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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在加强——目前看来 

作者：莫里斯·奥伯斯费尔德 

2017 年 4 月 14 日 

自去年中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势头一直在加强，再次确认了早先对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提高的

预测。我们预测 2017 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5%（高于去年的 3.1%），2018年将增长 3.6%。由于制

造业和贸易部门的增长，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经济体将全面加速增长。  

我们对 2017 年的最新预测略高于上次更新时的预测。上调预测主要是基于来自欧洲和亚洲以及亚

洲内部（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利好经济消息。 

尽管有这些走强迹象，许多其他国家今年仍将继续面临挑战，增长率大大低于以往年度。2016 年

初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企稳，但仍处于低位，许多大宗商品出口国仍然面临挑战——尤其是中东、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同时，不利的天气条件和内乱可能造成一些低收入国家出现

大规模饥饿现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收入增长率可能略低于人口增长率，但幅度差不多要小于

去年。 

政策不确定性和政治 

目前的势头能否持续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明显存在上行的可能性。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和商业信

心可能会进一步提升——虽然信心指标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仍面临阻力。一

方面，世界经济的趋势生产率增长依然低迷，正如我们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探讨的，其中的原

因很复杂，且此情况似乎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此外，若干突出的下行风险也威胁到我们的基线

预测。  

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来自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美联储已经开始实施货币政策正常化，

而且可能很快会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鉴于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加快，美联储走在了加息时机尚未

到来的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前面。然而，与此同时，未来几年美国似乎会实行更具扩张性的财政

政策。如果美国剩余的产能闲置程度很小，结果可能是出现通货膨胀、加息步伐快于预期、引发

美元急剧升值，以及给新兴经济体和一些发展中经济体造成困难，尤其是那些汇率与美元挂钩或

以大量负债以美元计价的国家。中国可取的再平衡进程仍在继续，这从其经常账户顺差下降以及

服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中可以看出。但是，中国的增长仍然依赖国内信贷增长，而国内信

贷增长如此之快，以致未来可能导致金融稳定问题。反过来，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溢

出效应。 

除去同时存在政策不确定性之外，还有一系列特殊的威胁，如发达经济体国内政治运动对国际经

济一体化所持的怀疑态度加重——不管一体化是通过基于多边规则的贸易治理体系、更加雄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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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的区域性安排（诸如欧元区和欧盟），还是通过全球商定的金融监管标准来实现。广泛退出多

边主义可能导致“自讨苦吃”，因为保护主义广泛蔓延或竞相降低金融监督标准会导致所有国家

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  

已经走出困境？ 

因此，世界经济增长势头可能正在加强，但我们不能肯定我们已经走出了困境。各国应如何维护

和巩固全球经济复苏呢？ 

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经济体，并不存在统一的政策处方。通货紧缩压力已经普遍下降，但

通货膨胀率仍持续低于目标水平的国家应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在具有财政空间的国

家，有利于增长的财政措施在仍然必要时可以支持需求，并有助于扩大供应和减少外部失衡。所

有国家都有机会实施结构性改革，这此改革可以提高潜在产出和增强抵御冲击的能力，尽管各经

济体的具体改革优先事项不尽相同。  

为避免潜在保护主义措施带来损失，需要作出新的多边承诺以支持贸易，同时还要求各国采取举

措，帮助那些受结构性经济转型（包括贸易转型）不利影响的工人。贸易一直是增长的引擎，促

进了世界各地人均收入增长并减少了贫困，特别是在较贫穷国家更是如此。但是，贸易带来的好

处并未在各国国内得到平等分享，除非政府加强对劳动力队伍进行投资，帮助劳动者针对失业进

行调整，否则其对贸易的政治支持将继续被侵蚀。我们最近与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合作的另

一篇文章就可能的政策方法进行了调查。重要的是，这些措施不仅能支持贸易，还有助于针对一

系列结构性变化（包括快速的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变化）作出迅速调整。这些措施还可以提高潜在

产出。 

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全球增长和稳定要求就一系列产生跨境溢出效应的问题（不仅仅是贸易）进行多边合作。挑战包

括金融监督、避税、气候、疾病、难民政策和饥荒救济。历史证明，面对相互依存采取包容性合

作方法比拒绝合作更加奏效。然而，各国决策者必须付出艰辛努力，才能确保其利用相互依存性

带来的巨大好处能得到广泛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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