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2021 年全球经济复苏局势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增长率有望反弹至 4.7%， 

基本抵消 2020 年的损失 

一份最新联合国报告显示，刺激投资、振兴全球贸易、防止过早收紧财政政策、防止金融

泡沫和不平等现象加剧，对于实现有抵御力的复苏依然至关重要 

1 月 25 日，纽约—— 联合国今日警告称，除非我们在经济、社会和气候韧性方面明智投资，确保全

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地复苏，否则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对社会经济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将

持续多年。 

2020 年，全球经济萎缩 4.3%，萎缩幅度是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 2.5倍以上。最新发布的

《2021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称，预计 2021 年全球经济将适度回升 4.7%，基本抵消 2020 年的损

失。 

报告强调，全球经济要摆脱大流行的影响并实现持续复苏，将不仅取决于刺激措施的规模和疫苗的

快速推出，还将取决于这些措施在增强对未来冲击的抵御力方面的力度和成效。 

“我们正面临 90 年来最严重的健康和经济危机。在我们为日益增多的死亡人数感到悲伤的同时，我

们必须谨记，我们现在所做的选择将决定我们共同的未来，”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

示，今天晚些时候他将在“达沃斯议程”活动上发言。 

 “让我们投身于建设一个由明智的政策和有影响力的投资所推动的包容、可持续的未来，以及一个

以人为本开展所有社会经济工作的强有力、高效的多边体系。” 

2020 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萎缩幅度最大，达 5.6%，其原因是经济停摆和随后的几波大流行冲击，

而这些增加了政府过早采取财政紧缩措施的风险，只会使全球经济复苏脱轨。预计 2021 年发达经济

体的产出将增长 4%。2020 年，发展中国家经济收缩幅度相对较小，为 2.5%，根据报告中的估计，

预计 2021 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反弹至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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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指出，2020 年新增 1.31亿贫困人口，其中许多是妇女、儿童和边缘化群

体。大流行对妇女和女童造成了更大的负面影响，使他们面临更大的经济破坏、贫困、暴力和文盲

风险。 

目前，零售、酒店和旅游业等高风险劳动和服务密集型部门是遭受封锁最为严重的领域。在这些行

业的劳动力中，妇女占比超过 50%。许多妇女很少或者根本无法获得社会保障。 

总价值达 12.7 万亿美元的大规模及时刺激措施防止了世界经济的全面崩溃，避免了“大萧条”的出

现。然而，报告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出的刺激计划的规模差距明显，这将使它们走上不

同的复苏轨道。 

发达国家的人均刺激支出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近 580倍，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只是最不发达国家的

30 倍。刺激规模方面的明显差距突显了国际社会必须更加团结，并加大对各国最脆弱群体的支持，

包括债务免除。 

此外，要为这些刺激计划提供资金，就需要进行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借贷，而这会使全球公共债务

增加 15%。债务的大幅增加将给子孙后代带来过重的负担，除非将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性和可

持续投资，以刺激增长。 

报告称，在全球供应链和旅游人流量大规模中断的背景下，2020 年，全球贸易估计萎缩了 7.6%。在

大流行之前，主要经济体之间挥之不去的贸易紧张局势和多边贸易谈判的僵局就已经在限制全球贸

易。 

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民表示：“当前的危机再次表明，一定要重振以规则为

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以使世界经济走上强劲而有抵御力的复苏轨道。我们必须让全球贸易具有抵

御冲击的能力，以确保贸易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引擎。” 

报告强调，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优先投资于能够推动人类发展、崇尚创新和技术且加强基础设施

（包括创建有抵御力的供应链）的项目，它们就会迎来机遇。 

报告突出了刺激投资的重要性，其中表明，尽管大部分刺激性支出用于保护就业和助力当前消费，

但也助长了全球资产价格泡沫——股市指数在过去几个月创下新高。 

联合国首席经济学家兼主管经济发展助理秘书长埃利奥特·哈里斯指出：“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的

深度和严重性预示着复苏将缓慢而痛苦。随着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的推出，我们进入了漫长的复苏

阶段，我们需要开始加大长期投资力度，规划更具抵御力的复苏之路，同时要采取避免过早采取财

政紧缩政策的立场，重新定义债务可持续性框架，普遍推行社会保障计划，以及加快向绿色经济转

型。” 

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已导致 200 多万人死亡，使更多人背井离乡，迫使许多家庭陷入贫困，加剧了

社群之间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扰乱了国际贸易，并使全球经济陷入瘫痪。为应对这场危机，我们

需要采取非同寻常的应对措施。最终，报告强调了必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是建设公平、和

平和有抵御力的世界的蓝图。 

“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公平增长、减少不平等和增强环境可持续性，是让我们从这场危机中复苏、保

护世界免受未来危机影响的最佳方案。而复苏的各个方面必须以增强抵御力为指导，我们会发现，

妇女会作为增强抵御力的倡导者发挥着关键作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主管政策协调和机构

间事务助理秘书长玛丽亚-弗兰切斯卡·斯帕托利萨诺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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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世界经济报告 

《2021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UNCTAD）和联合国五大区域委员会联合出版。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对这份报告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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