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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警告称全球经济复苏正在失去动力 

2021年反弹后，世界经济正面临巨大阻力 

 

纽约，1月 13日——由于新一轮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劳动力市场挑战不断，供应链问题得不到
解决，加上通胀压力增加，全球经济复苏正面临巨大的阻力。根据今天发布的联合国《2022 年世
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继 2021 年经济增长 5.5%后，2022 年全球产值预计将仅增长 4.0%，
2023年将增长 3.5%。 

报告强调，受强劲的消费支出增长和资金回流的推动，2021 年经济复苏强劲，货物贸易超过大流
行病前的水平，实现了四十多年来的最高增长率。然而，随着货币和财政刺激效果开始减弱，供

应链出现重大的中断问题，截止 2021年底，经济增势大幅放缓，中国、美国、欧洲联盟尤为如此。
许多经济体通胀压力不断上升，给经济复苏带来了额外的风险。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在这个脆弱和不平衡的全球复苏时期，《2022年世界经
济形势与展望》呼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采取更有针对性和协调的政策和金融措施。” 
   
他补充道：“现在是缩小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平等差距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人类大家庭，如果我
们团结一致，我们可以让 2022年成为人类和经济真正复苏的一年。” 
  
2019冠状病毒病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染性极强，引发了新一轮疫情，大流行病造成的人员和经济
损失预计再度增长。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副秘书长刘振民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协调、持续的
全球方案来防控 2019冠状病毒病，例如普遍接种疫苗，大流行病将继续对世界经济的包容性和可
持续复苏构成最大风险。” 
 
劳动力市场复苏滞后，全球贫困持续高涨 

在未来两年乃至以后，就业情况预计仍将远低于大流行病前的水平。美国和欧洲的劳动力参与率

仍徘徊在历史低位，因为许多在大流行病期间失业或离开劳动力市场的人尚未返工。 

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短缺，导致供应链挑战增多，通胀压力加剧。同时，由于疫苗接种进展缓慢，

刺激支出有限，发展中国家就业增长依旧疲软。预计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西亚将出现缓

慢的就业复苏。在许多国家，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不足以弥补之前的就业机会损失。在就业复苏



 
 

乏力的背景下，极端贫困人数预计仍将远高于大流行病前的水平，最弱势经济体的贫困预计将进

一步加剧。在非洲，预计到 2023年，绝对贫困人口数量预计将持续上升。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2019冠状病毒病的长期伤疤 

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正成为大流行病的长期伤疤。未来几年，许多发展中国家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很难实现全面恢复。与大流行病前的预测相比，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的预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出现 5.5和 4.2个百分点的落差。持续的低迷将加剧贫困和不平
等，阻碍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

计将于 2023年几乎完全恢复到大流行病前的水平。 

此外，不同人口群体的就业和收入恢复不平衡，加剧了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大流行病导致妇

女就业率急剧下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为从事儿童保育等无偿家务的妇女提供支助，对

帮助妇女重返劳动力市场仍然至关重要。 

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财政空间和融资限制，政府难以拨付与大流行病相关的支出，包括扩大

疫苗接种、社会保护和支持就业。宽松的财政立场可以避免过早缩表，应仍然作为优先事项，确

保强劲、包容和可持续的复苏。 

在通胀压力上升的情况下，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解除对危机的特别货币措施。虽然有其

必要性，但快速撤出货币刺激措施可能会破坏脆弱的复苏。值得一提的是资产购买计划。在危机

的早期阶段，资产购买计划有效地解决了金融困境并支持复苏。然而，该计划也增加了全球金融

的脆弱性，扩大了财富的不平等。 

许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债务状况尤为棘手。不可持续的外债负担、大流行病期间的额外

借贷以及不断增加的偿债成本，使许多国家处于债务危机的边缘。发达国家取消资产购买计划和

大幅提高利率，则可能引发大量资本外流，进一步恶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报告指

出，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协调一致的进一步国际支持以减免债务。 

报告的主要作者、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全球经济监测中心负责人哈米德•拉希德强调：“发达
国家的货币当局将需调整缩减资产购买的速度和顺序，减少其资产负债表，以维持金融稳定，保

持公共债务的低偿付成本，确保债务的可持续性，避免过早的财政缩表。” 

 
更多资讯，请访问：https://www.bit.ly/wesp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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