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银行：经济结构调整是

中国应对经济风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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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引发二战以来程度最深的全球衰退仅两年多之后，世界经

济继续面临一系列剧烈冲击。乌克兰战争不仅引发了人道主义危机，而且

严重影响大宗商品市场、贸易、通货膨胀和金融条件，导致全球增长放缓

进一步加剧。 

世界银行 6 月 7 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强调指出，在从衰退

过渡到初步复苏之后，世界经济预计将经历 80 多年来最大幅度的减速。全

球经济增长预计将从 2021 年的 5.7%放缓至 2022 年的 2.9%，与俄罗斯

经济联系更紧密的欧元区经济活动将显著下降；美国经济增速将降至不到

2021 年的一半，这反映了能源价格飙升、金融条件趋紧、供应链持续中断



 

 - 3 - 

等因素的影响。 

2022 年的全球环境也将影响中国经济前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将

大幅拉低出口增长并削弱信心。预计这将加剧中国部分地区因疫情反复和

封控措施而导致的经济放缓，这些因素造成供应链中断，极大地削弱了家

庭和企业活动。继 2021 年强劲反弹至 8.1%之后，世界银行预测 2022 年

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 4.3%，低于潜在增长率——即满负荷生产状态下的

可持续增长率。 

这一预测反映了尽管已采取政策措施缓解经济下滑，但 2022 年第二

季度经济活动依然骤减。随着上海和北京防疫管控的放松，在不暴发任何

重大疫情的情况下，2022 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有望反弹，这也得益

于国务院上月宣布的额外政策刺激的作用。然而，内需正常化预计将是一

个渐进的过程，只能部分抵消今年早些时候由于疫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世界银行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认为，虽然中国具备应对内外阻

力的宏观政策空间，但决策者面临既要控制疫情又要支持经济增长的两难

困境。的确，在防疫管控持续的地方，政策刺激的有效性降低；但是，让

疫情传播则可能会给经济增长造成更大的损害。 

中期来看，需要加大力度摆脱依靠投资导向型刺激政策促进增长的老

路，因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高负债将限制政策宽松的有效性、增大金融稳

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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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资产负债表约束，政策制定者可以将更多刺激措施转到中央

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并将公共投资用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最近宣

布的举措似乎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财政政策除了减轻企业税费之外，还可以瞄准直接鼓励消费的措施。

例如，在已解除防疫管控的地区，广泛发放消费券可以在短期内拉动消费。

加强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障体系等自动稳定器的改革也有助于扩大消费，

尤其是对于那些边际储蓄倾向较低的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而言。 

伴随近期的全球经济减速，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说明了以往刺激措

施的局限性。过去 20 多年来，中国房地产业高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

要引擎。截至 2021 年末，中国房地产投资占 GDP 比重为 13%，而经合组

织国家为5%；如果考虑供应链投入品，则房地产行业约占中国GDP的30%。

因此，房地产行业的无序调整将产生重大的经济后果。 

世行报告为应对这些风险提出了具体建议。短期而言，关键仍然是保

持充足的流动性，密切监测金融部门健康状况以避免溢出效应；中期来看，

结构性改革将为房地产业发展奠定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通过改变城市规划，摆脱过去的粗放型城市化模式，中国的城市中心

区可以变得更紧凑、更有生产力和更宜居。这需要与财政改革同时推进，

以帮助地方政府扩大除土地出让金以外的收入基础。 

与此同时，还需要通过扩大基于项目的融资，或是让房地产投资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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