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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年以来，OECD 和世行等机构均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2016 年的全球经济形

势不容乐观，复苏脱轨风险较高，全球经济在负面冲击面前十分脆弱。有学者提出了

长期性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概念。您如何判断今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当前

金融市场动荡是否反映了世界经济的基本面？ 

2016 年世界经济增长不容乐观，估计最终的增长率与 2015 年基本相当。导致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继续低迷的原因包括：一是美国经济复苏可能依然不够强劲。劳动生

产率增速缓慢、劳动参与率持续偏低、美元汇率过于强劲、加息可能造成资产价格下

跌，这些因素将会继续困扰美国经济增长；二是中国经济可能继续下行，去库存、去

产能、去杠杆虽然有助于中长期增长，但在短期内可能导致经济进一步下行；三是全

球大宗商品价格可能持续低迷，而这会严重影响各类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增长；四是美

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可能继续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负面冲击，使得后者面临短期资本流

出与本币贬值压力；五是全球各国争夺需求的竞争可能加剧，汇率战与贸易战爆发的

概率上升。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在很大程度上恰好反映了对未来全球经济增

长前景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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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今年 1 月日本央行出乎意料实行负利率，欧洲央行亦有可能于３月加大宽松货

币政策。现在主要大国仍然宽松货币，继续豪赌需求管理，转嫁本国问题、指望他国

承担，而不是切实进行结构性改革，是否导致一个“不负责任的世界”？ 

在任何国家，推进结构性改革都是“知易行难”的。一般而言，结构性改革属于

存量利益的调整，因此必然会遭致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如果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过

于强大，那么结构调整就难以进行。相比之下，一国实施宽松财政政策或宽松货币政

策这样的需求管理政策，其难度要远低于结构性改革。不过，需求管理政策只能在短

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依然取决于结构性改革的进程。对于大国经

济而言，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造成负面的溢出效应，包括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

加剧竞争性贬值压力等等，这会对新兴市场国家持续产生冲击。鉴于短期内全球需求

是相对固定的，在不扩大供给的前提下，通过货币或汇率手段去争夺需求最终是一场

零和游戏，而且可能加剧国际经贸冲突。 

 

3.近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结构改革似乎都有所放缓，上一轮危机后涌

现的改革潮。正在消失。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应如何打破这种局面，才能拉

动增长？ 

其实，自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结构性改革基本上是乏

善可陈的。原因之一，是结构性改革将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由于阻扰而

难以推行；原因之二，是大多数结构性改革措施，虽然在中长期有助于经济增长，但

在短期内可能导致经济增速下滑，例如去库存与去产能；原因之三，是爆发危机的美

国与欧元区国家，在危机后主要采取了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目前尚未从这些政策中

充分退出；原因之四，是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在本轮全球危机爆发后过了一段短期资本

持续流入、本币汇率不断升值、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好日子，没有动力开展结构性改

革。要打破这种全球范围内结构性改革迟滞的局面，一是要让各国政府充分意识到需

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以及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二是要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尽可能形

成国际合作，避免以邻为壑的机会主义政策；三是需要经济增长迟滞、金融风险上升、

动荡与冲突增加等挑战来倒逼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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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各国经济调控政策的外溢性越来越强。在加强全球

经济政策的协调方面，WB、IMF、FSB 等国际经济机构应当发挥哪些作用？ 

本轮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量化宽松的实施以及退出，为主要大国货币政策的外部

效应提供了最佳注脚。国际社会也日益认识到通过加强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来抑制国别

政策负外部性的必要性。当前的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在这一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IMF 的职责应该是在治理结构更加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的当前格局的前提下，通过加

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来对危机爆发国提供更加及时与更加量体裁衣式的救援，并通

过加强经济监测功能来更好地预测与防范危机爆发。世界银行更加更好地发挥减贫与

多边融资功能，增强世界经济增长的包容性，缓解各国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FSB 应

该在强化并协调主要国家的宏观审慎监管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5.基础设施落后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基础设施建设是近年来各国不断讨论的推动

全球经济增长的重点议题。如何更好地推动基础设施建设？G20、GIH、AIIB 应当发挥

哪些作用？ 

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内有助于提振需求，长期内有助于改善供给，是当前环境下非

常适宜的选择。更重要的是，目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存在基础

设施投资的较大缺口，也即旺盛需求。为了更好地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要在各国

实践中探索更好的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与管理模式，更好地通过 PPP 机制来吸引私人资

本参与投资；二是要通过多种渠道来解决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缺

口。诸如 G20之类的多边合作平台，应该就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共识，

甚至形成行动方案。而诸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IIB 在内的多边性融资机构，

则应该积极利用自身资金或财务杠杆，为国际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当

然，多边融资机构的资金支持要具有可持续性，那么项目的设计与管理就必须充分地

市场化。只有各方均从中获益的机制设计才是最终可以长期持续的。 

（笔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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