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ecial Column 专   栏

2023-02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11

摘要：本文聚焦全球宏观经济难题，从当前全

球面临的滞胀局面出发，对该局面产生的原因进行分

析，同时指出地缘政治导致不稳定局面愈加恶化，人

为因素加剧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

法就是推动区域以及全球的合作。面对当前宏观经

济难题，多边主义合作是最佳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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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各国均面临艰难的国际形势，即全

球经济处于危险之中，经济增速预期大幅度下滑，

将在未来数年面临高通胀、低增长的困境。从宏观

经济视角来看，此次危机极大可能使全球经济进入

一个长期增长疲弱、通胀高企的时期，滞胀风险上

升，40 年来重回滞胀阶段。

一、滞胀局面的产生

当前，全球正面临 40 年来最严重的供给冲击，

投资形势和金融市场呈现复杂变化。新冠疫情导致

全球供应链中断，极大地改变了各国国内与国际经

济模式与日常生活。俄乌冲突和制裁相继而至，美

国试图与中国经济部分“脱钩”。多重供给冲击同

时发生，全球经济受到影响。从短期来看，全球将

面临滞胀，即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失业

率增加的局面。这也是 40 年来全球第一次面临滞

胀局面。滞胀对债券和股票都不利，具体来说，通

胀的上升对持有债券不利，而经济下行则会对股市

产生压力。

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对比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与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时期的经济形势，发现两者有

以下相似之处：主要经济体长时间实行过度宽松的

货币政策，导致供应紧张，全球通胀高企，增长前

景疲弱。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的生产要素以及全

要素生产率降低。随着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以

抑制通胀，新兴经济体存在脆弱性。

二、滞胀局面成因分析

探究滞胀局面可以发现，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新冠疫情。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后，部分经济

体央行尤其是美联储大规模扩大了货币供应量，美

国政府大幅增加了财政赤字，其中大部分赤字被美

联储货币化，导致名义需求大幅增加，同时供给侧

出现大量中断。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地缘政治。

当前，大国对抗卷土重来，而最具破坏性和危险

性的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抗，以及美国和俄罗

斯之间的对抗。对新时代大国政治进行解读可以发

现，美国霸权时代在终结。二战之后和冷战期间，

美国大搞霸权主义，虽然当时和苏联存在竞争，但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霸权主义也一直存在。直到最近

十年，中国崛起，很多经济体的政府逐渐强大，世

界多极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美国人口只占

世界的 4%，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美国 GDP

占全球 15% ～ 16%，无论如何都不足以成为世界

霸主，其影响力在相对下滑。中国在崛起，其他

地区大国和地区集团也在发展，世界多极化已成为

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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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当前存在世界共赢的机会。

但军事和地缘政治战略家不想要共赢，而是想要成

为世界第一，且拥有相对的实力。所以，美国政治

家认为随着美国实力在相对下降，警钟已经响起。

美国企图推动北约东扩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也

是导致俄乌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还在东亚建

立新的军事联盟，这是其对抗中国措施的一部分。

美国同时也使用了经济、金融和技术手段，目的就

是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

当前背景下，我们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控制；

我们不需要世界霸主，需要的是多边主义和世界多

极化。但美国一直在努力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相

关措施到目前为止带来最大的破坏是俄乌冲突，这

正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代理人战争。作为北约的

一部分，欧洲站在美国一边，导致了严重不稳定的

局面。西方政府实施了制裁政策，导致支付系统中断，

美元被进一步政治化。世界能源体系遭到大规模破坏，

俄罗斯将石油和天然气转运到亚洲，中东和非洲向亚

洲的油气出口减少，向欧洲的出口增加，都导致了

成本和不确定性的上升。这是造成欧洲经济收缩的

一个重要原因。欧洲经济收缩也严重伤害了很多发

展中国家。大国对抗令人感到讽刺和失望，而此时

此刻，全球应当加强区域和全球合作，比以往更需

要经济、金融、技术和组织合作。

四、人为因素加剧生态环境问题

在地缘政治紧张的同时，我们还面临不断加剧

的环境危机，面临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危机。

世界各地的生态系统功能遭到大规模破坏，渔业资

源大规模枯竭，海洋生态系统和环境遭到破坏，出

现了大规模污染，包括空气、水、土壤和海洋污染。

而我们面临的这些环境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生态

系统被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都是跨越国界的。这

些问题无可避免需要全球合作，至少需要是区域合

作，才能得到解决。例如，通过能源转型来应对人为

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全球需要在 21 世纪中叶实现能

源体系去碳化。但若想在亚洲实现这个目标，最高效、

最具韧性、成本最低的做法是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统

一的能源体系，用来输送零碳电力，通过远程、高压、

直流电网，在整个东盟地区传输，通过海底电缆连接

澳大利亚和东盟，连接东盟与东北亚，将中国、韩

国和日本连接在同一个电网中。这样的能源体系具

有韧性，可以平衡各种间歇式能源，实现规模经济

和标准统一。其不仅能够在区域内发展零碳电力，

而且能够发展氢能经济。

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揭示了区域合作的

绝对必要性。而此时，地区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剧，

宏观经济学家、央行和政府预算无法解决地缘政治

危机。要化解地缘政治危机，美国没有理由与中国

对抗，美国和欧洲没有理由与俄罗斯对抗。如果双

方都保持谨慎，都照顾彼此核心利益，都尊重彼此

的底线，如果北约停止无休止的扩张，不要向黑海

地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扩张，就有可能让各方满

意，结束俄乌冲突。当然，如果美国不再试图成为

世界霸主或者最强大国家，接受成为多极世界的一

个强国，与中国合作、对话、谈判，与中国共同设

计和投资解决方案，则根本不需要对抗。

五、应对宏观经济难题的策略

因此，应对宏观经济难题的最佳策略不是来自

宏观经济学，而是推动多边主义合作，合作的基础

是多极化和联合国宪章。最有效的经济方法是区域

性投资，共同建立 21 世纪清洁和数字化基础设施，

连接中国、韩国、日本、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

连接 RCEP 的 15 个成员国。RCEP 是区域全面经济合

作伙伴关系，它将为世界经济带来强大动力，这种合

作将是一个重大解决方案，能帮助老挝、柬埔寨、越

南和正在寻求经济发展的其他国家。只要把可持续发

展作为首要任务，建成一批现代化零碳能源基础设施、

一个绿色的能源部门，氢能经济、快速轨道交通、

现代港口和 5G 数字服务都可以实现。

中国和欧盟也应加强合作。美国试图建立反华

联盟是错误的行为。欧盟和中国分处欧亚大陆的两

端，经济互补性强，共同利益多，建设欧亚大陆现

代化的基础设施将使双方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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