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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参加
第六届阿斯塔纳经济论坛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仍然
乏力，要彻底摆脱经济危机，需要解决金融监管问
题，并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财
政紧缩和经济刺激之间的关系。

吴红波说，自金融危机爆发 !年来，国际社会
和各国政府做了很多努力。从目前来看，各经济
体、特别是遭受打击比较重的经济体有所恢复，但
恢复程度很小，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还很缓慢。根

据联合国数据，去年全球经济增速只有 !#"$，今
年可能还会保持这个增速，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复苏
没有明显起色。要想摆脱世界经济危机，有几个问
题需要国际社会认真研究。

首先，如何解决金融监管问题。金融危机发生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金融监管。缺乏金融监
管具有广泛性。从目前来看，美国正竭尽全力避免
陷入财政悬崖，经过欧元区国家努力，欧盟经济局
势没有恶化，日本采取的一些新金融政策也取得了
一定效果，但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世界
经济要真正复苏，就需要建立公正的世界金融秩
序，需要对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

第二，如何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
关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实体经济不再
重要，认为发展金融衍生工具才是生财之道。现在
看来这是错误的观点。有些国家虽然通过采取某些
金融政策可以暂时脱离危险，但效果不会持久，而
且还可能殃及其他国家。

第三，如何处理好财政紧缩和经济刺激的关
系。面对经济危机实行财政紧缩政策是必要的，但
紧缩过度会打击消费，使经济增长缺乏动力，所以
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当谈到目前困扰许多国家的失业问题时，吴红
波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不仅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

造成影响，还
会危及社会稳
定。如何创造更多
就业岗位是各国政
府面临的重大课
题。必须意识到，只
有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才
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但联合国所说的就业机会
是指让人们能体面地工
作。有些国家由于经济条件限
制，人们为了生存必须在很恶
劣的条件下工作，这不可取，
也不可持续。人们需要的不仅
仅是工作，而且还要体面地工作，
在这方面联合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为期 "天的第六届阿斯塔纳经济论
坛 !!日至 !%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
塔纳举行，共有来自 &'' 多个国家的 ()''

多名代表参加此次论坛。本次论坛主要讨论
涉及全球经济发展的 ! 个主要问题：!'&"

年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和原材料价格、基础设施和创
新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经济增长的社
会要素、全球金融系统的风险及其抵御措施。

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

摆脱经济危机需解决三大问题
新华社记者 周 良

数 据 链 接
!月 #"日，联合国发布年中更新版的 《#$%" 年世界经

济形势与展望》，预计 #$%" 年世界生产总值 （&'(） 的增
长率为 #)"$，比年初预计低 $)%个百分点。

!"#$

* 月 %$ 日，世界贸易
组织发布年度全球贸易数
据报告，对 #$%"年世界贸
易增速预期仅为 ")"+，比 #$%# 年的 #+稍
好，但较 #$%%年的 !)#+则明显偏弱。

#"#$

! 月 %$ 日，美
国财政部数据显示，
美国联邦政府 *月份
财政盈余为 %%#, 亿
美元，相比此前各界
预期的 %$-! 亿还高
出了 -$ 多亿美元，
为自 #$$. 年以来最
高。

%%!&亿

! 月 %/ 日，密歇根大学公布的调查
显示，美国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大幅
上升至 .")/ 点，创下近 - 年来新高，接
近金融危机前水平。

'#"(点

! 月 #%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
布数据显示，#$%" 年第一季度欧盟经济
同比下降 $)/+。欧元区则同比萎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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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东京股市日经股指收盘
暴跌 %%*")#.点，收于 %**."),.点，跌幅
达 /)"#+，超过 #$%% 年日本大地震和
#$$.年雷曼兄弟倒闭之后的跌幅。

%%*#"!'点

! 月 #" 日 ，
汇丰银行报告显
示，! 月份中国制
造业 (01 指数初
值为 *,)- 点，是
去年 %$ 月以来首
次降至 !$点以下，
显示中国制造业在
连续 -个月扩张后
重现收缩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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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泰晤士报》：

尽管 #$%" 年全球经济有所好转，

但世界经济增长势头仍然过弱，不仅发

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而且新兴国家的

增速也在减缓。美国经济总体形势向

好，但美国经济不得不依赖美联储的货币扩

张政策，经济复苏缺乏活力；欧元区的国内

生产总值已经连续 " 个季度负增长，预计

#$%" 年欧洲经济有可能会进一步下滑，再次爆发危

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新兴国家希望实现以内需为主

的自主增长模式，但至今找不到通往这一模式的道

路。世界经济的复苏仍面临诸多挑战。

美国《时代周刊》：

虽然世界经济形势自 #$%"

年年初以来有所改善，世界经济

面临的主要风险和不确定性也有

所缓解，但并未完全消失。而且

从实体经济来看，全球经济增长

仍未见明显起色，国际贸易也持

续低靡，这表明全球经济健康状

况相当堪忧。尽管危机已不像

#$$, 年那样严重，但出现经济

危机的风险仍然存在，并且新的

经济“并发症”正在涌现。

日本《产经新闻》：

日元贬值、股价上涨，日

本国内普遍认为这是安倍新政

权实行的经济政策带来的效

果。遗憾的是，在全球经济时

代，仅靠“安倍经济学”依然

无法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动

向。并且安倍经济政策与上世

纪末日本扩大内需的做法十分

相似，这可能导致日本经济在

#$%- 年至 #$%/ 年之后再度遭

受重大挫折。

德国《世界报》：

#$%"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欧

洲债务危机进一步降温，美国暂时绕

过了财政悬崖。但很多专家认为，世

界经济变得平静只是暂时现象。贫富

差距拉大，人口老龄化，政府债务增

多，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仍是世界经济

面临的主要风险，而大部分国家在减

少这些风险方面没有取得太多的进展。

因此，未来 %$年世界经济形势仍不容

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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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经济合作 与 发展组织
（2345）的《半年度全球主要经济体评估报
告》 出炉。#$%"年行将过半，各种经济数据
纷至沓来，各个经济体的运转趋势也逐渐浮
出水面。世界经济在 #$$.年金融危机之后已
经挣扎了 ! 年，目前又处于什么样的态势？
世界经济真的好转了吗？未来又会如何发展？
本报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疲弱之中生乱象

在 2345的评估报告之前，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106） 和联合国均对
世界经济的预估做出调整。值得注意
的是，与年初预测相比，虽然 106 和
联合国双双调低了经济增长预期，但
两个数据都不低于去年的实际增长率。

世界经济似乎正在好转。
然而，外交学院副院长

江瑞平分析指出：“从国际
机构最近公布的数据来看，
世界经济总体上并没有明显

好转，依然延续 #$%#

年低迷的态势。”原中
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

政治研究所国际
战略研究室主任
沈骥如也表达了
相 似 的 看 法 ：
“总的来看，世界
经济的复苏是好
于 #$%# 年，但是
仍然比较弱。”不
过，他特别强调
世 界 经 济 目 前
“很不均衡”。

眼下的世界

经济局势可以用一个“乱”字来
形容。沈骥如指出，在发达经济
体中，只有美国经济明显复苏，
欧洲和日本还不景气，发展中国
家经济体增长有所放缓。这些都
是世界经济乱象的含义所在。

种种数据表明，美国保持着
强劲复苏的势头。全美企业经济
学家协会预计今年美国 '5( 将
增长 #)%+，而纽约联储更是认为
明年有可能加快到 ")#!+。

与此相比，日本和欧洲就黯然失色。
日本经济虽有起色，但不确定性仍然很

高，其主权债务已占其 '5( 的 #"$+。中共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史妍嵋分析
说，日本未来存在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

欧盟内部更是一团乱麻。主权债务危机
导致的衰退还没有得到扭转，欧盟核心国家
之间的经济不均衡却愈发明显。今年第一季
度，德国经济保持小幅增长，法国则继续萎
缩，而意大利经济更为严峻，连续第 / 个季
度环比下降，降幅高达 $)!$。

发达国家经济的步调“良莠不齐”，新兴
经济体的发展也出现分化。一方面，新兴经
济体的发展明显降速。以中国为例，第一季
度经济增速已滑落到 /)/+；另一方面，降速
的程度有很大差别。巴西经济去年严重萎缩，
勉强实现正增长。今年的形势依然不乐观，
巴西央行预测 #$%" 年 '5( 增长率或仅为
#),.+。

针对这些“不均衡”的局势，106 主席
拉加德不久前提出世界经济“三速复苏”的
概念。这表明，世界经济在总体疲弱的背景
下变得更加复杂，乱象越来越突出。

为何美国一枝独秀？

一边是日本和欧洲的不景气以及新兴经
济体发展的降速，另一边是美国经济的强势
复苏，这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对照局面。
美国在世界经济乱局中是如何实现复苏的呢？

江瑞平认为，美国这一轮增长主要是靠
发行美元来刺激的。但他进一步分析说：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经济的增长是以牺牲其
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代价的。
美国量化宽松使得整个西方尤其是欧洲和日
本陷入过度的量化宽松，新兴市场也面临本
币升值和抑制通胀的压力。”

量化宽松政策在短期内刺激了美国经济，
同时也让其他经济体面临诸多负面的“溢出
效应”。美国许诺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削减债
务，却依旧像变魔术一样超量印发货币。

有数据显示，%,.$ 年美国国家债务仅为
%万亿美元，而现在它已经快速攀升到 %/ 万
亿美元，其规模令人咋舌。难怪有媒体“吐
槽”说：“联邦政府每小时从我们的后代手
中偷走超过 %亿美元。”

的确，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之中充满掠
夺的味道。
“大量发行的美元总的趋势会贬值，这实

际上是一种赖账行为。这些年来，美元贬值
了 "$+左右，美国就赖掉了这么多账。这样，
就把自己的主权债务危机转嫁给了其他国家，
让其他国家为他的债务危机买单。”沈骥如分
析说。

截至 #$%%年底，发展中国家储备资产达
/ 万亿美元。如果美元缩水，发展中国家所

积累的财富无疑将向美国转移。
但量化宽松的“掠夺”还不止于此。沈

骥如继续分析说：“量化宽松，实质就是通
过发行货币给市场注入流动性，让市场不缺
钱。但是，因为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会通
过各种渠道流到世界各国，从而引起通货膨
胀。很多国家就采取调整利率的方法来抵制
这个问题，继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紊乱。”

进入 !月以来，许多国家相继宣布降息。
分析人士普遍担忧，这会引起新一轮的货币
战争。而美国恰恰是始作俑者。美国树立了
一个样板，这就是，为了保护本国的金融机
构，可以置他国利益于不顾。

要合作不要“壁垒”

“整个世界正处于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时
期，不是哪一个地区或局部国家的问题。”上
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伍贻康把这
看作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基本现象”。

如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实现自顾自
地发展，尤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

上周，全球股市经历“黑色星期四”。美
联储主席伯南克称，或许将逐步削减第三轮
量化宽松规模，结果欧洲、日本以及亚太其
他国家的股市纷纷应声大跌。这再次表明，
整个世界已深度融合为一起，未来世界经济
走出危机需要协调一致的“调整”。

伍贻康表示：“美国经济复苏有多大的
持久力还要看其他发达国家、目前发展比较
好的发展中国家对他的支撑，以及全球经济
调整的大格局如何进展。”可见，“以邻为
壑”或者借世界经济的乱象“浑水摸鱼”，都
不是实现持续增长的理性方式。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
呼吁的，“全球化让所有国家变得更加相互
依赖，因此必须有更多的全球合作”。对于世
界各个国家来说，现在是真正携起手来的时
候了。

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发达国家要抛弃
“陈旧的思维”。拉加德曾指出，只关注本国
利益，采取竞争性贬值、贸易壁垒、牺牲他
国来保护本国金融机构，这是一套过时的心
态，与当代全球经济格格不入。

沈骥如也表示：“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抛
弃零和游戏的思维，放下架子，很好地与新
兴经济体合作，走出危机、走向繁荣的路就
会顺畅一些，时间就会短一些。”

而在沈骥如看来，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
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他介绍
说，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正在加
强合作，不但会带动南南合作，也会带动南
北合作，更加和谐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正
在建立。他在总结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所发挥
的全球性作用时说：“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在
向前推进，这样是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
或者互利共赢。”

世界经济真的好转了吗？
郑 兴 曹德超

漫画：困难重重
（来源：北青网）

漫画：大棒挥舞
吴 明作

漫画：很差钱
崔 莹作

吴红波接受专访 （图片来源：天山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