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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疫情影响，当前世界正遭逢巨变。美国

总统大选大局已定，新冠肺炎疫情卷土重来，美国和

欧洲都不幸地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二次暴发。不少

2021 年的经济展望报告都谈及新冠疫苗对 GDP 的巨

大推进作用。以上这些变化影响重大，令未来两三年

国际经济运行轨迹预测随之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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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逐渐复苏

早在 2020 年 9 月就可以明显看到，疫情控制措

施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更加有效。因此，在那时中

国就被预测很有可能在 2020 年实现经济正增长。中

国很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在 2020 年能够实现正增长的

经济体，其经济增长曲线或呈 V 型。在 9 月，尚无

人能准确预测到新冠病毒会第二次冲击发达国家。欧

洲和北美，尤其是美国，在疫情问题的处理上效果不

佳，因此风险依旧存在。

目前，世界各国经济表现存在较大差异。有一

些行业不仅复苏迅速而且表现优异。因为它们具有

一定韧性，在疫情影响下的经济环境中也能得以恢

复。而另外一些行业表现很糟糕，新冠肺炎疫情的

二次暴发对其冲击很大。一般将这一经济增长和复

苏的模式，称为 K 型复苏。一些行业上行，另外一

些行业下行，但是最终要看经济的平均表现。可以

肯定的是，世界经济总体情况不太乐观。有一些行

业如医疗和数字经济有亮眼表现，但除此之外的绝

大部分行业则前路坎坷。

除中国外的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正在艰难地

控制疫情蔓延。从世界看，更存在许多发展薄弱的地

区，因而全球经济将以疲软态势进入 2021 年。经济

恢复的引擎寄希望于亚洲国家。能够带来变数的是疫

苗，尽管疫苗的最终情况尚未可知，但比之前要更加

乐观。因此，大概在 2021 年年中或下半年，能看到

全球经济的强劲复苏态势。

目前看来，疫苗前景乐观。人体临床实验显示，

新冠疫苗有效率达 90%，比预期要高。市场对此持乐

观情绪。如果实验结果能够保持，意味着这些疫苗很

有可能兼具安全性及有效性。每年秋季民众所接种的

流感疫苗有效率参差不齐，大概在 40% 到 60%，而

在试疫苗的有效性则超出了这一区间。由此，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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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预期不无道理。金融市场是具有前瞻性的，所以

展望未来，金融市场认为前景比大多数人想象得乐观。

全球在未来会加快复苏，速度比三、四个月前的预期

更加迅猛。

二、疫情将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深远
影响

就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而言，现在这个时刻

虽然应该警惕和担忧，但出现大规模危机的可能性微

乎其微。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多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增长

速度惊人。快速增长的债务会带来以下让人忧虑的后

果。第一，削弱金融体系的恢复能力。第二，经济较

薄弱的国家可能会遇到困难。这些国家在疫情的严重

冲击下财政状况恶化，却又缺乏应对疫情的金融措施，

例如，不能用本币借债等问题。所以全球范围内需要

安排债务延期偿还或进行债务重组。第三，对于中央

银行和投资者都很重要的一点，如此之高的主权债务

水平意味着主要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必须维持现在的低

利率，且在较长时间内不变，以避免给国家带来财政

压力。这种做法，像政府采取的其他措施和维护价格

的做法一样，会对资源分配产生影响。资金成本下降，

市场资金涌向风险资产。如果投资者认为低利率是长

期的，就有可能在举债过程中不负责任，导致金融体

系存在不稳定的风险，这是疫情带来的副作用。但是

央行对此必须真正地警觉并加以有效监督，还要做到

有效监管和国际合作，这样才能避免发生更大的危机。

目前，中国已经走在金融体系数字化的快车道

上，并且也在关注由此产生的监管问题。世界其他经

济体则落后于中国，例如，在非接触式支付方面。未

来，许多地区或许会放弃信用卡，使用基于移动互联

网的支付系统，加快使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进行信

用分析。举个例子，如果想提高数据使用效率，填补

金融体系中的信息鸿沟，我们就需要有适当的数据管

理，若非如此，就会鱼龙混杂。但最重要的是，不仅

在金融领域，而且在整个经济的几乎所有行业，数字

化的发展速度都让人震惊。人们快速地接纳了新鲜事

物，克服了惯性，因为必须要应对疫情的挑战。很难

想到有哪个行业没有加速数字化的进程。

中国正在制定相关政策，包括“十四五”规划

中的经济政策，重视国内循环的“双循环”战略。这

些政策是基于一个假设，和美国的摩擦不仅限于贸易

领域，而且可能涉及技术、知识产权、数据使用、网

络监管。所有这些分歧是不会快速消失的，因此才要

尽可能创造国内经济的增长点，包括供给侧和需求侧。

这非常明智，任何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都会这样做。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作

用比过去会减弱。

三、中美关系或将有所改善

民主党赢得了众议院，席位却比往届有所减少。

参议院的构成，取决于佐治亚州的选举，其结果要在

2021 年 1 月揭晓。结果有三种可能，50 比 50，52 比

48，或是 51 比 49。如果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情况

就会变得难以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可以阻止

一系列提案，这些提案都需要议会的批准，包括拜登

的内阁成员提名。而另一种可能就是参议院出现 50

比 50 的情况，这就意味着副总统，作为民主党人要

投下关键一票，使民主党占优。这两种情况带来的经

济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参议院被民主党控制，就

可能会推出另外一个大规模财政计划以应对疫情冲

击，以后推出的其他计划也会更加符合民主党意愿；

如果民主党没有控制参议院，那么可能的经济措施与

前者相比会稍加弱化。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会发生巨变，但是有可

能产生一些重要变化。第一，同中国谈判的氛围必定

会改变，不再咄咄逼人。第二，拜登政府可能会寻找

合作的机会，同中国讨论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美

国很有可能重返《巴黎协定》。另外，还有在健康领

域及在其他的一些领域也会加深合作。这些合作是互

惠互利的，对中美两国有利，也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利。

所以，中美关系与过去四年相比会有所改善，而关于

贸易摩擦的前景则不易预测。在贸易摩擦中有一些做

法对两国都不太有利。拜登任内很可能会对这些做法

重新考量，并加以改变。但是中美关系中的冲突并不

会消失。现在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拜登政府或许会尽

力处理好这些冲突。但是毫无疑问，将来的世界和过

去会有很大的不同，和十年前所预计的也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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