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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其影响将大于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已成
定局，只是衰退时间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尚不确定。疫情也将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格局等产
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受阻，甚至可能出现短期回退现象，区域一体化将成为后疫情时期各国“抱团取暖”的现
实选择，疫情将加速国际力量对比的转变，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重塑世界，数字经济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
长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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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对
人类危害之大令世人始料不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称其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也是联合国成
立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新冠疫情不仅对世界经济造
成了严重冲击，也将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世界
经济格局等产生重大影响。

一、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已成定局，衰退时间受多种
因素的影响尚不确定

疫情不仅使全球生产体系停摆、产业链和供应链
断裂，也使贸易、投资、资金、服务和信息等流动严重受
阻，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其影响将大于 2008年
的国际金融危机。

关于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程度，主要国际
组织和专家学者做出了多种预测。无论是乐观派还是
悲观派，均认为世界经济陷入衰退（IMF定义全球经济
低于 2.5%即为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只是对衰退程度
及持续时间的意见不一。

乐观者认为，疫情只是短期对经济产生影响，世界
经济会于 2020年出现衰退，增速低于 2%，比上一年低
一个百分点，但 2021年将恢复增长，不会出现金融危
机和经济大萧条。今年 4月，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
望》，虽然将 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 -3%，
但其乐观的估计是 2021 年世界经济增速将恢复至
5.8%。

悲观者认为，由于对新冠病毒认知的不足和全球
疫情防控局势的不明朗，疫情蔓延的时间可能会延长
至全年，甚至可能到明年。同时，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
击可能导致债务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甚至出现经
济大萧条。如果再叠加疫情对国际油价的巨大冲击，预
计 2020年的全球经济将出现负增长。如：高盛预测为
-1%，IMF 预测为 -3%。由于此次疫情对欧美等发达国家
的冲击更大，预计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为 -6.1%，衰退
程度大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速为 -1%）。如果疫
情不能于今年上半年结束，甚至叠加新一轮疫情的话，
世界经济可能在 2024年前都无法恢复至正增长。

当然，除了上述因素外，世界经济复苏程度也与各
国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密切相关。从目前情况看，各国
已陆续出台一系列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如果这些政策
能有效防止企业大面积破产、长期失业的话，世界经济
复苏的速度可能会加快。

二、经济全球化受阻，可能出现短期回退现象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然

而，由于新冠疫情使商品、服务、资金、技术、信息和人
员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受到沉重打击，“反全球化”
声音再度甚嚣尘上，经济全球化严重受阻。

从国际贸易看，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新预测，受新
冠疫情影响，2020年的世界商品贸易总额预计将下降
13%-32%，几乎所有区域的贸易额都将遭遇两位数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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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特别是电子和汽车等价值链复杂的行业，贸易额下
降的幅度会更大。2021年世界贸易能否恢复增长，同
样取决于疫情持续的时间和应对政策的有效性。

从国际金融看，由于疫情期间美元大幅升值，可能
导致新兴市场的国家资本大量外流，进而引起外债危
机和货币危机。由于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下跌，
大宗商品出口依赖国也可能因国际收支恶化引致外债
风险。同时，部分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可能因现金流
断裂，引发企业债券违约或银行不良贷款，从而引发金
融危机。

从国际直接投资来看，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3 月 26
日的预测，2020年全球直接投资将下降 30%-40%，世界
5000强跨国公司的收入平均下降 30%。由于 5000强企
业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中占相当大比重，其收入的下
跌必然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减少。

从全球价值链看，疫情蔓延增加了全球供应链的
脆弱性，对全球供应链的运转和需求形成了多重打击，
一些重要的产业链面临断裂风险。疫情主要是通过中
间品贸易冲击价值链的。由于参与复杂 GVC（全球价值
链）的中间品要多次跨境，因此，所受冲击要比简单
GVC 大得多。如电子通讯、交通运输设备、精密仪器等
价值链条比较长的技术复杂产品。从国别上看，北美洲
的美国、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中国，由于处于价值链的
核心地位，所受冲击更大。由于对价值链断裂的恐惧，
后疫情时代，价值链“国内化”的趋势可能会加剧。

尽管疫情可能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甚至会出现短
时回退现象，但全球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疫情使很多
国家更加审慎地对待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将推动各国
共同努力，在全球治理框架下，促使经济全球化尽快回
到正常的轨道上。

三、区域一体化将成为后疫情时期各国“抱团取
暖”的现实选择

新冠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不容小觑。但病毒
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其外，
独善其身。面对疫情，各国除了采取必要的财政和货币
政策外，加强国际合作无疑是最正确的选择。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说，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3 月 26日，首次以视频方式召开的 G20领导人峰会，
向国际社会明确传递出世界各国团结合作、携手战疫
的积极信号。

然而，面对这种新型的全球性危机，由于各国疫情
发展情况、资源调动能力、抗疫思路等的不同，G20能
否将峰会共识真正落实到实际抗疫行动中，仍是未知
数。出口禁令、限制配额、截取医疗物资、甩锅转移国内
矛盾等现象，对国际社会联合抗疫造成了严重干扰。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若不能摒弃单边抗疫的
思维，国际合作恐难在短期内真正得以实现。在经济全

球化进程严重受挫、国际社会合作抗疫存在很大不确
定性的情况下，加强区域合作将成为各国“抱团取暖”
的现实选择。

四、国际力量对比加速转变，中国或将引领后疫情
时期的全球经济复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国际力量
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即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
更趋均衡。新冠疫情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冲击程度远
远大于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冲击程度。特别是
欧洲和美国，不仅先后成为“重灾区”，而且其高感染
率、高致死率以及不力的应对，不仅影响其疫后的重振
旗鼓，也对损伤了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疫情
期间，落井下石、各种甩锅及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使其国际公信力大打折扣，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国际力
量对比的变化。

由于有效的防控措施，中国迅速从疫情重灾区转
变为全球防疫中心，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的防疫物
资和宝贵的抗疫经验，充分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
有的担当。同时，由于中国最先控制住疫情，已进入快
速恢复的阶段。率先复苏的中国经济有望继续成为世
界经济恢复的引擎，引领世界走出危机。

当然，由于中国在新冠疫情中的突出表现，可能加
剧原有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对立和冲突，加剧中美
抗疫的地缘政治化竞争。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和有效应对。

五、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重塑世界，数字经济将成
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

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在抗击疫情期间，数字技
术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示了其增长潜力
和广阔的应用前景，使人们在危机中捕捉到了新的发
展机遇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疫情防控中，无人配
送、在线消费、在线教育、协同办公、智能制造、智能医
疗机器人等新兴业态和服务方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取得了快速发展，充分展示了数字经济的无限魅
力。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所称，新
冠疫情提高了数字解决方案、工具和服务的使用，也加
速了全球经济向数字化过渡，并将在全球经济复苏后
产生持久影响。

当然，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鸿沟也将进
一步加大，因为那些无法上网或网络连接不足的国家，
可能被进一步甩在后面。未来，若使数字技术能在全球
普及，需要建立一个多边协调机制，制定新的政策法规
和国际规则，以规范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应对
数字化带来的挑战，弥合数字鸿沟，使更多的国家能够
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和红利，以促使数字经济健康
有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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