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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势头正在衰减 

 
发展中国家虽已恢复危机前的增长势头， 

现在却有可能受到发达经济体衰退的影响 
 
2011 年 9 月 6 日，日内瓦：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可能会停顿下来，因为国内私人需求仍然疲弱，
扶持性宏观经济政策渐渐为各国政府力图恢复金融市场的信心而采取的紧缩措施所取代。而发展中

经济体主要依靠内需保持了强劲的增长。但是它们必须面对发达经济体造成的金融不稳定和投机资

本流入的局面，因而不大会幸免北方新一轮衰退的影响。 
 
今天，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了《2011 贸发报告：世界经济面临的后危机政策挑战》1

。这份报告表

明，世界经济经历了危机后的快速复苏之后，目前正由 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4%左右逐渐放缓
到 2011 年的 3%左右。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的表现十分强劲，已经重拾危机前的增长势头，今年正以
6%以上的速度扩张。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 2011 年仅增长 1.5%至 2%。转型经济体继续从 2009 年
的暴跌中逐渐恢复，增长率约为 4%。 
 
2010 年年中以来，最初由库存周期和财政刺激计划产生的冲劲渐渐消失，发达经济体的复苏过程存
在的根本弱点显现。仅凭私人需求不足以保持复苏的势头，因为失业居高不下，工资增长停滞。而

且，家庭负债率仍然高企，银行不愿意提供新的融资。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和货币紧缩的政策转

向，如果不至于导致发达经济体增长断然收缩，也很有可能造成长期平淡的局面。 
 
美国的复苏一直拖拖沓沓，因为内需由于工资和就业陷于停滞而仍然十分低迷。利率在可预见的将

来仍然会处在历史最低水平，财政刺激的效应在衰减，因此迅速回到令人满意的增长轨道的可能性

很低。日本三月份遭遇大地震和大海啸而发生前所未有的供应链和能源供应中断，复苏的进程因而

推迟。欧洲联盟工薪阶层的收入仍然很低，国内需求也同样如此。欧元危机尚未解决，2010 年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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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政策挑战》(出售品编号：E.11.II.D.3，ISBN-13：978-92-1-

112822-2)可按以下地址向 United Publications Sales and Marketing Office，或向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销售的代

理购买。售价：55 美元(对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减价 50%，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居民减价 75%)。客户可向以下地址寄送订

单：United Publications Sales and Marketing Office，300 E 42nd Street, 9th Floor, IN-919J New York, NY 

10017，United States. 电话：+1 212 963 8302，传真：+1 212 963 3489，电子邮件：publications@un.org。网

址：http://unp.un.org。 

注    意  

报刊、广播或电子媒体不得在 2011 年 9 月 6 日格林 

尼治时间 17:00 时前引用或摘录本新闻稿及相关报告

的内容。 

mailto:unctadpress@unctad.org
http://www.unctad.org/press
mailto:publications@un.org
http://unp.un.org


UNCTAD/PRESS/PR/2011/038 
page 2 
 
季度债务市场又现严重紧张局面，整个欧洲到处展现采取紧缩措施的前景，因此欧元区极有可能继

续大大拖累全球增长。实际上，最近股市的暴跌大体说明增长前景正在恶化。 
 
各发展中区域的扩张仍然十分强劲，但是北非除外。劳务市场的改进和公共支助的源源不断，维持

了投资和内需的复苏。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依然最高――2011年达 7%以上――
其中内需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但是，由于日本供应链中断、货币政策条件收紧以及某些主要出口

市场需求疲弱的影响，该区域正经历一定程度的放缓。拉丁美洲在的消费和投资以及贸易条件改善

的推动下，扩张势头仍然强劲，几乎达到 5%；中美洲和加勒比经济体的增长比较和缓，主要是由于
它们依赖对美国的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由于贸易条件改善，投资于基础设施，并执行扩张性财政

政策，因此应该会继续保持 2010 年――将近 6%的快速增长。投资和家庭需求的复苏帮助转型经济体
保持经济上行的势头，这些国家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在另一些情况下由于劳工汇

款增加，国民可支配收入因而有所提高。 
 
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越来越依靠国内市场的扩大，但是这些国家由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疲弱，国

际金融市场未作重大的改革，因而仍然面临着很大的外部风险。结果，这些国家仍然容易受到贸易

和金融冲击的影响，像 2008年那样，其出口量和初级商品价格会受到严重影响。 
 
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急剧的下降之后，于 2010年大幅反弹。2011 年，
国际贸易量、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国际贸易量，预期从 2010 年 14%的增长回落到一位数的增长。发
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比发达国家快，反映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复苏存在两种速度。 
 
初级商品价格自 2009 年第二季度以来不断复苏，从 2010 年年中到 2011 年年初更有大幅飙升，然而
自 2011 年第二季度以来出现逆转。价格上涨的原因有一部分是需求的复苏和供给中断的冲击，以及
初级商品金融投资的增加。初级商品价格最近的下降大体表明金融投资者情绪转向消极。 
 
事实证明，实行削减内需以应对初级商品价格上升的措施并不恰当，损害了增长，却未大幅降低通

胀。采取收入政策，工资随生产率的提高而上升，是更为合理的控制通胀压力同时又维持内需增长

的办法。 
 
金融监管和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工作举棋不定 
 
《报告》说，国际上协调而圆满地应对 2008-2009 年危机之后，20 国集团内部在诸如金融监管和全
球宏观经济协调等领域里的国际合作进展甚微。全球经济不平衡随着危机的爆发有所减弱，但是，

2010 年和 2011 年按照绝对值计算又有所加剧，不过以每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衡量，仍然远在危机
前的水平之下。诸如中国和俄罗斯之类有大量盈余的一些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大体由内需增长拉动，这些国家正在履行其帮助减少全球不平衡的承诺；这与有盈余的主要发达经

济体――德国和日本形成对照，这两个国家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以出口为主。此外，为了更好地控

制投机性资本流动，避免由此产生汇率失调、宏观经济不稳定和金融业脆弱的问题，特别是为避免

受这种资本流动影响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遇到这种问题，也有必要开展国际合作。金融风暴和经济

衰退风险的再现，应该促使我们开展更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努力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和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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