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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宏观经济发展展望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消退，政策制定者有更大的空

间来解决阻碍可持续发展的更长期问题  

在过去十年里，不时出现各种广泛的经济危机和负面冲击，首先是2008至2009年的

全球金融危机，随后是2010至2012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2014至2016年的全球商

品价格调整。随着这些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持续阻力消退，世界经济有所上扬，为

调整政策以解决阻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进步的长期问题提供了更大 

的空间。 

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估计已达3.0%，与2016年2.4%的增长相比显著加快，为

2011年以来的最高全球增长率。在各类国家中，劳动力市场的各项指标继续改善，世

界上约三分之二的国家2017年经济增长强于上年。在全球范围内，2018年和2019年的

增长预计稳定在3.0%。

经济活动趋强之势在各国和各区域分布不均

L世界总产值增长最近加快，主要是因为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更稳健，而东亚和

南亚仍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区域。随着阿根廷、巴西、尼日利亚和俄罗斯联邦摆脱衰

退，这些经济体出现了周期性改善，也约占2016年到2017年全球增长率上涨的三分之

一。但近期各国和各区域的经济收益分布仍然不均，世界许多地区尚未恢复健康的增

长速度。许多商品出口国的经济前景仍然充满挑战，凸显出过度依赖少数自然资源的

国家容易出现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而且，世界经济的长期潜力由于全球金融危机

后的投资疲软和生产率增长低速时期延长而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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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条件有所改善，但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和债务上升， 
可能阻碍投资广泛回暖

由于金融波动较小，银行业脆弱性降低，一些商品部门复苏而且全球宏观经济前景

更稳固，投资条件普遍改善。融资成本仍然普遍很低，许多新兴市场的息差收窄，反

映风险溢价下降。这一情况帮助了向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增加，包括跨界借贷的增加

及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信贷增长更旺。

条件的改善帮助一些较大经济体的生产性投资适度复苏。2017年，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大约占全球经济活动加速的60%。这一改善与非常低的起点相关，之前两年投

资增长异常疲软，而且全球投资总额长期不振。由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升高，主

要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调整的影响相当不确定，以及债务增加和长期金融脆弱性

积累，支持更强劲的生产率增长和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投资活动的更广

泛反弹可能会受阻。

如果保护主义倾向增强，世界贸易的回升可能会遭受挫折

2017年全球贸易出现回升。2017年前8个月，世界商品贸易的增长达到危机后时期的最

快速度。回升的主要原因是东亚的进口需求增强，因为该区域的内需上扬，得到宽松

政策措施的支撑。由于企业回应不断改善的投资条件，几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资本

货物进口回升。 

最近主要贸易关系的调整，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决定退出欧洲联

盟及美利坚合众国决定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进行谈判并重新评估其他现有

贸易协定的条款，引起对贸易壁垒和争端可能升级的担忧。如果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

施，这些情况的程度会增大。考虑到贸易、投资和生产率增长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限制越来越多的贸易环境可能会妨碍中期增长前景。在这方面，各项政策应侧重于

维护和振兴多边贸易合作，强调服务贸易可能带来的惠益。

可持续发展的进展
人均收入增长乏力，对若干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造成挫折

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不平衡，继续令人担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景。由于2016年四

大发展中区域平均收入下滑，许多国家最近甚至遭遇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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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17年至2019年期间，非洲中部、南部和西部地区以及西亚、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会进一步受挫或增长微乎其微。这些区

域总共有2.7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这突出说明必须解决一些阻碍可持续发展

取得更快进展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确保消除贫穷和为所有人创造体面就业的目标

不会更加遥不可及。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到2030年非洲可能会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陷

入赤贫。

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增长既需要财政资源，也需要在解
决体制缺陷和安全问题上取得进展  

预计只有极少数最不发达国家会在近期内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内总产值增长“

至少7%”的具体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将需要在许多最不发达国家进行更高多的投资。

可以通过国内和国际、公共和私人资金来源的各种组合来调集必要的财政资源。然

而，体制缺陷、基本的基础设施不足、极度受到与天气有关的冲击和自然灾害影响，

以及与安全和政治不确定性有关的挑战，妨碍了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取得更快的进展。

这些障碍必须消除，以确保将可用资金有效地用于生产性投资。 

由于经济增长加速，就更需要考虑与环境可持续 
性的联系

经济增长加速也带来环境成本。与天气有关的打击的频率继续增加，突显出迫切需

要建立抵御气候变化的复原力和遏制环境退化速度。虽然全球能源所致碳排放量

在2013年至2016年之间持平，但恢复到更强劲的国内总产值增长很可能造成更高 

的排放量。 

国际航运和航空排放不属于《巴黎协定》的范围，但过去25年这两个部门的排

放量比公路运输的排放量增长得更快，并且自2013年以来持续上升。虽然在航运业

和航空业加强了防治空气污染的措施，但不清楚目前的政策是否足以将排放量降低

到符合《巴黎协定》目标的水平。

向可持续能源的转型依然缓慢

向可持续能源的转型正以渐进的步伐推进。可再生能源占所有最近安装的发电能力

的一半以上，但仍然只提供全球发电量的大约11%。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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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投资国，2017年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将得到澳大利亚、中国、德国、墨西哥、联合王

国和美国的大规模风能项目的支持。当今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能源供应继

续严重短缺，故在通过今天明智的政策和投资而为未来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增长奠

定基础方面，存在巨大的潜力。 

不确定性和风险
经济前景仍然易受贸易政策变化、全球金融状况突然恶
化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影响

虽然全球金融危机所致许多脆弱性的阴影已有所缓解，但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仍然

如影随形。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继续笼罩着世界贸易、发展援助、移民和气候目标的

前景，并可能延迟更广泛的全球投资和生产率的回升。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

势可能会加剧走向更多单方面和孤立主义政策的趋势。全球充足的清偿能力和较低

的借贷成本长期存在，促使全球债务水平进一步升高，金融失衡加剧。它还与当前资

产价格居高有关系，这意味着风险定价不足。 

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资本市场更为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依然容易受到

风险规避激增、全球资金流动条件无序收紧和突然撤资的影响。发达经济体的货币

政策正常化可能会引发这种激增。经济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目前正在基本上前所未

知的领域运作，没有任何历史先例作为指导。这使得金融市场的任何调整都比之前

复苏时难以预料，并增大了与政策失误相关的风险。

政策挑战和前进道路
各主要经济体的同步复苏、金融市场状况稳定以及没有
重大的负面冲击，为政策调整提供了机会

虽然若干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但在当前经济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是各主要

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周期走向一致，金融市场状况稳定，商品价格错位等负面冲击不 

复存在。 

随着全球经济实现更广泛稳定的条件改善，对消除经济危机影响和实现短期

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行动的偏重有所缓解。加之投资条件改善，为调整政策以解决

如下更长期的问题创造了更大空间：加强经济增长的环境质量，使其更具包容性，以

及解决阻碍发展的体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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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政策以应对这些挑战并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展目标之间的共同利益，可

以带来更强劲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实现更可持续的中期经济增长。诸如教育、

扩大获得保健的机会、建立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改进机构质量、建设金融和数字

包容等领域的短期投资，都将有助于短期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它还将加速实现社

会和环境目标，并扩大可持续增长的长期潜力。 

政策调整应包括四个具体领域：增加经济多样化、减少不
平等、加强金融结构和解决体制缺陷

政策制定者应该利用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来注重四个具体领域。首先，高度依赖少

数基本商品的国家对经济多样化的长期需求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与近期商品价格调

整相关的沉重经济成本证明了这一点。 

抑制和纠正不平等的扩大，对于确保未来均衡和可持续的增长也是至关重要

的。这就需要将提高最贫困者的生活水平的短期政策与消除机会不平等的长期政策

综合在一起，如投资于儿童早期发展、扩大医疗保健和教育机会以及投资于农村道

路和电气化。

 第三个关键领域是重新使全球金融架构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亚

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接轨。这就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可持续金融框架，并逐步从目前

短期利润的侧重点转向以履行社会和环境责任的方式创造长期价值的目标。宏观审

慎政策与货币、财政和外汇政策良好协调，可以通过促进金融稳定和遏制金融风险

的增加而支持这些目标。

最后，治理不力和政治不稳定仍然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根本

障碍。同时，全球经济的更强劲增长本身对于帮助这些受冲突局势影响的国家所起

的作用很小，这些国家在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实际进展方面余地不大。政策优先事

项必须包括加倍努力，帮助预防和解决冲突，并解决成为许多这种障碍的基础的 

体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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