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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不平等问题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费雷拉撰文讨论了疫情下的不平等问题。他指

出，可以从死亡率分布及收入分布这两方面来考虑不平等问题。一方面，

较富有国家的人均死亡率高于较贫穷国家，可能是因为较富有国家具有人

口老龄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国际收入不平等可以分成了三种类型。第一，

如果不考虑人口权重，不同国家间的不均衡（人均 GDP）有所缓解。由于

高收入国家在 2020 年遭受了更为严重的经济收缩，因此国别间的不平等

问题反而有所缓解，这符合基尼指数、希尔指数及变异系数的变化趋势。

第二，如果考虑到人口权重，全球国别间的不均则有所加重。其中，人口

大国印度的负面影响因素最大。第三，全球个体间的人均 GDP 分布可能更

加不均。由于各个国家统计的 2020 年个人数据仍未公布，所以很难就第

三类不平等现象的发展趋势做出定论，但由于劳动力市场中不平等问题的

加剧，以及资本市场中资产价格上涨，个体间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应该

是一个合理的推断。但总体来说，因为疫情下社会保障政策十分有力，所

以在官方数据发布之前，我们对于不平等问题的趋势还尚不明确。[1] 

PIIE 

五月美国劳动力市场回暖 

高级研究员福曼等撰文指出，2021 年 5 月美国增加了 55.9 万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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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失业率下降至 5.8%，但劳动力参与率略微下降，并且仍旧低于去年

夏天的水平。因此，对较低的劳动力参与率进行调整后，真实失业率将上

升至 7.3%。 

尽管就业率远低于正常水平，但劳动力市场紧俏，用工需求并未得到

满足。职位空缺及辞职率都位于历史高位，平均一个空缺岗位对应一位失

业人口。五月，制造业和非监督工人的薪水增长 0.5%，但由于失业岗位多

集中于受疫情打击严重的服务业等，因此，产业权重固定下的工资水平上

涨超过 0.6%。劳动力市场稀缺可能是因为在就业流动性较大的情况下，劳

动力需要时间来重新获得工作；同时，疫情的影响以及疫苗尚未完全普及

也可能降低劳动力供给。除此之外，疫情期间较高的失业保险也给了劳动

力更多时间去规划职业生涯、寻找更合适的工作，因该因素有可能减缓劳

动力供给的恢复。[2] 

欧央行 

危机给欧央行带来的启示 

欧央行行长拉加德 6 月 2 日发表演讲，讨论了经济危机带来的三点启

示。 

第一点是金融监管的重要性。2008 年经济危机表明，有效的金融监管

与促进经济发展不存在取舍关系。在危机中，强劲的金融部门本身就是宝

贵的资产。在该思路的指导下，自 2011 年起，欧央行核心资本率几乎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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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倍，目前达到 14%。欧央行还开始对欧洲银行进行监督，提供关于金

融风险的评估。因此，在此次疫情中，银行不再是不稳定性的来源，而成

为了政策实施的关键力量，并及时为经济提供了流动性支持。 

第二点是决策者决心的可信度。经济危机在欧洲演变成了欧洲债务危

机。这说明欧洲地区容易出现自我实现式的恐慌，而决策者的承诺则是关

键因素之一。因此，危机中决策者的决心是一个重要信号。接受这一启示，

在本次疫情中，欧央行快速且有力地推出了疫情紧急购买计划，以显示其

对欧元的无限制担保。 

第三点是政策之间协调的必要性。欧债危机演变出欧洲经济的长期低

增长、低通胀率等问题，这也表明适当的政策组合十分重要。当通胀率低

且利率低于 0 时，最佳政策组合发生了变化：当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进行

补充时，货币政策会更加有效。因为货币政策无法有效地实施结构性政策，

因此不能很好地支持最需要帮助的部门，而财政政策的结构性调节手段则

十分有力；同时，需要货币政策确保良好的融资环境，以支持经济中的所

有部门对疫情做出合理的响应。更好的政策组合还囊括了供给侧相关政策：

结构性改革不应当只注重低成本、高出口等方面，提升生产力、推动经济

现代化发展也应该包含在其中。遵循这一启示，欧盟及欧央行推出“新欧

盟”(NGEU)计划，以推动欧元地区经济绿色化、数字化发展。[3] 

日央行 

日本经济与货币政策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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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央行执董安达诚司于 6 月 2 日发表演讲。 

安达诚司首先分析了日本的经济情况。得益于美国及中国的经济恢复

拉动了外需，日本经济也逐渐恢复。其中，机械及 IT 行业恢复尤其迅速。

尽管零售业受到了关停等限制，但由于家庭开始增加了居家消费，零售业

也开始逐渐恢复。甚至一部分服务业企业通过提供高端、高附加值的服务，

捕捉到了消费者增长的需求。在央行的政策支持下，日本整体融资条件保

持宽松，破产企业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 

同时，日本经济也面临的三个挑战：（1）如果疫苗普及速度缓慢，那

么服务业的经济活动将会持续受限，消费者情绪难以回升；（2）国际金融

市场的波动，特别是美国证券市场的波动，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实体经济，

进而影响到支撑日本经济复苏的外部需求；（3）国际上面临着“地缘经济”

风险，该风险包括地缘政治风险及经济政策所带来的风险。基于该分析，

安达诚司指出，日本企业的融资问题可能将由从流动性压力转移到偿付能

力压力上，针对这种风险，日本央行对“应对疫情特别融资支持企划”进

行相应的调整。 

安达诚司还认为，因为通胀预期对日本物价的影响很大，所以实现 2%

的物价稳定目标至关重要。要实现这一目标，日央行不仅需要提高经济的

预期增长率，还需要同时提高企业和家庭的预期通胀率。并且，实现 2%

的物价稳定是一个长期过程。考虑到日本企业及家庭的行为变化也可以对

物价预测产生影响，如果企业能够更多地提供高附加值的商品及服务，那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3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