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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面对气候威胁，全球需要更强有力的行动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撰文表示，面对气候威胁，各国需要制定更高

的减排目标，并快速采取相关的政策响应。 

文章指出，有 135 个国家已经承诺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

然而，即使各方都兑现了到 2030 年的碳排放承诺，届时也只能达到控温

目标所需减排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因此，所有国家还应当加大减排力

度。其实，这一要求具有可行性，因为减排成本是可控的：为实现 2 摄氏

度以内的控温目标，全球减排的成本大约为 GDP 的 0.2%至 1.2%，而其中

较富裕国家将承担最大一部分负担；同时，许多国家中，减少化石燃料使

用的有关成本可能被国内的环境效益所抵消，例如环境改善带来的死亡率

降低。为实现更强有力的减排目标，加大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

部资金支持极其重要。因此，发达经济体必须实现承诺，从 2020 年起每

年向低收入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资金。此外，为了扩大私人融资，应当

明确公共部门在减缓气候变化上的目标，并提高信息的质量和标准化程度，

以便更好地运用价格杠杆来推动绿色技术。 

即使各国能够做出具有雄心的减排目标，实施减排的具体政策依旧十

分重要。对此，文章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实施碳定价。其中，IMF

工作人员特别提议在排放大国之间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碳价下限安排。

第二，加强绿色公共投资。第三，改革中，要循序渐进，并确保良好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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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方便家庭和企业做出相应调整。[1] 

PIIE 

美国十月份就业人数稳固增长，但仍有百万劳动力处在观望状态 

PIIE 高级研究员福尔曼等撰文分析了十月美国劳动力市场情况。根据

雇主调查，十月美国经济增加了 531000 个岗位，弱于六月至七月 1027000

的平均增长，但快于八到九月 398000 的平均增长。失业率持续下降，达

到 4.6%的水平，仅比疫情前水平高 1.1%，但真实失业率（针对传统失业

率的分类误差以及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幅下降进行调整后的失业率）则比疫

情前水平高 2.5%。并且，失业下降的同时，劳动力参与率基本没有什么变

化，自 2020 年夏季以来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低位，这已限制了整体就业

及经济形势。劳动参与率低反映出劳动力供给的紧俏：一方面，职位空缺

及辞职率一直保持在高位，表明工作机会很多，说明人们确信自己可以找

到新工作，因此有信心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由于通胀率较高，

所以真实工资并没有出现增长。 

总体来说，经济仍比疫情前趋势少了 620 万个就业机会。如果增长速

度维持现在的水平，就业市场完全恢复还需要 13 个月。目前来看，未来劳

动力市场的具体恢复情况及速度很可能主要取决于工人找工作的欲望，而

非对劳动力需求的强度。[2] 

美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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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发表货币政策声明 

11 月 3 日，美联储发表公开市场委员会声明。 

货币政策依旧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并将长期通货膨胀率维持在

2%的水平。由于过往通货膨胀率长期低于 2%的目标，所以美联储将允许

未来一段时期通货膨胀率略高于 2%，以确保长期目标通货膨胀率能提升到

2%左右，并将长期通胀目标也稳定在 2%。在此之前，美联储将会一直维

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达到充分就业、长期通货膨胀率达到 2%之前，美联

储会将目标联邦基金利率一直保持在 0%-0.25%这一水平。考虑到经济已

经达到了去年 12 月所设置的“进一步实质进展”目标，委员会决定每月减

少购买 100 亿美元国债及 50 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目前看这

一 Taper 的速度是合适的，但如果经济有任何变化，委员会也做好了做出

相应调整的准备。美联储的资产购买项目将继续促进市场的平稳运行及维

护宽松的金融条件，最终确保支持信贷流向家庭及企业。 

在未来对货币政策立场的考察中，美联储将继续密切关注经济活动的

多项指标（包括公共卫生、劳动力市场状况、通胀压力、通胀预期以及金

融市场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对可能影响美联储目标的各种风险隐患进行

迅速响应。[3] 

欧央行 

央行数字货币：数字创新的货币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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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欧央行理事帕内塔阐述了央行数字货币的重要性。 

他指出，能否兑换央行货币才是私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和价值储存手

段的要害。在现金时代，央行货币通过为货币提供标准的方式，维持了稳

定的支付系统，保证了金融稳定性，并确保了各方对货币的信任。然而，

尽管目前欧央行依旧通过现金方式来提供央行货币，但现金在支付中的作

用正在逐渐下降。这一趋势很可能会导致人们不再需要央行货币作为支付

手段，进而削弱央行货币作为货币锚的效力。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新兴私

人支付手段（如稳定币）尚不能成为新的货币锚，稳定币的可信度依旧取

决于其可以兑换央行货币的能力。但如果允许稳定币发行者进入央行的资

产负债表，同意其以无风险存款的形式在央行中存入储备，那这意味着央

行实际上将货币供应外包给了该发行商，货币主权很可能被削弱。如果央

行不能提供可信的货币锚，那么人们将不得不监测私人货币发行者的安全

性，以此来对每种形式的货币进行估值：这就使货币的单一性遭到了破坏。

综上分析，央行应当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以确保央行货币在数字时代中依

旧是有效的交换手段，从而确保央行货币作为货币标准的地位。 

要成功地发行数字欧元，必须使得该货币被广泛地接受及使用。数字

欧元不应当与私人支付手段竞争，而应当促进欧洲私人支付服务之间的竞

争，特别要确保银行及金融科技公司可以与科技巨头竞争。同时，数字欧

元还应当促进欧元国际化进程，增强欧洲在全球支付系统中的自主权。[4]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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