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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兆呈现：全球经济放缓表明债务困境是国际稳定的最大威胁 

2019 年 9 月 25 日，日内瓦――贸发会议今天发布的《2019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显示，世界经济正走向困

境，2020 年的衰退现在是一个明显而现实的危险。 

贸易摩擦、汇率变动、企业债务、无协议脱欧和收益率倒挂等情况提出了警示，但没有迹象表明决策者

已经准备好应对未来的风暴。 

报告呼吁决策者将重点放在增加就业、工资和公共投资上，而不是继续执着于股票价格、季度收益和投

资者信心。 

即使忽略最坏的下行风险，报告预计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也将从 2018 年的 3%降至 2.3%。然而，一些

大型新兴经济体已经陷入衰退(图 1)，一些发达经济体(包括德国和联合王国)距离衰退仅一步之遥。 

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放缓，证实了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上涨来刺激需

求最多只能带来短暂的增长，而对企业和富人减税未能刺激生产性投资。 

随着全球需求疲软，加上美国政府的单边关税行动，今年的贸易增长将严重减缓；去年贸易增长率降至

2.8%，今年可能低至 2%。 

报告指出，更大的担忧是，危机爆发 10 年后，全球经济仍然过度金融化和脆弱不堪。说货币操纵未免言

过其实，但根据以往的经验，潜在的威胁预示着货币体系将面临严重问题；而通过修改贸易规则来阻碍

南方技术进步可能会对国际合作产生阻碍。 

尽管非常规货币措施――负利率和量化宽松――自危机以来效果不佳，但非常规货币措施和进一步的贸易

自由化仍然是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首选政策。 

  

* 联系方式：UNCTAD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Unit, +41 22 917 5549/8033/5828, +41 79 502 43 11, 

unctadpress@unctad.org, http://unctad.org/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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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呼吁从根本上反思“一切照旧”的做法。报告主张推行全球绿色新政，依托一种旨在促进生产

性贸易和遏制掠夺性金融的国际货币安排新方法。这种方法将在促进公共投资的同时避免环境崩溃，推

动工资主导型增长，而不是金融主导型增长。 

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担忧不断加剧，但增长减速可能对许多发展中区域来说更加痛苦，尤其是南部非

洲、拉丁美洲、南亚和西亚。 

甚至在贸易摩擦升级之前，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就已经下滑，原因是主要央行宣布紧缩银根后，

资本流入下降，一些地方已经变成负值，此外，初级商品价格下跌也是一个原因。 

贸发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司长柯睿智（Richard Kozul-Wright）指出，“国际投资者关于南北趋同的

说法言过其实；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均收入差距才是新常态”(图 2)。 

这些情况是在整个发展中世界债务大幅增加的背景下出现的，其中大部分是以外币计价的短期债务，私

营部门的债务增幅最大。 

报告显示，截至 2017 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已达到最高纪录，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190%(图 3)。与常

见的说法相反，大部分是私营部门债务，从 2008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9%上升到 2017 年的 139%，而公

共部门债务在 2017 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1%。自金融危机以来，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私营部门债务增

长尤为迅猛，2017 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65%(图 3)，不过增长趋势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也很明显(图

3)。 

全球经济衰退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纷纷陷入债务困境。报告重申一直以来关于债务减免和债务重组的呼

吁，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十年实现可持续发展。 

图 1 -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季度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资料来源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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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人均收入。历史走势和前景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2005 年不变价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和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全球政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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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1960-2017 年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基金组织全球债务数据库数据的计算结果。图中的收入类别遵循贸发会议数据库的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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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or area

1991–2

000 a

2001–2

008 a

2009–2

018 a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b

World 2.8 3.5 2.7 -1.7 4.3 3.2 2.5 2.6 2.8 2.8 2.5 3.1 3.0 2.3

Developed countries 2.6 2.2 1.6 -3.5 2.6 1.5 1.1 1.3 1.9 2.3 1.7 2.3 2.2 1.6

of which:

Japan 1.2 1.2 1.0 -5.4 4.2 -0.1 1.5 2.0 0.4 1.2 0.6 1.9 0.8 0.8

United States 3.6 2.6 2.0 -2.5 2.6 1.6 2.3 1.8 2.5 2.9 1.6 2.2 2.9 2.2

European Union (EU-28) 2.2 2.2 1.2 -4.3 2.1 1.8 -0.4 0.2 1.8 2.3 2.0 2.5 2.0 1.3

of which:

Euro zone 2.1 1.9 0.9 -4.5 2.1 1.6 -0.9 -0.2 1.4 2.1 1.9 2.4 1.9 1.1

France 2.0 1.8 1.0 -2.9 2.0 2.2 0.3 0.6 1.0 1.1 1.2 2.3 1.6 1.1

Germany 1.7 1.3 1.6 -5.6 4.1 3.7 0.5 0.5 2.2 1.7 2.2 2.2 1.4 0.6

Italy 1.6 1.0 -0.2 -5.5 1.7 0.6 -2.8 -1.7 0.1 0.9 1.1 1.6 0.9 0.0

United Kingdom 2.8 2.5 1.7 -4.2 1.7 1.6 1.4 2.0 2.9 2.3 1.8 1.8 1.4 0.9

EU Member States after 1.9 5.0 2.4 -3.4 1.6 3.1 0.7 1.2 3.0 3.9 3.2 4.7 4.3 3.6

Transition economies -4.9 7.2 1.6 -6.6 4.5 4.6 3.5 2.4 0.9 -1.9 0.7 2.1 2.8 1.4

of which:

Russian Federation -4.7 6.8 1.2 -7.8 4.5 4.3 3.7 1.8 0.7 -2.5 0.3 1.6 2.3 0.5

Developing countries 4.8 6.3 4.8 2.7 7.8 6.2 5.0 5.0 4.5 4.0 4.0 4.4 4.2 3.5

Africa 2.6 5.8 3.1 3.4 5.4 1.4 6.0 2.2 3.5 2.7 1.6 2.6 2.8 2.8

North Africa, excl. the Sudan 2.9 5.0 1.6 3.6 4.3 -6.1 9.6 -3.4 0.3 2.5 2.8 3.2 3.7 3.6

Sub-Saharan Africa, excl. 2.7 7.0 4.5 5.3 7.0 5.1 5.4 5.2 5.6 3.2 1.4 2.7 3.0 3.3

South Africa 2.1 4.4 1.8 -1.5 3.0 3.3 2.2 2.5 1.8 1.2 0.4 1.4 0.8 0.3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3.1 3.8 1.7 -1.9 6.0 4.5 2.8 2.8 1.0 -0.4 -1.5 0.9 0.7 0.2

Caribbean 2.2 5.1 2.5 -0.9 3.0 2.3 2.1 2.8 2.8 4.1 1.8 2.1 3.1 2.5

Central America, excl. 4.4 4.5 4.0 -0.5 4.0 5.7 5.0 3.8 3.9 4.2 3.9 3.7 2.7 2.6

Mexico 3.2 2.2 2.6 -5.3 5.1 3.7 3.6 1.4 2.8 3.3 2.9 2.1 2.0 0.4

South America 3.1 4.3 1.2 -1.0 6.4 4.9 2.5 3.2 0.4 -1.8 -3.2 0.4 0.1 -0.1

of which:

Brazil 2.8 3.7 1.1 -0.1 7.5 4.1 1.9 3.0 0.5 -3.6 -3.3 1.1 1.1 0.6

Asia 6.3 7.5 6.1 4.3 8.8 7.5 5.6 6.1 5.7 5.5 5.8 5.6 5.3 4.5

East Asia 8.8 9.1 6.8 7.0 10.0 8.3 6.6 6.7 6.5 5.9 5.9 6.2 5.9 5.4

of which:

China 10.6 10.9 7.9 9.4 10.6 9.5 7.9 7.8 7.3 6.9 6.7 6.9 6.6 6.1

South Asia 4.8 6.7 5.8 4.1 8.9 5.4 2.9 4.8 6.0 6.0 8.8 6.3 6.0 4.4

of which:

India 6.0 7.6 7.0 5.0 11.0 6.2 4.8 6.1 7.0 7.5 8.7 6.9 7.4 6.0

South-East Asia 4.9 5.6 5.1 2.0 7.8 4.9 6.0 5.0 4.5 4.6 4.7 5.2 5.0 4.5

West Asia 4.1 5.7 4.4 -1.9 5.8 9.1 4.6 6.0 3.4 4.3 3.0 2.8 2.3 0.7

Oceania 2.7 2.8 3.1 1.8 5.8 1.7 2.4 2.6 6.6 4.7 1.1 0.9 1.4 2.8

Note:  Calculations for country aggregates are based on GDP at constant 2010 dollars.

a   Average.

b   Forecasts.

Source : UNCTAD secretariat calculations, based on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base and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 Update as of mid-2019;  ECLAC, 2019; OECD.Stat , available at :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EO (accessed 29 May 2019);  IMF, 2019;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CountryData  database; J.P.Morgan, 

Global Data Watch ; and national sources.

ANNEX TABLE 1 – World output growth, 1991-2019
(Annual per cent cha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