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4

经济纵横CHINA STATE FINANCE

世界经济新常态与我国应对策略
胡振虎

发达国家，2014 年新兴经济体继续领跑

世界经济，部分拉美国家和非洲经济体

经济增长速度可观。二是投资、消费和

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出现新变

化。从投资上看，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近

年来逐渐受到各国重视，尤其是社会资

本的更多引入，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

亮点，同时投资仍将是可依赖的增长动

力。从需求上看，由于全球供大于需的基

本面没有根本改变，消费需求依然低迷。

呈消费型特征的美国经济和呈生产型特

征的中国经济都致力于推进结构改革和

战略调整，需求复苏有限。从进出口上

看，由于欧元区、日本经济复苏乏力及

部分新兴经济体不如预期，全球贸易复

苏依然缓慢。三是区域性经贸协定并没

有实现预期效果。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TPP）和欧盟力推的跨大

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并没有

取得实质性谈判成果，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进展不如预期，其

他区域性经贸协定虽有进展，但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四是主要发

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明显。随着经济

增长加快，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QE）

货币政策。美元升值加速，2014 年美元

指数上升 12%，为 9 年来最高增幅，也将

强化美国 2015 年上半年加息的预期和步

伐。然而，日本正加大 QE 力度，欧元区

也在逐步扩大准 QE 规模，而且有加速和

增量之势。五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

体经济增长继续分化。受益于石油市场

供应充足、资本流入增强及粮食丰收等

因素，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经济增速加

快，预计达到 5% ；中国、印度经济实现

较好增长，而俄罗斯、巴西则并不乐观。

二、2015年世界经济：深度

调整中的新常态

（一）在温和复苏中分化演变。2015

年，世界经济增速预计将达到4.3%左右。

其中，发达国家将达到 2.1% 左右，发展

中国家将达到 4.9% 左右，均将超过 2014

年。中美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

动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

2014 年中美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分别达到 27.8% 和 15.3%。随着全面深

化改革逐步深入推进，中国的改革红利、

制度红利和新人口红利将继续为经济增

长注入活力 ；由于 QE 政策效应和部分

结构性改革显现，美国经济增速将超过

3%，物价将低于 2% 的通胀目标水平，而

且随着劳动力参与率提高，就业市场将

继续保持实质性改善状态，并将继续保

持失业率低于 6% 的水平 ；由于欧洲经

济一体化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欧洲经济将继续缓慢复苏，增速将继续

徘徊在 1% 左右；日本经济增速约为 1% ；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内部将继续分

化，中国、印度、东盟成员国、部分非洲

和拉美新兴国家经济将继续较高增速，

而巴西、南非、俄罗斯经济风险增大。

（二）在深度调整中强化新常态。一

是世界经济格局将继续演变。世界经济

旧的格局尚未完全瓦解、新的格局正在

逐步形成，世界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继

续面临增长动力不足、增速不高、经济

周期缩短的局面。全球技术进步在过去

几十年持续显著放缓，且人口增速下行

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发达国家劳动

2014 年，世界经济呈现复苏缓慢的

“新常态”，并且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强

化这种态势，有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均

衡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应在正确研判

世界经济新变化的基础上，积极保持平

稳增长，稳步推进各项改革。

一、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

缓慢、变数增多 

（一）复苏缓慢。一是经济增速缓

慢。2014 年，世界经济增速约为3.2%。其

中，发达国家接近 2%，美国约为 2.3%—

2.5%，欧洲接近1%，日本约为-0.5% ；发

展中国家约为 4.4%，金砖国家整体表现

不错，中国、印度、南非、俄罗斯和巴西

经济增速分别约为 7.4%、6%、2%、0.5%

和 0.1%，东盟约为 5%，拉美低于 1.5%。

二是物价水平较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下跌，尤其是国际原油价格大幅缩水。部

分发达国家通缩压力有所缓解，美国约

为1.8%，日本约为1%，欧盟接近1% ；发

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甚至出现通缩压

力，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创 5 年

来新低，同比上涨 2%。三是就业小幅改

善。全球“有增长无就业”局面有所缓解，

发达国家就业市场得到小幅改善，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就业状况总体平稳。

四是贸易和投资不太乐观。世界贸易组

织（WTO）近期发布报告显示，2014 年全

球贸易额增长率预计仅为 3.1%，大大低

于前 20 年平均增长水平的 5.3%。全球外

国直接投资领域出现谨慎乐观情绪。

（二）变数增多。一是新兴经济体对

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增大。继 2013 年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首次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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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出现拐点，有效劳动力供给减少，

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全球短期内很难找

到新增长动力并快速改变现有经济“版

图”；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

增速差距缩小，发展中国家将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但占比将变小 ；发达国家有望

重新挑起世界经济增长的“大梁”，但难

返危机前的高速增长水平。二是经济增

长乏术、收入分配不平等。国际贸易仍

未从危机中复苏，难以起到优化配置全

球资源的作用，全球总需求不足降低了

国际贸易手段的政策效应 ；主要经济体

难推出政策新招，货币政策边际效应显

著递减，财政政策效果不够明显，结构改

革难以短期见效。因此，主要经济体经济

将保持中低速增长，新兴经济体潜在增

长率下降，实际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

在增长率。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

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三

是全球流动性仍将宽松。虽然美国加息

步伐渐进，资本回流美国加速、增多，但

全球流动性仍将保持较长时间的相对宽

松，原因是日本和欧元区将继续加大 QE

力度，且新兴经济体也将在通缩压力下

继续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释放流动性，

降低融资成本，减轻经济运行负担。四是

制约增长风险依然较大。其一，美国加

息将使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出，造成

新兴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波动。2014

年，美国退出 QE 政策已导致国际资本回

流美国，随着 2015 年上半年美联储加息

政策的推出，国际游资将继续从新兴市

场撤出，或将给国内资本市场尚不发达

的新兴经济体造成巨大压力，进而传导

至全球金融市场。其二，地缘政治对世

界经济的影响仍需引起高度重视。乌克

兰危机造成的次生影响仍将持续，欧美

经济体将继续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经济

制裁，俄罗斯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概

率攀升，进而对区域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同时，部分地区军事冲突和政治变局对

世界经济的拖累也不容小觑。其三，新

兴经济体结构改革效应难以持续。过去

十多年，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通过结构改革和对外开放，吸引对外直

接投资、技术和管理经验，使自身经济

获得较快发展，但是改革的边际效应正

在下降甚至消失，未来的改革红利难以

继续凸显。其四，全球性公共事件和自

然灾害的消极影响正在加大。仍在持续

蔓延的埃博拉疫情、天气恶劣造成的自

然灾害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

三、世界经济新常态下的应对

策略

（一）正确认识世界经济新常态与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异同，坚定不移地推

进改革开放。世界经济新常态和我国经

济新常态有以下三个共同点 ：一是经济

出现下行，但降幅有限 ；二是都将绕不

开结构改革的“坎”，步履维艰 ；三是必

须治理前期应对金融危机留下的“后遗

症”，也要注意采取科学合理的政策工

具。不同的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发生变化，经济发展正经历阶段

性调整，发展方式正转向提质、增效的集

约型增长，经济结构正转向优化存量与

做精增量并重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

力正转向效率更高的增长点。我国应紧

紧抓住世界经济危机修复和发展方式转

换的战略机遇期，稳步推进大国崛起战

略。同时，坚定不移地按照全面深化改革

总体路线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树立两个

观念和两种意识，努力营造有利的发展

环境 ：一是树立大国观念。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

强，相应的国际责任也随之加大，必须逐

步采取实质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二是树

立全球观念。在全球化背景下，开放经济

决定了必须综合平衡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才能

真正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谋得利益。三

是树立规则意识。在国际交往中，要在

国际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动权，主动了解

和善用规则 ；在国内改革中，更加注重

发挥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树

立契约精神和按规则办事理念。四是树

立市场意识。逐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

府与社会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为经济发展营造更加公平、

有序的竞争环境。

（二）积极化解内外部风险，妥善应

对不利因素。一是适时促出口、平衡汇率

政策。虽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但美

元走强、进口疲软和顺差较高等因素都

将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高企，外需的平

稳增长使得某些特殊时期必须通过人民

币主动贬值促进出口。同时，由于套利资

本外逃风险加大，提高汇率和加息成为

必然选择，相应地必须在人民币汇率贬

值与升值之间作出平衡。二是抓住大宗

商品价格下行机遇推进相关改革。在分

析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对我国经济利弊的

基础上，抓住难得机遇，推进相关领域

税收改革，并加大包括原油在内的战略

物质储备。同时，继续研究、探索引入社

会资本，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为确

保长期经济安全夯实基础。三是积极应

对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稳妥加强地方债

务管理。一方面，继续着力研究经济下行

压力下财政可持续问题和应对策略，盘

活财政资金存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 ；另一方面，抓住摸清地方债务底数

的有利时机，通过建立权责发生制政府

综合财务报告制度，让地方债务在阳光

下运行，防范地方债出现破产的“多米诺

骨牌”式系统风险。此外，继续大力鼓励

金融创新，同时加强监管，防范银行表

外资产风险。四是及早谋划防范和应对

外部风险。密切关注西方国家制裁俄罗

斯及其引发的俄罗斯国内局势变化，并

做好防范其外溢影响的预案。同时，及

早研究网络安全问题、网络经济缩水影

响及新经济模式下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问题，并制定有效应对措施。

（作者单位 ：财政部亚太中心）

 责任编辑  黄悦

02.09（核红最终稿）.indd   65 2015/2/10   14：20：06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经济纵横
	世界经济新常态与我国应对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