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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如何增强复苏动力
2024 年，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之下全球

经 济 韧 性 凸 显 ，总 体 呈 现 出 平 稳 增 长 态

势。新的一年，面对债务风险上升、保护主

义加剧、地缘局势紧张等诸多挑战，全球经

济如何增强增长动力、延续复苏态势？这

是各方需要直面的必答题。

多家国际机构在最新报告中对 2025 年

的全球经济前景谨慎乐观。国际货币基金

组 织（IMF）预 测 2025 年 全 球 经 济 增 速 为

3.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计

增速 3.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

TAD）和世界银行相对保守，预计增速分别

为 2.7%和 2.6%。有分析认为，如果考虑到

全球经济已经在高通胀、高债务、高利率的

条件下运行日久，那么目前可以视为实现

了软着陆。展望 2025 年，有诸多关键因素

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重要影响。

增长分化态势延续，要让发展中经济

体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在

2024 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

分化。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利用美元的优

势地位大肆举债，催动经济增长，而欧洲和

日本等美国盟友的经济却近乎停滞，德国

更是在衰退边缘徘徊。与此同时，从亚洲、

非洲到南美洲，诸多发展中经济体在本轮

美元周期中展现出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与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相比

有明显提升。此外，进入 2025 年，以亚洲为

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工业生产仍保持稳

定，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制造业颓势未

去，增长分化态势仍将持续。

全球贸易保持复苏，但要采取更积极

举措应对保护主义加剧的局面。世贸组织

（WTO）预计全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仍

将保持增长。不过，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

西方国家正试图绕开 WTO，不断增加贸易

限制措施，这阻碍了商品和服务自由流通，

令国际贸易体系呈现碎片化趋势，提高全

球生产和消费成本。美国新一届政府的有

关表态，可能引发全球新一轮贸易摩擦。

对债务风险，特别是美国政府债务风

险应保持高度警惕。IMF 预测，到 2024 年

底，全球公共债务的规模预计将超 100 万亿

美元（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93%）。这其

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债务大幅

攀升，推升金融市场震荡风险。高昂的偿

债成本将制约美欧等经济体的财政空间，

限制央行的回旋余地，债务推动的经济繁

荣难以持久。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一旦债务危机爆发，将对全球经济带来严

重冲击。同时，在保护主义加剧以及发达

经济体央行持续降息的情况下，还需要密

切关注通胀回升问题。

此外，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能源环

境问题也将是影响 2025 年世界经济增长的

重要因素。当前，人工智能有望通过提高

整体生产率，促进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

同时，能源需求增速放缓，价格下行压力增

大，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继续对全球经济

产生影响。各国需要加大科技投入，推动

产业升级和转型，以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

新趋势，同时共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

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

层出不穷，这考验着各国的应对和选择。全

球经济要想继续保持稳健增长，仍然离不开

各国加强合作，唯有通过加强国际政策协

调，完善全球治理架构，才能共同应对全球

性挑战，实现更加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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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 1 日起，保加利亚与

其他申根国家之间的陆地边境管制

正式取消，这标志着该国迈入全面申

根成员国行列。保加利亚全面加入

申根区为其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新

机遇。

根 据 保 加 利 亚 科 学 院 的 研 究 ，

加入申根区将每年为保加利亚带来

约 16 亿 保 加 利 亚 列 弗（约 8.45 亿 美

元）的 直 接 收 益 ，其 中 ，重 型 公 路 运

输 、货 物 生 产 商 和 出 口 商 是 这 一 利

好 的 主 要 受 益 者 。 长 期 以 来 ，这 些

行业因边境延误而受到时间延误和

资 金 损 失 等 影 响 ，这 些 现 象 今 后 有

望 得 到 显 著 改 善 。 相 关 测 算 表 明 ，

取 消 边 境 检 查 后 ，从 保 加 利 亚 运 输

货物到德国最多可节省 10 个小时。

保加利亚国际承运人联盟董事会主

席安吉尔·特拉科夫表示，通关时间

的 缩 短 将 直 接 降 低 运 输 成 本 ，使 保

加利亚商品在西欧市场的竞争力增

强。预计 2025 年保加利亚物流流量

将因此增加约 20%。

跨境流动的便利性为保加利亚旅

游业注入了全新的增长动力。保加利

亚旅游信息环境分析与预测研究所所

长鲁门·德拉加诺夫表示，加入陆地申

根区将为保加利亚吸引更多游客。边

境开放后，保加利亚的滑雪、水疗等多

元化旅游产品对邻国和西欧游客的吸

引力将进一步得到提升，为旅游业创

造更多增长空间。

伴随全面申根成员国资格的生

效，保加利亚在国际投资者中的吸引

力也将大幅提升。开放的边境不仅意

味着物流效率的提升，更象征着保加

利亚经济与欧洲市场的进一步融合。

欧盟委员会预测，保加利亚成为申根

成员国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将持续

增长。数据显示，2023 年保加利亚的外资流入已同比增长 12%，预

计这一趋势将在 2025 年进一步加速。

保加利亚房地产中介企业 Imoteka 执行董事亚沃尔·雷切夫

表示，全面申根成员国资格将促使更多外国人士投资保加利亚，尤

其是在商业和住宅房地产领域。另外，保加利亚商工会在预测

2025 年经济前景时认为，全面加入申根区有望带动保加利亚国内

生产总值（GDP）增长 1 个百分点。该组织认为，额外的经济效益

将来自供应链安全性的提升，这将进一步刺激生产扩张并吸引更

多新投资。

不过，在全面申根成员国资格潜在的巨大利好之下，保加利亚

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的现状更加凸显，边境安全压力也随之增大，这

些或许将成为长期困扰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进展迟缓已经成为制约申根潜力充分释放的瓶

颈。连接保加利亚内陆大城市至边境口岸的主要道路进展堪忧，

首都索非亚至维丁的高速公路项目长期未能完工，而大特尔诺沃

至鲁塞的高速公路仍处于初步建设阶段，预计多瑙河上的第三座

大桥要到 2030 年以后才能竣工。在铁路运输方面，保加利亚与希

腊、罗马尼亚之间的跨境铁路连接薄弱，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物流

需求。

面对诸多现实问题，特拉科夫警告称，基础设施的不足不仅

延长了运输时间，还可能削弱保加利亚在区域竞争中的地位。

旅游业人士同样担忧，游客对保加利亚旅游目的地的满意度将

因此受到影响，尤其是在滑雪和水疗等依赖更完善基础设施支

持的项目上。

美 国 经 济 增 长 仍 面 临 挑 战

对美国来说，2024 年是非同寻常的一

年。一方面，美国经济虽整体温和增长，但

仍面临重重挑战；另一方面，2024 年美国大

选是疫情后的首次政治格局“洗牌”，其结

果直接影响美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回顾

2024 年，美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表现是：个人

消费支出平稳增长、私人固定投资增速放

缓、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制造业处于收缩区

间、劳动力市场相对稳定、通胀回落速度放

缓、财政赤字日益严重。此外，美国经济还

面临诸多挑战，如产能利用率下降、劳动参

与率较低、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攀升、贸易保

护主义日渐抬头等。具体而言，2024 年美

国经济形势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个人消费支出平稳增长，未来支

撑作用可能走弱。个人消费支出（PCE）是

推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主要

动力。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24 年

前三季度，美国实际 GDP 按年率计算增速

分别为 1.6%、3.0%和 2.8%。其中，个人消费

支出分别贡献 1.3 个百分点、1.9 个百分点

和 2.4 个百分点。同期，美国个人可支配收

入（DPI）也保持了增长势头。不过，随着美

国实际 DPI 增速放缓，未来个人消费支出

对美国经济的支撑作用将逐步走弱。亚特

兰大联储此前预测 2024 年四季度美国实际

GDP 按年率计算增速为 3.1%，其中，个人消

费支出的拉动作用趋于下降。

二是私人固定投资增速放缓，新设企业

数呈下降态势。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

2024 年前三季度，美国私人固定投资（PFI）

环比增速分别为 1.6%、0.6%和 0.4%。另外，

美国人口调查局数据显示，自 2023 年 9 月以

来，美国新设企业数每月呈下降趋势，2024

年 5 月下降至 42.4 万家。2024 年下半年，美

国新设企业数每月虽略有起伏，但与 2023

年同期相比，整体依然呈现下降态势。该数

据同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相契合，

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显示，企业家

们对美国商业环境的评价在 2024 年 4 月至

11月保持低位，12月份有所改善。

三是进出口温和上升，贸易逆差持续

扩大。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24 年 1 月

至 10 月，美国货物贸易总额为 44476 亿美

元，同比上升 3.5%。其中，货物出口额和进

口额分别为 17338 亿美元和 27138 亿美元，

分别同比上升 1.7%和 4.7%。服务贸易总额

为 15872 亿美元，同比上升 8.0%。其中，服

务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同比上升 7.7%和

8.4%。同期，服务贸易盈余 2313 亿美元，货

物贸易赤字 8865 亿美元，贸易赤字 6552 亿

美元。与 2023 年同期相比，2024 年 1 月至

10 月货物贸易逆差扩大 936 亿美元，服务

贸易盈余 129 亿美元，总体来看，美国贸易

逆差持续扩大。2024 年 1 月至 10 月贸易赤

字累计值为 7359 亿美元，同比上升 12.3%。

四是制造业处于收缩区间，产能利用率

难以回到长期平均水平。美国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PMI）仅在 2024 年 3 月达到枯荣

线 以 上 ，其 他 月 份 均 低 于 50 的 扩 张 临 界

点。美国制造业已连续数月处在收缩区间，

表明近期美国需求疲软、产出增长放缓。从

行业看，只有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和计算

机及电子产品在近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另外，美国总产能利用率和制造业产能利用

率持续下降，2024年 1月至 10月的平均产能

利用率为 77.7%，同 1971 年至 2022 年的长期

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存在约 1.93 个百分点的

差距。同时，2024 年 1 月至 10 月，美国的平

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 76.88%，低于长期均

值，其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在短期内难以回到

长期均值附近。

五是劳动力市场相对稳定，劳动参与率

仍低于疫情前。2024年 1月至 11月，美国失

业率保持在 3.7%

至 4.3%之间，意

味着失业率已连

续 37 个 月 低 于

4.4%的自然失业率或非周期性失业率。

同期，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在 62.5%至 62.7%

之间，同疫情前的 63.3%相比，依然有 0.6

至 0.8 个百分点的差距。该数据与美国会

预算办公室预测的潜在劳动参与率基本

相同并且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这表明

劳动参与率基本达到短期顶点。另外，美

国非农就业数据在近几个月波动较大。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4 年

10 月，美国仅新增 3.6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

11 月则新增 22.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主要

来自医疗保健、休闲和酒店业等行业。

六是通胀回落速度放缓，通胀预期

平缓上扬。从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等

指标分析，2024 年美国通胀回落速度整

体呈现放缓态势。其中，2024 年 1 月至

3 月通胀率上升，4 月至 9 月持续下降，10

月 和 11 月 略 有 上 扬 ，整 体 处 于 下 降 态

势 。 尽 管 2024 年 美 国 的 通 胀 有 回 落 态

势，但许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仍然处于

高位。以 2024 年 11 月的数据为例，反映

长期通胀趋势的黏性核心 CPI 同比增长

3.87%，高于 CPI 同比增速，显示通胀回

到美联储设定的目标区间尚需时日。另

外，密歇根大学调查数据显示，2024 年 11

月对未来 1 年的预期通胀为 2.6%。该数

据与克利夫兰联储在 12 月对未来 1 年的

预期通胀相近。克利夫兰联储在 12 月

对未来 5 年、10 年和 30 年的预期通胀分

别为 2.34%、2.32%和 2.44%。美国通胀预

期在近期呈现平缓上扬的态势，并且各

期 限 通 胀 预 期 均 超 过 美 联 储 通 胀 目 标

2%以上，表明市场对美国通胀减缓的信

心依然不足。

七是财政赤字日益严重，联邦政府债

务总额创新高。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

国联邦政府在2024财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

支出分别为 4.92 万亿美元与 6.75 万亿美

元。财政赤字已经高达 1.83 万亿美元，较

上一财年上升 8.1%，创下疫情以来的最高

水平。从赤字构成看，财政赤字扩大的主

要因素是社会保障项目和国防支出的增

加，以及债务利息的激增。伴随着巨额财

政赤字，联邦政府的债务也随之增加。现

阶段，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超过 36 万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美国债务规模持续

攀升将挤压财政预算空间，拖累经济增长。

展望 2025 年，新一届美国政府的移民、

关税、税收、能源等政策值得关注。相关政策

的变化也将对美国经济的走势产生重要影

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随着财

政政策逐渐收紧、劳动力市场降温导致消费

放缓，2025 年美国经济增长将放缓至 2.2%。

同时，IMF 还预测在全球关税增加、移民限制

等不同政策背景下，美国的 GDP 也将呈现不

同程度的下降态势。因此，美国未来施行相

关政策可能带来经济的下行风险，其中包括

关税政策将贸易成本转嫁给美国企业和消费

者；移民限制措施会造成劳动力短缺；减税政

策可能导致联邦政府债务规模扩张等。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
所副研究员、南开大学副校长）

印度统一爆米花税标准引争议
本报记者 施普皓

近日，印度财政部下属的印度商品与服务税委员会

宣布，该委员会拟根据糖和盐的含量，对爆米花征收不

同税率。其中，对含盐和香料的非品牌爆米花征收 5%

的商品与服务税，对袋装和所有品牌爆米花征收 12%的

商品与服务税，对糖果类的焦糖爆米花征收 18%的商品

与服务税。此举迅速在印度国内引发争议。

对于为何要将爆米花如此划分税级，印度财政部部

长西塔拉曼称，任何添加糖的产品都会被征收不同的

税，因为它被视为不同的商品。此外，执政党印度人民

党的发言人戈帕尔也对该税收建议表达了支持，认为这

一提议是对具体问题的正面回应，同时他表示，商品与

服务税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高效的生态系统，这一系统提

高了税收的透明度。

印度的商品与服务税制度建立于 2017 年，是一种

间接税，将中央和地方对商品与服务的征税合并为统一

的税，以帮助消除不同地方上多种税收的级联效应，降

低物流成本。具体而言，商品与服务税委员会对消费品

保留了 4 个不同的税率，分别为 5%、12%、18%和 28%。

此外，出于推动国内农业和制造业发展的需要，小麦和

玉米等目前并不征税。在这一税收制度下，印度能将大

多数商品的税收工作进行统一，避免中央和各个地方之

间出现收税混乱的问题。

尽管印度财政部和执政党对商品与服务税委员会

差别征收爆米花税的做法大加推崇，但一些业内人士却

对此举提出了反对意见。印度前首席经济顾问萨勃拉

曼尼亚在社交媒体上提出质疑，认为此举的价值对税收

贡献少之又少，却带给公众诸多不便。一些印媒也批评

此举并没有简化税收，反而是增加了爆米花税收的复

杂性。

一方面，从税务细则来看，此次“爆米花税”的统一

有其道理。正如西塔拉曼所说那样，虽然都是爆米花，

但是从糖、盐、香料的不同含量来看，应当将爆米花做进

一步的细分，例如，焦糖爆米花是含糖的甜食类产品，而

一个产品如果含糖，就会涉及蔗糖工业等国内大行业，

在税率上理应有所区分。

另一方面，就市场实际而言，新税制的确会带来更

加复杂的工作，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难度。印度路

边摊文化发达，不少路边商贩的产品中都有爆米花，

因此“爆米花税”税制改革，牵扯面十分广泛。对于不

少商贩而言，他们需要为自己商铺里的袋装爆米花和

焦糖爆米花多交一部分税款，短时间内难以接受。并

且，中央政府的税令下达到地方并落实还需经历较为

繁琐的流程。鉴于这些情况，“爆米花税”的落地恐怕

并非易事。

不少经济学者都关注着此次“爆米花税”改革能否

成功。毕竟，印度的商品及服务税制度在当前印度经济

格局中能否继续有效发挥作用，经济学者可从此次“爆

米花税”的后续进展中窥得一二。

图为位于索非亚市郊外一处物流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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