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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经济主要面临三大问题，即政府债台高

筑、储蓄国与消费国之间鸿沟凸显、低碳经济势在必

行。这三大问题彼此关联，并且必须同时解决。某些

解决方案可能彼此间相互促进；另一些则可能顾此失

彼。在此方面， IMF完全有能力发挥主导作用。

挑战

其一，为应对近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的

衰退，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加大了财政支出，以支撑其

金融体系并提供财政刺激。与此同时，各国的税收持

续下降。目前，这些国家的政府正面临不断攀升的公

共债务，因而必须向债权人表明其已制定出行之有效

的削减财政赤字的中期战略。IMF的Carlo Cottarelli 和
José Viñals指出，此举将给公共财政带来重大挑战。

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预计发达经济体的债务

与GDP的比率在2008—2014年间将上升50%以上，从

75％达到115％（《金融与发展》，2009年12月）。这一

难题在至少十年内都不太可能得到解决。

其二，全球经济仍表现为宏观经济发展的显著失

衡，尤其是全球储蓄—投资和资本账户的失衡。这种失

衡使得全球经济难以恢复至21世纪初的增长水平：一方

面，债务国极力想控制经常账户赤字；而另一方面，债

权国却无法充分推动国内需求的增长。不过，如果各国

贸然采取措施来解决这种失衡问题，又可能再度对金

融体系以及投资和贸易流动的稳定性造成严重破坏。此

外，失业率居高不下所产生的政治压力本身也会限制贸

易的发展。减少这些失衡的举措应该目标明晰而又循序

渐进。

其三，全球必须迈向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原有

的发展模式可能会导致温室气体(GHG)浓度升高，使

得气温出现过去数千万年所未有的变化，从而带来极

其剧烈的影响。目前全球每年的GHG排放量约为47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为了完成国际公认的避免气候恶

化的长期目标——将全球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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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对于19世纪中叶的水平），全球GHG的排放量

必须在2020年前降至大约440亿吨，在2030年前降至远

低于350亿吨，在2050年前降至远低于200亿吨；即便

如此，实现目标的几率也只有50%。如果在今后40年
间全球经济年增长率达到2％—3％（即经济总量增至3
倍），则每单位产出的GHG排放量必须降低至约为原来

的1/8。无论从何种标准来看，这都是一个彻底的转变

过程，它要求我们在2050年前基本上完全实现电力生

产的去碳化。同时，各国必须大力开展减排方面的持

续投资，并且精心制定相关政策，以矫正因GHG排放

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完成这种转变将需要耗

费数十年的时间，其中接下来这十年尤为重要。这十

年将确定技术和基础设施（尤其是能源技术和基础设

施）的发展路径，在此期间我们还将面临长期资本资

产仍为碳密集型的风险。碳排放的增加将导致GHG浓

度的上升，而其一旦升高将难以降低，所以如果迟迟

不采取行动，后果将极其严重。

协同作用

认识到上述三大挑战之间的相互作用至关重要：如

果不能有效地应对其中任何一个挑战，都将造成极其严

重的后果。某些协同作用尤其重要。

从短期和中期来看，通过碳市场或税收进行碳定

价可以为政府带来急需的财政收入，并缓解公共赤字

问题。此外，在全球经济放缓之际投资于低碳基础设

施建设，能够有效地利用此前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

降低挤出其他重要投资的风险。

从长期来看，去碳化的能源体系意味着化石燃料

进口量将大幅降低，从而给那些经常账户出现赤字的

化石燃料净进口国的贸易收支带来正面影响。而这也

有助于增强这些经济体适应化石燃料价格剧烈变动的

能力，从而降低能源补贴压力。与此同时，低碳经济

增长还将带来其他众多益处，使整个世界变得更为清

洁、噪音更小、更加安全，生物多样性更为丰富。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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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将会带来巨大的投资机

会。合理的激励和可靠的长期政策框架将推动私营部

门投资于低碳技术，从而减小计划性储蓄和投资之间

的某些失衡现象。此种失衡现象在私人储蓄率较高、

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中尤为显著，这些国家非常需要

能够提高生产率的国内投资。

转变全球经济发展模式所需技术变革已经开始，

如果潜在创新者相信政府将长期致力于制定应对气候

变化的合理政策，我们就可能迎来一个伟大的创新时

代。因此必须尽快消除那些阻碍创新的市场失灵。低

碳技术为全球经济带来的变革将可以与蒸汽机、电力

或者信息技术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同以

往那样，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显著溢出效应将促进经济

发展，从而带来应对上述几大挑战的解决方案。

矛盾

不过上述三大挑战与相关政策之间也存在矛

盾。

低碳经济可能导致碳密集型产品及其替代品的价

格相对较高，造成部分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混乱现象，以

及实际收入增长的暂时性微幅放缓。同时，部分低碳技

术可能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至少在初期会存在这种情

况。鉴于全球经济衰退对实际收入和消费者信心的不利

影响，以上所提到的状况可能会影响公众对气候变化政

策的支持。利用绿色税收收入来降低其他税负可能将起

到某种程度的弥补作用，但该方法本身也存在局限性，

因为政府还需要减少公共债务、刺激研发支出，而富裕

国家还要为贫困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以帮助它们适应

气候变化并实施减排。但是如果政府政策能够有效地利

用提高能效的机会，那么即便能源价格上涨，整个经济

体的能源支出也将很快下降。

化石燃料净出口国对该转变所持的态度将至关重

要。如果其降低化石燃料价格，就会对经济模式的转

变造成破坏，使可替代燃料技术相对更为昂贵。而如

果它们通过提高价格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短期收益，则

会给那些能源进口国的企业和政府带来更大的预算压

力，使得后者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被迫提高计划性

储蓄净值，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在这种情况

下，制定强有力的碳定价政策将有助于解决该问题。

刺激私人投资可能有助于矫正部分失衡现象，但

若转向低碳经济时需要更多的公共物品（如与能源和

交通有关的基础设施，以及初期的研发投入），则有

可能进一步增加对公共部门预算的压力，从而挤出其

他投资。因此，在投资耗费巨资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时，由于是在目前全球银行体系的金融中介能力已被

削弱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运用创新的融资和风险

共担方式。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采用类似创

新方式来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

利用协同作用并处理此类矛盾是IMF职能的核心

部分。管理短期风险和机会与促进长期可持续增长和

金融稳定性两者之间密不可分。IMF完全能在此方面

发挥重大作用，尤其是通过以下措施来实现这一点：
  帮助各国政府分析和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应对

那些阻碍其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市场失灵。
  支持相应政策，这些政策旨在利用低碳投资之

间的协同作用，并调节全球储蓄—投资失衡。
  监控和管理上述矛盾所导致的风险，确保未来

十年内的政策目标围绕这三大挑战，即控制金融危机

后的公共财政支出、调节全球的失衡现象，以及向低

碳经济转型。
  帮助创建其他融资渠道，以应对气候变化，从

而在对各国的低碳发展战略提供支持的同时，无损于

其管理本国公共财政的能力。
  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和联合国合作，通过使各

方对协同作用及矛盾达成共识，帮助开展相关的国际

合作，为税收、金融和风险共担方面的国际性创新方

案提供支持。

在此背景下，IMF拟定的“绿色基金”应运而

生，受到各国政府的青睐。其将为适应气候变化以及

转向低碳技术提供支持，该基金采用创新金融工具，

对于那些亟需缓解赤字压力的政府尤其具有吸引力。同

时，其将向发展中国家保证：新的融资渠道是对常规发

展援助的补充，而不会影响到原有的援助。

气候变化与全球市场失灵密切相关。我们所面临

的挑战是如何进行谨慎有效的管理，使世界经济的发

展模式完成重大的转变，重新步入一个富裕稳定的发

展时期。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将从根本上削弱我

们应对全球贫困状况的能力。这是全球公共政策和公

共财政所面临的世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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