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持全球经济增长的积极势头 

作者：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2017 年 3 月 14 日 

巴登-巴登——这座德国温泉小镇建在古老的热泉之边，是本周二十国集

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讨论全球经济健康状况的理想场所。 

决策者们的态度可能变得更加乐观，因为近期经济活动有所改善，这意

味着世界经济在多年之后可能终将实现复苏。 

在复苏中，经济“处方”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重要作用还将延续。

保持增长的积极势头需要出台支持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论是单独行动还是开展合作，

与会各方都需要采取行动，实现更具包容性、更为稳健的增长。 

我们已经到达拐点了吗？简单来说是的，至少

现在如此。去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总体稳健。

制造业指标和信心指数有所上升。有迹象显示，

全球贸易量也在随之增加。 

这也是基金组织在今年 1 月预计今明两年全球

经济增速将提高至 3.4%和 3.6%（2016 年为

3.1%）的原因。 

 经济前景改善，部分反映出发达经济体经济

活动预期有所改善，这得益于美国财政政策

进一步扩张的预期。 

 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的经济活动也强于预期，

这尤其令我们备受鼓舞。 

 2017 年，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和发展

中经济体继续贡献着全球 GDP 四分之三以

上的增长。此外，巴西、俄罗斯经济预计将恢复正常，它们一度面临着严峻的衰退。 

因此，没错，全球经济形势正在改善。但若假设经济会自动恢复到健康状态，那就错了。 

事实上，政策选择很少像现在这样对未来如此重要，特别是考虑到目前的经济前景仍然

面临显著风险。 

http://www.imf.org/external/np/g20/031417.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np/g20/0314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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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当前势头 

例如，一些发达经济体的需求依然疲软，通胀也仍未稳定地回到目标水平。这就需要货

币政策持续提供支持，而那些仍有预算空间的国家应该更重视运用财政政策。这些措施

应该与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从而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在美国，需求不足不是问题；对美国来说，扩大供给将对增长更加有益，如基础设施改

建投资、更高效的企业税改革和改善教育等。 

美国实现强劲增长固然对全球经济有利，但美国若

改变政策组合，也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或溢出效应。

例如，美国推出何种性质的政策组合，将决定是否

出现美元走强、利率上升的局面，而这可能导致全

球融资环境的超预期收紧，对部分新兴经济体和低

收入国家带来压力。 

中国成功向速度放缓但更为均衡的增长模式转型，

以及大宗商品出口国出台更多政策措施、继续适应

大宗商品价格走低，都将有助于保持当前的增长势

头。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共同避免因自身政策不当而带

来的损失。我们应避免制定那些可能对贸易、移民、

资本流动、跨国技术交流造成严重破坏的政策。此

类政策会对所有人的生产率、收入和生活水平带来损害。 

全球经济一体化 

在贸易往来和技术创新的支持下，各国能够做大“经济蛋糕”，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同

时也让数以亿计的人们摆脱了贫困。不过各国还可开展更多工作，减少在一些领域出现

的不利副作用，包括收入不平等加剧、萎缩产业的失业，以及那些存在结构性问题地区

所面临长期的经济、社会问题。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并非易事，不过我们可以从促增长，让更多人分享增长成果入

手。 

关键的第一步是应认真考虑普惠增长。我们还没能完全理解不同文化、地区、人群所面

临的复杂经济挑战。但我们的确知道，鼓励创新和经济开放能使高技能工人更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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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开展更多工作，为低技能工人提供帮助，让他们能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例如，

这些措施包括有针对性的教育项目、技能培训、就业激励等。 

 推出此类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可帮助劳动者向新工作过渡。各国在此方面的投

入资金差别很大。例如，丹麦在这些政策上的支出占到 GDP 的 1.9%，而美国的这一

数值仅为 0.1%。 

 当然，单纯增加支出是不够的，还必须提高支出的效率。一些政策倡议被证明具备

成本效益，如在求职、就业匹配方面提供设计完善的支持政策。 

广而言之，所有国家都应积极鼓励终身学习，让人们为技术变革做好准备。例如，新加

坡的所有成人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均可无条件获得相关的培训资助。 

为实现普惠增长，另一项重点工作是改善收入政策和税收制度。 

 对劳动予以税收优惠、提高最低工资等措施，可能对一些国家有所帮助。税收制度

和福利制度改革（包括推出累进性更强的所得税）同样是有益的。 

 基金组织研究表明，避免过度的不平等将促进（而非妨碍）增长。我们还知道，我

们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政策的取舍：例如，大多数国家都能从提高税收制度公平性

和改善征税效率的改革中受益。 

简而言之，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做大“经济蛋糕”，这将促进更平等地分享增长的

成果。 

如果我们做到以下几点，有效的国际合作将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各国政策的效力： 

 加大力度应对全球外部失衡问题；完成金融体系改革，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保护并加强贸易，以此拉动各方可广为分享的经济增长； 

 携手合作应对当前最紧迫的一些挑战，包括从全球安全卫生问题到应对自然灾害和

气候变化等问题。 

二十国集团的决策者可在上述所有领域采取行动。世界经济已在疲软的复苏中困顿多年，

亟待继续前进，为所有人实现更大的繁荣。领导者们若要再次做出承诺以实现稳健有力

的全球增长，还有比巴登-巴登更好的地方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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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在完成第一个五年任期之后，拉加德女

士于 2016 年 7 月连任总裁一职，开启她的第二个任期。她是法国人，2007 年 6 月至

2011 年 7 月担任法国财政部长，之前也曾担任两年的法国外贸部部长。 

作为一名反托拉斯法和劳工法的律师，拉加德女士有着丰富的职业生涯，名声斐然。她

曾是贝克和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1999 年 10 月，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推

选她担任事务所的主席。在 2005 年 6 月被任命担任她的第一个法国部长职务之前，她

一直担任该事务所的最高职务。拉加德女士拥有法国艾克斯政治学院和巴黎第十大学法

学院的学位。在 1981 年加入贝克和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之前，她也曾执教于巴黎第

十大学法学院。 

拉加德女士的完整简历，请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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