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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国国情，当前中国的

抗疫政策是代价最小的，虽然给

局部地区、部分人群的生产生活

带来不便甚至是明显影响，但为

更长时间、更大范围的经济社会

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保障中国

实现预期发展目标，不仅没有拖

累世界经济，恰恰是世界经济复

苏和增长的有力支撑。

反观那些“躺平”、与病毒“共

存”的国家和地区，付出惨重代价

的同时，经济表现并不比中国更

好，对世界经济贡献也并未更强。

当前世界经济疲弱原因是什

么？既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

济处于长周期下行阶段的表现，

也受近期一系列负面因素叠加的

刺激，还受去年高基数效应制约。

从长周期看，国际金融危机

后世界经济之所以迟迟未能走出

疲弱态势，一些发达经济体难辞

其咎——实施科技封锁、阻隔创

新要素流动，各国难以形成创新

合力；大打经贸战，设置投资贸易

壁垒，破坏经济全球化规则。

从近期负面因素看，目前各

方有共识的主要是俄乌冲突、世

界疫情严峻形势、全球通胀率高

企、主要发达经济体紧缩货币政

策的外溢效应。这些因素的出

现，没有哪一个能归咎于中国。

相反，中国在消减这些负面因素

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世界经济放缓已是事实，但

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采取有力

措施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稳定增

长，抓住和平、安全、开放、共赢等

关键词，深入实施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促进全球经济复

苏，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杨长湧：

四大关键词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2021年全球经济之所以能够

有比较强劲的复苏，主要原因是

许多国家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抗疫

措施。中国很好地统筹了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实现了

自身经济较快恢复，而且对世界

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世界经济放缓，从相对短期

角度来看，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

是疫情冲击并没有显著减弱，反

而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二是俄乌

冲突对世界能源、粮食等大宗商

品供给形成严重冲击，而美国等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极限制裁进

一步破坏了世界经济体系，导致

经济全球化大幅倒退，影响经济

活动正常开展。三是发达经济体

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加速转向对

世界经济造成明显的负外溢效应。

为了抑制通胀，今年美国加快

了货币政策转向速度和紧缩力度，

引发国际资本回流，对新兴经济

体、发展中经济体将产生明显的冲

击影响。IMF也表示，目前中等收

入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负担已经处

于30年来的最高水平。

从相对中长期角度看，世界经

济将会面临更为明显的供给约

束。一是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增

长放缓。二是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客观上会使得社会生产的成本上

升。三是全球贸易投资减速，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越来越短，越

来越本地化。四是和平红利消退，

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变得动荡。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严峻挑

战需要各国真正团结起来，各国

必须坚定信心、同心合力、和衷共

济，才能共同战胜困难，共同开创

发展的新未来。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蕴：

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短期和中长期原因分析

观察分析本世纪以来的全球

经济走势，发达经济体应为本世

纪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以

及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承担主

要责任。

近年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

的一系列逆全球化举措，如在贸

易、科技、教育等领域设置大量壁

垒，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复苏。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发达经济

体抗疫不力是疫情对世界经济造

成严重冲击的重要原因。全球疫

情久拖不决，导致病毒持续出现变

异，严重加大了全球抗疫压力，拖

累了全球经济增长。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三大下

行压力主要原因也均来自发达经

济体。首先，去年以来发达经济

体的经济刺激政策过度集中于需

求侧，全球经济复苏的同时伴随

着严重的供求失衡，世界经济对

全球供应链的依赖度进一步上

升。同时，发达经济体国内官僚

主义严重导致港口、码头等基础

设施运行效率十分低下，严重影

响了全球供应链正常运作，进一

步加剧了通胀压力，影响经济复

苏。其次，发达经济体为控制通

胀压力，近期又被迫实施紧缩性

货币政策，产生了严重的负外溢

效应，严重影响了广大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复苏。再次，近期对全

球经济冲击最大的事件——俄乌

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等发达

经济体为维护其世界霸权不断推

进北约东扩。

3月份以来，新一轮奥密克戎

疫情，客观上短期内确实对我国

经济带来了一定冲击，但将疫情

导致的个别月份经济增速下行

简单外推到全年的结论值得商

榷。从目前走势看，我国全年经

济增速明显高于一季度水平，是

极大概率事件。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大伟：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三大下行压力

世界经济为什么增长缓慢？

疫情仍在蔓延，导致全球经济复

苏乏力。由于全球防疫政策的不

统一、疫苗分配的不公平，造成了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分化。一些

发达国家疫苗接种率高，并且依

靠货币超发拉动经济，对外转嫁

危机，经济得以较快恢复，而发展

中国家接种率低，经济复苏较为

缓慢。

疫情以来，全球科技研发速度

下降，国家之间的科技交流、人员交

流也受到了较大阻碍，导致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程放慢，全

球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不乐观，制

约了全球经济步入新一轮增长周

期的上升期。

当前，国际政治环境复杂多

变，尤其是地缘政治问题导致全

球性大通胀，在威胁全球经济稳

定增长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输

入性通胀。同时，还引发了全球

金融波动，带动中国金融市场的

剧烈震荡。

2022年，我国在遭受疫情冲

击的情况下，扎实推进分区分类

的疫情防控政策，保障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最大限度减小疫情对

经济的影响，我国对外经济的主

要经济指标表现都较好，表明我

国对全球经济的支撑仍然强劲。

两年多来，在全球疫情蔓延背景

下，中国始终是吸引外商投资的

热土，为全世界人民提供了品类

丰富、品质优良的商品，有力支撑

了全球经济复苏。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郭春丽：

中国有力支撑全球经济复苏

各国抗疫态度的分化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

李大伟分享了他的观察。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

期，各国都采取了严格的抗疫政策，也都经历了经济

的大幅下调。

李大伟认为，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为了推卸政府

治理责任，打着所谓“尊重自由”的旗号，以“躺平”的

态度任由疫情发展。而发展中、欠发达经济体部分

受到美欧影响，部分由于自身防疫能力不足、疫苗接

种水平低等因素，反复受到疫情冲击。全球疫情“久

拖不决”，病毒持续出现变异，加大了全球抗疫压力。

近期，一些境外媒体和机构频频质疑中国严格

防疫“代价高昂且不可持续”，社会上也有“躺平”“与

病毒共存”等论调。

“如果中国不实行当前的防疫政策，会发生什

么？”杨长湧抛出这一问题，其实是在做反向论证。

“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至少会面临三大风险：医疗体

系面临过载风险，产业链供应链断供风险，人民群众

的信心和预期风险。”他说。

“我国14亿多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达2.67

亿。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隐匿性

高、感染人数多，对高龄患者等脆弱群体带来的风险

大，如不及时从严防控，将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更

严重损失。”高凌云说，“动态清零”政策算的是大账、

生命账。

高凌云进一步解释说，“动态清零”并不是追

求“零感染”。他将我国的抗疫策略生动地比喻为

“打地鼠式防疫”——哪里冒头打哪里，本着早发

现、早控制的理念，尽可能把疫情扑灭在萌芽状

态，将疫情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控制在

最小。

中国抗疫实践一再印证：一时的“管”正是为

了更好的“放”。杨长湧认为，疫情暴发以来，我国

正是依靠这一理念，才将疫情对国内经济以及供应

链的影响降低到了最低限度，我国才能成为2021

年经济增速最高的主要经济体，才能为世界各地

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防疫物资、日用消费品和生

产资料。

“复苏”有信心
各国要“同心合力”“和衷共济”

今年3月以来，我国本土疫情波及30个省份，

辐射区域广链条长，经济下行压力阶段性放大。“此

轮奥密克戎疫情，客观上短期内确实对我国经济带

来了一定的冲击，个别月份的消费、出口数据甚至有

可能出现同比负增长。”李大伟坦言。

对于少数媒体总是关注为控制长三角疫情所采

取的封控措施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李大伟表示，若不

采取必要的封控措施，一旦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大面

积扩散，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将大幅度增长，所造成的

经济损失也将高达十倍百倍。

李大伟注意到，在正确的防疫策略指导下，吉林

已经实现社会面清零，长三角的疫情也开始出现好

转迹象，有望尽快恢复经济社会常态；与此同时，我

国政府也在持续优化防控政策的诸多细节，从中央

到地方密集出台政策措施，力求在精准防控疫情的

情况下积极推进复工复产，尽可能减少疫情对经济

的冲击。

对于 IMF将中国经济2022年增速预期调低

至4.4%，李大伟认为，“将疫情导致的个别月份经

济增速下行简单外推到全年的做法，其结论是值得

商榷的。”

李大伟分析说，从过去两年来武汉、西安、南京

等地防控疫情的经验看，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

效后，基建投资、减税降费等一系列政策的成效将

逐渐显现，经济将迅速走向复苏轨道。从目前走势

看，我国二季度疫情得到全面控制，三、四季度经济

显著复苏，全年经济增速明显高于一季度水平，是

极大概率事件。

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陈凤英预

计，今年全年经济增速或比预期有所放缓，但中国经

济规模巨大、持续发展基础扎实、政策导向意识强

化、化解问题能力极强，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绝对是

“正能量”。

世界经济放缓已是事实，更重要的是面向未

来。专家们在研讨会上就如何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

稳定增长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

“疫情以来，全球科技研发速度下降，国家之间

的科技交流、人员交流受到较大阻碍，导致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程放慢，制约全球经济步入新

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郭春丽说。

对此，杨长湧建议，打破科技冷战，推动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他还提出四个关键词：和平、安

全、开放、共赢。他呼吁，把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置

于突出位置，关注发展中国家紧迫需求，围绕减贫、

粮食安全、发展筹资、工业化等重点领域推进务实

合作。

王蕴表示，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当前

世界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需要各国真正团结起来，

各国要坚定信心、同心合力、和衷共济，携手迎接挑

战、合作开创未来。

受疫情冲击，世界经济经历

了2020年的深度衰退后，去年呈

现“V型”强劲反弹，全球经济增

长达到 6.1%，但这是不可持续

的。今年即使没发生俄乌冲突，

世界经济增速也会放缓，估计到

2023年慢慢回归常态发展。

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也是影

响世界经济走势的因素。全球央

行货币政策调整是跟随美联储风

向而动。2020年~2021年，美联

储超量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美国

经济强劲反弹，对世界经济是

“正能量”，而今年其加速升息和

大幅缩表，对世界经济带来的是

“负能量”。

俄乌冲突是IMF调低今明两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主要原

因。这一突发性事件，对疫情中艰

难复苏的世界经济更是“雪上加

霜”，对全球通胀和大宗商品价格

飙涨是“火上浇油”。另外，俄乌冲

突也加大了宏观政策调整的难度。

影响世界经济的因素还有难

民危机。疫情导致2020年全球

1亿人口返贫，2021年又有6000

万人口返贫，合计1.6亿。俄乌冲

突又导致几百万难民无家可归，加

剧全球发展差距和贫困化程度。

今年全年经济增速或比预期

有所放缓。但即使全年增速略有

放缓，也不完全是中国自身的问

题。中国经济规模巨大、持续发

展基础扎实、政策导向意识强化、

化解问题能力极强，中国对世界

经济的贡献绝对是“正能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陈凤英：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正能量”

进入 2022 年，因为一些新

的因素，如疫情、俄乌冲突、通

胀、预期等，有关国际组织进一

步下调了今年的世界经济增速

预期。

IMF预计的世界经济增速下

降及相关原因，很多我们都是认

同的，但其暗示中国的“动态清

零”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世界经济增长，是值得商榷

的。首先，中国经济目前的运行

保持在合理区间，转型升级持续

推进。其次，对中国“动态清零”

政策存在误解，更多是将其等同

于追求“零感染”。再次，从2007

年开始，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度就始终处于全球第一，而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反

而长期落在后面，2020年甚至拖

累了世界经济增长。最后，即使

按照IMF的预估，中国2022年经

济增速为4.4%，对世界增长的贡

献仍然高达22.5%，处在中国历史

第三高的水平。

此次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些政

客、机构和媒体借IMF最新一期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炒作中国“动

态清零”政策拖累世界经济，是涉

疫议题泛政治化倾向的又一次表

演，只会破坏全球团结抗疫的努

力，才真正是拖累世界经济增长

的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高凌云：

涉疫议题泛政治化倾向拖累世界经济复苏

前期做了中美抗疫的数据分

析，分七大领域10项指标。

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截至

今年4月20日，美国确诊病例数

是中国的417倍，死亡病例数是

中国的212倍。

每万人感染率和死亡率。全

球每万人感染率为643.87，美国

为2427.10，英国、德国、法国、日

本分别高达 3220.10、2842.00、

4156.77、593.75，而中国仅为1.37。

单日新增1万人以上确诊病

例天数。2020 年 1 月 20 日~

2022年4月20日，美国单日新增

1 万人以上确诊病例天数多达

742天；中国单日新增1万人以上

确诊病例天数仅为1天。

短期新增重点防疫物资产能

能力。从全球疫情暴发初期看，

仅2020年2月，中国口罩产能迅

速扩大4倍，由疫情前的日产能

2000万只扩大至1.1亿只；而美

国口罩产能仅扩大1倍。

疫苗接种率和口罩佩戴率。

全球疫苗全程接种率为59.3%，美

国为66.7%，中国为89.2%；全球

每百人疫苗接种量为 145.95 剂

次，美国为 171.83 剂次，中国为

230.05剂次。预计未来美国口罩

佩戴率最多只有50%；中国主要

城市公共场所和重点人群口罩佩

戴率均达95%以上。

物价水平变化。2022年3月，

美国CPI同比增长8.5%，连续12

个月位于4%以上；中国CPI同比

增长1.5%，连续4个月位于2%以下。

复工复产效率。2020年2月，

中国发布复工复产指南后，当月

规上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长36.6%；

2020年4月，美国政府发布重启

美国指南后，5月美国工业生产总

值环比增长6.2%。

（本组专家发言摘编由本报记者

付朝欢整理）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贸易和投资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金瑞庭：

中美抗疫数据十项指标比较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不能“甩锅”给中国防疫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