利差仍在扩大，欧元汇率持续承压，而利率攀升更

引发欧洲债务危机是否卷土重来的讨论。各国为支持本国货币而采

取的干预举措，还导致全球外汇储备大幅下降。有机构统计显示，今

年以来全球外汇储备下降约 1 万亿美元，降幅约 7.8%。

形势严峻，但并非没有办法。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蕾韦卡·

格林斯潘所说，“仍有时间将经济从衰退边缘拉回，我们拥有平抑通胀

和支持所有弱势群体的工具，这是一个政策选择和政治意愿问题”。

面对自身政策变动给世界经济带来

的极端冲击，美国当局却置若罔闻，很

少谈及有关外溢影响，更遑论加强与各

方政策协调。不仅如此，美国将世界经

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利用国际

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肆意制裁的动

作从未停止，近期甚至不断加剧。世

界最大发达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动荡

之源，这正是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

大挑战。

自 2022 年 3 月份美联储开启新一轮加

息周期以来，美联储 5 次加息累计 300 个基

点，创 1981 年以来美联储最密集、最激进

加息纪录。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不仅让全

球经济面临高通胀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

“滞涨”风险，也让亚洲更多国家面临本币

贬值、通货膨胀、经济衰退、主权债务危机

甚至系统性金融风险。

从直接影响来看，美联储持续激进加

息冲击亚洲主要经济体。

首先，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与美元的

急剧升值在加大亚洲国家本币贬值压力和

汇率波动风险的同时，也让亚洲更多国家

经济面临更多输入性通胀甚至“滞涨”、衰

退风险。

其次，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在加速海

外资本回流美国的同时，也让更多亚洲国

家面临更多资本外流压力。据国际金融协

会统计，自美联储开启新一轮加息周期以

来，新兴市场国家已经连续 5 个月遭受投

资组合资本流出，创 2005 年以来净流出最

长纪录。这加大更多亚洲国家尤其是出口

导向型经济体或低收入国家的国际收支平

衡难度和债务成本、债务风险。

再次，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不断压缩

亚洲主要国家货币当局的政策空间，迫使

亚洲国家货币当局不得不在跨境资本自由

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

之间做出更加艰难的选择。

此外，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的外溢效

应和与利率、汇率、贸易（供应链）、投资、全

球资本市场的协同效应，将进一步加剧亚

洲经济所面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排除

再次发生主权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或经济

危机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美国的亚洲盟友

也未能免受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的冲击。

日元快速贬值，迫使日本央行时隔 24

年 不 得 不 再 次 出 手 干 预 日 元 汇 率 。 自

2022 年 3 月份美联储启动首轮加息以来，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日元对美元已持续

贬值接近 25%，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 20 年

来新低。如果日本央行未能改变市场预期

或日元贬值趋势不改，日本经济或将再次

陷入衰退局面，甚至会失去世界第三经济

大国（以美元计）的地位。这对于经济长期

低迷的日本而言，可谓雪上加霜。

韩元持续贬值，韩国贸易收支陷入严

重赤字。据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预测，

韩国 2022 年全年贸易逆差或将高达 281.7

亿美元，创 1956 年以来最高值。作为新冠

肺炎疫情以来亚洲第一个退出宽松货币政

策的主要经济体，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迫

使韩国央行今年已 4 次加息，韩元对美元

汇率则贬值 15%。韩国经济的高度外向型

特征和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也让韩国央

行在维持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

减缓资本流出之间面临多重困境。

泰国、菲律宾等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

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也未能免受冲击。在美

联储开启新一轮加息周期后，为了稳定汇

率和控制通货膨胀，泰国、菲律宾央行也不

得不采取紧缩政策，年内已分别 2 次加息

和 5 次加息。美联储的持续激进加息在加

大泰国、菲律宾等亚洲发展中国家本币贬

值压力的同时，也让更多亚洲发展中国家

面临更多经济衰退甚至发生经济金融危机

的风险。

更要看到的是，美国的自私自利行为

祸及世界。

首先，美国不负责任的激进加息行为

和收缩政策或将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流

动性危机，让本就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面

临更多“滞涨”与衰退风险。美联储持续激

进加息在迫使全球主要国家央行不得不采

取加息、紧缩政策的同时，也让全球金融市

场面临更多流动性风险。美元急剧升值、

欧洲能源危机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

等多种因素相互叠加，则让全球经济面临

更多通胀压力。美联储和全球发达国家央

行的持续加息如果无法改变通胀预期，全

球经济或将再次面临“滞涨”风险，甚至会

爆发比 2008 年更严重的金融危机。

其次，美国的自私自利行为并非首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从 20 世纪 30 年代大

萧条时期的“以邻为壑”政策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期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

瓦解，再到今天美联储不顾全球疫情冲击

而采取的持续激进加息政策，美国的自私

自利行为并非首次。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的拉美主权债务危机、1997 年的亚洲金融

危机到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滥用

“美元霸权”制造经济、金融危机的行为也

非首次。

再次，加息是把双刃剑，持续激进加息

损人不利己。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联储通

过持续激进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 1979

年 7 月份的 10.5%上调到 1981 年 6 月份的

19.1%，从而将美国的通胀水平从 1980 年

峰值的 13.6%降至 1983 年的 3%左右，但代

价是美国经济在两年内两次陷入衰退。本

次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若不能改变通胀预

期，不排除美国经济再次陷入“滞涨”甚至

衰退的可能性。

最后，美国应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和稳定器而非危机的制造者，美联

储应和全球各国央行一起共同维护全球经

济、金融稳定。作为现行国际经济、国际规

则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最大受益者，美国有

责任和义务与世界各国一起为疫后全球经

济复苏注入更多动力，而不是让本已复苏

乏力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美联储有责任

和义务与全球各国央行、世界银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一起负起（国际）最终贷款人的

责任，而不是让世界各国为美联储的政策

失误埋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经济外交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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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柏 林 讯（记 者 陈 希
蒙）当 地 时 间 10 月 7 日 晚 ，蔚

来 汽 车 在 德 国 柏 林 藤 普 杜 音

乐厅举办发布会，宣布开始在

德国、荷兰、丹麦、瑞典四国市

场 提 供 服 务 。 这 是 蔚 来 继 去

年进入挪威市场之后，进一步

在 欧 洲 市 场 开 展 业 务 。 活 动

期 间 ，蔚 来 宣 布 其 3 款 全 新 车

型 ET7、EL7 和 ET5 将 以 创 新

的“ 订 阅 模 式 ”在 欧 洲 四 国 市

场开启预订。

记者在活动现场了解到，

蔚来将在德国、荷兰、丹麦、瑞

典四国市场建立由产品和服务

等共同构成的完整运营体系，

打造以车为起点的用户社区。

此次蔚来进入欧洲四国市场将

不再采用直接售卖的形式，而

是 通 过 与 租 赁 类 似 的 订 阅 模

式，并提供短期和长期 2 种订阅

服务。

具体来说，短期订阅可提

前两周随时取消当月订阅，并

可任意更换车辆，随着车龄增

加，月费将相应降低；长期订阅

则只可选择一款车型，但能享

受较低的固定订阅价格，订阅

周 期 从 12 个 月 至 60 个 月 不

等。订阅到期后用户如不终止

订阅，将按照灵活订阅条款自

动续订。

与此同时，订阅用户除了

使 用 车 辆 以 外 ，还 可 以 获 得 安 心 无 忧

的 服 务 体 验 ，包 括 全 险、保 养、换 电 服

务 以 及 今 后 会 提 供 的 电 池 升 级 服

务 。 订 阅 用 户 将 成 为 蔚 来 用

户 社 区 的 一 员，参与蔚来举办

的各类用户活动，以及使用蔚

来中心等。

此 外 ，蔚 来 还 将 在 四 国 市

场 构 建 完 善 的 加 电 体 系 。 蔚

来汽车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李斌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换电模式是中国智能

电动汽车的一项体系性创新。

蔚 来 今 后 将 在 德 国 、荷 兰 、丹

麦、瑞典四国市场构建完善的

加电体系。至今年年底，蔚来

计划在欧洲建成 20 座换电站；

至 2023 年年底，这一数字有望

达到 120 座；至 2025 年，蔚来计

划 在 中 国 以 外 市 场 建 成 1000

座换电站，其中大部分将分布

在欧洲。

据了解，目前在德国境内，

蔚来位于慕尼黑和斯图加特之

间的换电站已经投入使用，位于

柏林的换电站也即将完工。

欧 洲 门 店 方 面 ，蔚 来 位 于

柏 林 的 蔚 来 中 心 即 将 开 业 。

同 时 ，蔚 来 正 在 汉 堡 、法 兰 克

福、杜塞尔多夫、阿姆斯特丹、

鹿 特 丹 、哥 本 哈 根 和 斯 德 哥 尔

摩 等 城 市 建 设 蔚 来 中 心 与 蔚

来空间。

“为德国、荷兰、丹麦和瑞典

用户提供服务，是蔚来实现 2025

年计划与服务全球更多国家用

户目标的重要一步。”李斌表示，“欧洲业

务的深入开展标志着蔚来全球发展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

蔚来以创新模式进入欧洲四国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下简

称“贸发会议”）日前发布《2022 年贸易

和发展报告》。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经

济将增长 2.5%，明年的增速预计将放

缓至 2.2%。报告认为，如果一些发达

经济体不迅速调整其主要财政和货币

政策，全球将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甚

至可能引发比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更

严重的经济衰退。贸发会议秘书长蕾

韦卡·格林斯潘强调说：“现在开始采

取措施，避免经济衰退还来得及。”

全球经济呈放缓趋势

报告指出，供给侧受到冲击、消费

者和投资者信心减弱以及乌克兰危机

导致了全球经济放缓，并加剧了通胀

压力。目前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都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实际工

资下降、财政紧缩、金融动荡以及多边

支持和协调不足的情况下，过度的货

币紧缩可能会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一

些发达国家带来压力。报告警告称，

任何认为能够依靠更高的利率降低价

格而不会导致经济衰退的想法都是一

种轻率的赌博。

全球经济放缓将使发展中国家更

易陷入一连串的债务、卫生和气候危

机，很多国家的经济现状不足以支撑

可持续发展。随着气候压力增加，一

些脆弱经济体内部缺乏财政空间，无

力应对各种灾害，因而会面临更加严

重的损失。报告指出，拉丁美洲的中

等收入国家和非洲的低收入国家今年

可能会遭遇最严重的经济放缓。就

此，蕾韦卡·格林斯潘表示：“世界仍有

时间将经济从衰退边缘拉回，我们拥

有平抑通胀和支持所有弱势群体的工

具，这是一个政策选择和政治意愿问

题。但目前各国采取的行动正在伤害

最脆弱的群体，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并有可能导致全球性衰退。”

大幅加息带来债务压力

报告显示，自 2021 年四季度，随着

金融环境的恶化，资本正在流出发展

中国家。就净值而言，发展中国家现

在实际上正在为发达国家提供资金。

报告指出，发达经济体大幅加息

的举措对最脆弱的国家打击最大。今

年，约 90 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对美元

贬值，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贬值

超过 10%；各国外汇储备普遍下降，债

券息差正在扩大。据估计，发展中国

家今年已经动用了 3790 亿美元的外

汇储备来捍卫本币，几乎是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近期分配给这些国家

用以补充其官方外汇储备的特别提款

权的两倍。加上近期全球食物和能源

等必需品价格飙升，叠加美元升值导

致发展中国家进口价格进一步上涨，

已有 46 个发展中国家受到多重经济

冲击的严重影响。贸发会议警告称，

由于 60%的低收入国家和 30%的新兴

市场经济体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债务

压力，未来可能会爆发一场全球债务

危机。

就此，贸发会议要求国际金融机

构紧急提供更多的流动资金，并延长

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呼吁国际

组织改革多边架构，给予发展中国家

更公平的对待；建议增加官方发展援

助，更大规模、更持久和更公平地使用

特别提款权，建立对冲机制以应对汇

率波动，并更多地利用多边资本通过

全面的社会发展方案支持发展中国

家；优先推动处理债务重组，推动多边

法律框架建设取得进展。报告还建议

在发展中经济体实施一项改革方案，

以促进生产性投资并限制利用税收漏

洞的资本流动，同时做出新的安排以

支持更紧密的区域贸易、投资和金融

联系。

亚洲经济增长承压明显

报告指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

经济增长形势也不容乐观。虽然该地

区的经济形势预计将于 2023 年回暖，

但下行风险依旧存在。

贸发会议预测，今年东亚地区经

济将增长 3.3%，2023 年的增速将提升

至 4.3%。但进口初级商品价格大幅上

涨、出口需求疲软以及国际货币环境

趋冷等因素会对整个地区的增长构成

压力。

今年东 南 亚 地 区 经 济 预 计 将 增

长 4.1%。然而，持续增长的通胀压力

和 随 之 而 来 的 国 内 货 币 政 策 紧 缩 ，

加 之 更 加 不 利 的 国 际 融 资 条 件 ，正

在 抑 制 经 济 活 动 。 在 此 背 景 下 ，贸

发会议估计该地区 2023 年经济增速

将降至 3.8%。

贸发会议呼吁发达经济体调整财政货币政策
本报记者 李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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