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2月 11日 星期三4 国 际

本版编辑 徐 胥 赵 阳 美 编 倪梦婷

经合组织报告认为——

国际合作和共同发展是必由之路
本报记者 梁 桐

日 前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发 布 了

2024 年 12 月经济展望的初步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分析了全球经济发展状况，认

为目前世界经济具有较大韧性，但仍需克

服诸多风险和挑战，从而实现强劲、可持续

增长。

尽管世界经济近年来遭遇重大疫情、

地缘关系紧张、能源危机等下行风险的冲

击，但仍展现出相当的韧性，经济增长保持

相对稳定。报告显示，2024 年虽然部分国

家经济出现下滑，但整体上全球经济增长

保持稳定。经合组织预计，2025 年和 2026

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保持 3.3%

的增速。

全球经济基本面较好，主要表现在：一

是通货膨胀持续缓和。多数国家通胀率持

续下降，已接近或达到央行目标水平，低通

胀环境有助于实际收入增长和提振消费，

为经济复苏提供支撑。二是全球贸易开始

复苏。全球贸易量在 2024 年稳步回升，并

且预计未来几年将持续增长。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服务

贸易强劲表现牵引下，2024 年全球贸易额

较去年增长 1 万亿美元，超过 2022 年数值，

再创新高。三是劳动力市场压力缓解。多

数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有所缓解，

失业率保持在历史低点附近，尤其是移民

流动性增强，为劳动力供给提供了重要支

持。四是实际收入增长。在通胀下降和就

业充分的积极作用下，多数国家的家庭实

际可支配收入有所增长，超过了疫情前水

平，有助于提升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水平。

受上述积极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势头

有望延续。

然而，全球经济要在未来充满不确定

性的环境中维持长期增长，仍面临一系列

风险挑战：一是地缘政治风险。中东地区

冲突升级可能进一步破坏全球能源市场，

导致能源价格上升，尤其加大了能源进口

国经济压力；俄乌冲突的延宕也将扰乱全

球能源和贸易市场；全球其他地区的地缘

关系紧张局势和潜在冲突风险，也将对经

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二是贸易保护主

义上升。全球主要经济体实施的贸易限

制 措 施 不 断 增 加 ，贸 易 政 策 不 确 定 性 上

升，可能会扰乱供应链，推高消费者价格

并抑制经济增长，而一些国家采取“脱钩

断链”措施，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将降低全

球生产率并减缓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速

度。三是公共债务问题紧迫。当前许多

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过高，可能会限制政

府 应 对 未 来 冲 击 的 能 力 ，并 增 加 财 政 风

险；对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而言，债务可持续问题尤其突出。四是金

融风险较高。一些资产存在估值过高的

问题，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而一些非

银行金融机构规模扩大和关联性增加，也

加 剧 了 金 融 系 统 风 险 溢 出 的 可 能 性 ，此

外，新兴市场还面临资本外流问题，容易

导 致 货 币 贬 值 ，阻 碍 国 家 和 地 区 发

展。五是结构性问题突出。例如，高

端人才短缺问题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尤

为突出，可能导致生产成本上升，抑制

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趋势可能会进

一步加剧劳动力短缺问题，并增加政

府养老金支出压力。

国际合作和共同发展是应对全球

经济挑战的关键所在。报告认为，为

有效应对全球性的经济挑战，需要各

国共同努力。在应对地缘政治风险方

面，各国应加强合作，通过对话和外

交手段解决争端，减少地缘政治紧张

局 势 给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带 来 的 负 面 影

响。面对当前局势，国际社会应共同

努力，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并确保能

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在促进国

际贸易方面，各国应共同努力维护开

放的国际市场和基于世贸规则的多边贸易体

系，要通过加强协调合作，减少贸易限制措

施并解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问题，促进全球

贸易和经济增长。在帮助低收入国家问题方

面，许多低收入国家面临高债务和财政压

力，需要国际社会帮助，尤其是国际金融机

构需要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帮助这些国家改

善财政状况，增强经济增长韧性。在应对气

候变化方面，各国应加强合作，采取有效措

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转型，尤其是帮

助发展中国家完成转型，向其提供技术援

助和资金支持。另外，为了有效应对全球

卫生安全事件，防止其对全球经济增长产

生负面影响，各国应加强合作，提高疾病

预 防 和 应 对 能 力 ， 降 低 全 球 卫 生 安 全

风险。

经合组织指出，国际合作和共同发展

是解决全球经济挑战的必由之路，各国应

加强合作，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和平、繁荣、

可持续的世界。

推动中美关系稳下去好起来向前走

郭

言

印 度 通 胀 创 新 高 经 济 显 隐 忧
本报记者 施普皓

近期，印度通胀率飙升，

已达 14 个月以来的新高，印度

央行 12 月 6 日宣布维持 6.5%的

基准利率不变，以应对持续的

通胀风险，这暴露出印度经济发

展隐忧。

印 度 统 计 局 数 据 显 示 ，印 度

10 月 份 消 费 者 价 格 指 数（CPI）同

比 上 涨 6.21%，超 过 此 前 业 界 预 测

的 5.9%，相比之下，9 月份的通胀率

为 5.49%。

具体而言，印度 10 月份食品价格

同比上涨 10.87%，高于 9 月份的 9.24%，

此指标为整个 CPI 的重中之重。蔬菜

价 格 涨 幅 特 别 大 ，比 去 年 同 期 猛 涨 了

42.18%。谷物的通胀率为 6.94%，而 9 月份为

6.84%。豆类的通胀率为 7.43%，而一个月前

为 9.89%。油和脂肪的通胀率为 9.51%，而上

个 月 为 2.47% ，主 要 是 由 于 食 用 油 价 格 上

涨 。 在 不 计 入 波 动 较 大 的 食 品 和 能 源 价 格

后，官方公布 10 月份核心通胀率为 3.74%，比

9 月份的 3.56%略有上升。印度央行需要将通

胀 率 保 持 在 2% 至 6% 的 范 围 内 ，中 期 目 标 是

4%。 从 这 一 目 标 看 ，印 度 飙 升 的 通 胀 数 据 应

引起警惕。

食品价格猛烈上涨，会降低中等收入家庭的

购买力，从而影响企业收益，并最终对整个国家的经

济增长有损。此前，印度央行预测 2024/2025 财政

年度（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的国内生

产总值（GDP）增长率为 7.2%，但如今城镇消费有明

显疲软倾向，民间预测纷纷转为保守，印度央行已将

2024/2025 财年经济增长预测从 7.2%下调至 6.6%。

国际组织的预测也变得谨慎起来。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4 年印

度经济的增长率预计为 7%，较 2023 年降低 1.2 个百

分点，2025 年预计为 6.5%。

印度央行已将 2024/2025 财年通胀预期从 4.5%

上调至 4.8%，并对核心通胀加速上升表示担忧。此

次 印 度 央 行 还 将 存 款 准 备 金 率 下 调 50 个 基 点 至

4%，以增强经济流动性。不少业内人士指出，面对

增速可能放缓的前景，印度需要适度提升其市场流

动性，争取给国内生产和消费带来新的动能，否则可

能导致缓慢衰退。印度再一次迎来了“保增长”还是

“保物价”的选择窗口期。

当前，印度已开始采取实际行动来稳定国内经

济。通胀飙升的情况下，为了稳住印度卢比汇率，印

度央行加速抛售美元以限制印度卢比贬值，印度外

汇储备也因此出现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过

去几周，印度外汇储备快速下降，从 9 月下旬的 7049

亿美元减少至 6579 亿美元。印度央行外汇储备由

外汇资产、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等组

成，以美元为记账货币。美国大选结束后，美元走

强，印度卢比贬值预期增强，印度央行选择抛售美元

以维持汇率稳定有其合理性。不过，出让外汇储备

的办法不能持续使用，因此印度还需要从工具箱中

拿出更多工具来稳住经济形势。

印度近期的通胀飙升仅仅是一个信号，其背后

是当前印度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和隐忧。印

度社会各界也在观察政策制定者以何种方式平衡增

长刺激与通胀控制之间的关系，以及该国将如何给

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开刀”。

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注入动力

—
—

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王宏禹

本报记者

杨啸林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

荡变革期，全球治理体系正

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全球共

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

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外交研

究中心主任王宏禹在接受经

济 日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 ，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出 席 二 十 国

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九次

峰会时，系统提出完善全球

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将为

引领全球南方团结自强，实

现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注

入强劲动力。

此次峰会召开前夕，世

界贸易组织发布关于 G20 经

济体贸易措施的监测报告指

出，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正在

经受越来越严峻的考验。在

2023 年 10 月中旬至 2024 年

10 月中旬期间，G20 经济体

共计新推出 91 项贸易限制

措施，主要集中在进口领域，

覆盖的贸易额达 8289 亿美

元，较上期的 2460 亿美元增

长约 237%。

王宏禹表示，面对全球

经济增长乏力、南北差距、数

字鸿沟等问题，国家间比以

往更需要团结合作、互通有

无。然而，部分美西方国家

却高举保护主义旗帜，实行

“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政

策割裂了全球经济、加剧了

不平等、拖累了经济复苏。

G20 作为全球主要经济合作

论坛，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共同组成，具有较强的

代表性和引领性，在促进世

界经济稳定和增长方面肩负

着重要使命。

“作为 G20 重要成员国，中国长期在

此框架下加强同他国合作，共同维护多边

主义，凝聚全球发展共识。”王宏禹表示，

此次中国从经济、金融、贸易、数字、生态

等方面，系统提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理念

主张。面对保护主义、“脱钩断链”等“老

问题”的新表现形式，中国在经济、金融、

贸易领域提出应对思路，特

别是强调发达国家应加强责

任感，摒弃利己主义，回应可

持续发展呼声，推动国际经

济合作朝着良性共赢方向发

展。针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带来的人工智能国

际 治 理 、能 源 转 型 等“ 新 问

题”，中国也积极贡献了自身

发展智慧。

面对当下日益扩大的数

字鸿沟，王宏禹认为，中国应

进一步加强数字技术培育和

产业实践，在此基础上主动

拓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

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携手创

建更多平台机制，商讨推行

数据跨境流动、数字税征收、

数字伦理建设等治理规则的

“中国方案”，为全球数字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维护和完

善多边数字治理机制贡献中

国力量。

“中方倡议既指出了方向

原则，又提供了实践路径。”王

宏禹表示，此次中方呼吁“开

展世界银行股权审议，推进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占比调

整”“要继续推进世界贸易组

织改革，反对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推动争端解决机制尽快

恢复正常运转”等，这些主张

致力于完善金融、贸易治理，

将引领各方营造开放、包容、

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

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

体系注入动力。

王宏禹表示，当前全球

治理正从宏观叙事转向具体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需求，

比如此次峰会聚焦的抗击饥

饿与贫困等议题。这种转型正与中国提

出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重 要 理 念 相 契

合。多年来，中国将这一理念落实到共建

“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平台上，用扎扎实

实的努力与付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引

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未来中国将通过

G20 等多边平台，为加强和完善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更大力量。

不久前，中美两国元首在秘鲁利

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期间举行会晤，吸引全球目光。中美

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不仅符

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也是国

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历史昭示我们，

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面对复杂

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推动中美关系

稳下去、好起来、向前走，才是对历

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任的正确抉

择，才能真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今年是中美建交 45周年。45年

来，中美关系克服困难、排除干扰、砥

砺前行，合作领域之广、利益交融之

深、辐射影响之大，均达到前所未有

的程度。如今中国已成为美国 32个

州的前三大出口市场，超过 7万家美

企在华投资兴业，年利润超过 500亿

美元。美国中国总商会中资会员企

业在美投资逾 1440 亿美元，直接增

创就业岗位逾 23 万个。可以看到，

中美两国都从数十年来总体稳定的

双边关系中受益，不冲突、不对抗，和

平共处是两国最基本的共同利益。

中美推进互利合作，能为双方更

好应对各自挑战、实现发展创造机

遇。当前形势下，两国共同利益不是

减少了，而是更多了。中国正持续推

进高质量发展，美国也在着力振兴经

济，双方都需要从对方的发展中获

益。例如，中国超大规模中等收入人

群为美国农产品提供难以估量的潜

在市场；“碳中和”领域技术研发交流

和联合投资将使双方受益⋯⋯中美

合作空间无限广阔，合作的单子可以

拉得很长。面向未来，中国大力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

开放，将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企业

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中美双方

应该拉长合作清单，做大合作蛋糕，

实现合作共赢。

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既关乎两国

人民，也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当前，世

界百年变局深刻演进，地缘冲突此起

彼伏，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世界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总体稳定的

中美关系。大国竞争不应是时代底

色，团结协作才能共克时艰。“脱钩断

链”不是解决之道，互利合作才能共同

发展。“小院高墙”不是大国作为，开放

共享才能造福人类。作为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中美拓展合作，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

两国、有利于世界的大事。近日，联合

国大会再次通过“在国际安全领域促

进和平利用国际合作”的决议，呼吁促

进对话合作，制定指导原则，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科技的合法权

利，反映出国际上支持交流合作、反对“小院高墙”的力量不断壮大。面对

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单打独斗行不通，必须开展全球行动。不管是在

经贸、农业、禁毒、执法、公共卫生等领域，还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应对气

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挑战，以及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都需要中美合

作。中美两国应该时刻考量人类前途命运，为世界和平作出担当，为全球

提供公共产品，为世界团结发挥积极作用。

中美关系的晴雨冷暖，一头连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一头连着世界

发展的未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

负责的态度发展中美关系，对美政策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当前，

中美关系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继续为中美关系

大厦添砖加瓦，共同推动中美关系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道路前行。

位于尼日利亚第一大城市拉各斯的尼日利亚首个现位于尼日利亚第一大城市拉各斯的尼日利亚首个现

代化深水港莱基港代化深水港莱基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冠森王冠森摄摄

顾客在印度新德里一家市场内购物顾客在印度新德里一家市场内购物。。

贾韦德贾韦德··达尔达尔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