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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要闻 环球聚焦

世界主要经济体数据表1 世界经济年增长率
单位：%

表2 主要经济体GDP同比增速
单位：%

表3 主要经济体制造业PMI
单位：%

资料来源：IHS Markit。

表6 主要经济体进出口贸易

表4 主要经济体失业率
单位：%

表5 主要经济体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跌率
单位：%

美联储会议纪要暗示
或将多次 50 个基点加息

本报讯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近日公布的 5 月货币

政策会议纪要显示，面对通胀持续高企的局面，美联储

多数官员认为在接下来的多次例会中都可能会有 50 个

基点的加息。

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在 5月 3日至 4日的货币政策会

议上认为，通胀风险持续存在，委员会高度关注通胀“上行

风险”。同时，企业继续受到劳动力短缺和供应链瓶颈限

制，多项指标显示劳动力市场非常紧张。

多数与会官员认为，在未来几次会议上，加息 50个基

点可能都是合适的。此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表示，委员

会成员普遍认为，未来几次会议中应讨论进一步加息 50个

基点的议题。

美联储 5 月 4 日宣布加息 50 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

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0.75%至 1%之间。这是自 2000 年以

来加息幅度首次达到 50 个基点，显示美联储收紧货币

政策的紧迫性。美联储同时宣布从 6 月 1 日起缩减规

模近 9 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以配合加息举措，遏制

高通胀。 熊茂伶

穆迪再次下调
今年印度经济增速预期

本报讯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日前将今年印度经济

增速预期从此前的 9.1%下调至 8.8%，同时将 2023年该国经

济增速预期维持在 5.4%。

穆迪在报告中说，印度经济从 2021 年第四季度开始

的增长势头在今年前四个月一直持续。然而，原油、食品

和化肥价格的上涨将在未来几个月对家庭财务和支出造

成压力。为遏制通胀进一步上升而采取的加息措施将减

缓需求复苏的势头。

报告同时指出，强劲的信贷增长、企业投资意向大幅增

加表明投资周期正在加强。印度经济仍将稳步增长，除非

原油和食品价格进一步上涨。

穆迪今年 3月发布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印度经济增

速预期从之前的 9.5%下调至 9.1%，将 2023年该国经济增速

预期由 5.5%下调至 5.4%。 胡晓明

新西兰央行再次
大幅加息抑制通胀

本报讯 新西兰储备银行（央行）近期宣布，再度将基准

利率上调 50 个基点至 2%。这是新西兰央行自 2021 年 10
月以来连续第五次加息，也是继今年 4月以来连续第二次

加息 50个基点。

新西兰央行发布报告指出，央行力求将通胀水平控制

在 1%-3%的目标区间。报告同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供

应链的破坏和欧洲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仍在

影响经济和消费者信心。

据新西兰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

新西兰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6.9%，为 1990年第

二季度以来最大涨幅。

尽管新西兰央行继续加息符合市场预期，但其加息幅

度和收紧货币政策的鹰派言论仍给市场带来较大波动。

2020年 3月，新西兰央行将基准利率下调至 0.25%，此

后长时间将利率维持在这一历史低位，以应对疫情给经

济带来的冲击。随着 2021 年下半年新西兰通胀居高不

下，新西兰央行自 2021 年 10月起，连续 3次将基准利率分

别上调 25个基点。 郭磊

白俄罗斯总统呼吁欧亚经济联盟
重组物流体系确保农产品运输

本报讯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日前呼吁欧亚经济联

盟紧急重组物流体系以确保农产品运输。

卢卡申科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

理事会会议时表示，欧亚经济联盟应紧急重组物流体

系，推动“欧亚农业快车”项目，确保农产品铁路运输畅

通无阻。

卢卡申科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西方制

裁，各方应团结起来采取统一行动。他说，欧亚经济联

盟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处于主动地位，但考虑到全球对

农产品的旺盛需求，各方需要密切协调以防止出现商品

短缺。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 2015 年，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

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欧亚经济

委员会最高理事会是欧亚经济联盟最高权力机构。鲁金博

非洲开发银行计划融资 250 亿美元
支持非洲应对气候变化

本报讯 非洲开发银行行长阿金武米·阿德西纳近期在

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的非洲开发银行年会上说，该行将在

2025年前融资 250亿美元支持非洲应对气候变化。

阿德西纳指出，气候变化给非洲大陆带来诸多负面影

响，引发干旱、旋风和洪水等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每年给非

洲带来 70亿至 150亿美元经济损失。“非洲别无选择，只能

应对气候变化。”

据阿德西纳介绍，为保证非洲粮食供应，非洲开发银行

实施了“技术支持非洲农业变革”项目，两年间已向 27个国

家的 1200万农民发放“气候友好型种子”。

阿德西纳说，在可再生能源领域，非洲开发银行正在

萨赫勒地区实施 200亿美元的“沙漠发电”计划，预计将为

2.5亿人供电。 许正

■ 新华社记者 康逸 陈俊侠 付一鸣

为期 5 天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近期

在瑞士达沃斯落下帷幕，此次年会主题为

“历史转折点：政府政策和商业策略”。地

缘冲突、疫情反复、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

叠加，令世界经济承压，亟待与会政商学

各界代表探寻应对之道。论坛上，增进信

任、加强合作、推动全球互利共赢发展的

呼声渐高。

复苏面临诸多挑战

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年会上，多名

相关领域专家发出警告，全球经济面临

多重危机夹击，下行压力增大，面临衰退

风险。

据世界经济论坛调查，多位经济学家

认为今年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表现为

通货膨胀攀升、实际工资下降、粮食安全

风险加剧，经济活动承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

尔基耶娃在论坛上表示，“2022年将是艰

难的一年”，IMF 下调了 143 个经济体今

年的增长预期，这些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

球的 86%。

世界经济论坛常务董事萨迪亚·扎希迪

说，疫情和俄乌冲突将对世界经济造成深

远影响，可能使过去多年的增长成果化为

乌有。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说，俄乌冲突引发

前所未有的全球粮食危机，对最脆弱的国

家和地区、家庭和个人造成巨大影响。

德国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表示，当

前世界面临通胀以及能源、粮食、气候变

化等相互交织的危机。“如果这些问题得

不到解决，真担心会陷入全球经济衰退，

对全球稳定产生巨大影响。”

呼唤携手应对挑战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不稳定、不

确定性上升，全球经济走势令人关注。封

闭还是开放，对立还是合作，零和博弈还

是互利共赢？面临历史的十字路口，论坛

上众多有识之士呼唤各国携手应对挑战，

践行真正的全球化。此次论坛年会有十

多场涉及全球化议题的讨论，足见焦虑

之深和渴望之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表

示，世界的确处于全球合作的困难时

刻。“人们指责全球化带来一些问题，其

实并不是全球化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

造成的。”

聚力战胜疫情、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

苏、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摒弃冷战思维的

中国主张得到与会人士高度认同。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

说，应对全球挑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

“全人类都在一条船上，我们必须携手应

对挑战”。他呼吁各国避免贸易保护主

义和以邻为壑的政策，继续在全球价值

链上进行合作，以共赢方式推动世界经

济复苏。

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亚当·图泽

说，全球化具有韧性，“中国是全球贸易体

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虽然今年以来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

和疫情反复等因素，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

风险和冲击，不少与会专家依然看好中国

经济，认为其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潜力大韧性强，对全球经济复苏具有

重要意义。

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鲁宾斯坦

说，尽管疫情和全球复杂局势对中国经济

造成冲击，但中国政府对经济“把握得很

好”。他表示对中国经济潜力充满信心，

“我们将继续在华投资”。

布伦德指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一些

短期挑战，但中国政府正采取扩大内需、

培育高附加值行业等措施确保经济增

长。“我看好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

他说。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

市场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经济保持

稳定增长不仅惠及自身，也为亟待复苏的

世界经济注入更多动能。IMF 第一副总

裁吉塔·戈皮纳特说，中国仍是世界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经济增长对全

球贸易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前景都会

产生影响。

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布托·扎尔

达里说，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以及让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等方面

都是榜样，是人们希望看到的世界发展

模式。

国际能源署执行干事法提赫·比罗尔

指出，全球可再生能源需求增长“非常强

劲”，中国在这一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全球经济艰难时刻 世界需要合作共赢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提供

世 界

美国

欧元区

日本

英国

印度

2020年

-3.2

-3.4

-6.5

-4.7

-9.7

-7.3

2021年
估计值

5.8

5.7

5.4

1.7

7.4

8.7

2022年
预测值

3.1

2.8

2.7

2.0

3.8

7.4

2023年
预测值

2.9

2.1

2.2

1.9

1.0

6.2

注：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数据。

资料来源：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22年 5月）。

年度 季度

2020年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21年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22年

1季度

美国

-3.4

0.6

-9.1

-2.9

-2.3

5.7

0.5

12.2

4.9

5.5

3.5

欧元区

-6.4

-3.2

-14.6

-4.0

-4.3

5.4

-0.9

14.6

4.1

4.7

5.1

日本

-4.5

-1.9

-10.2

-5.4

-0.8

1.7

-1.7

7.3

1.2

0.4

0.2

英国

-9.3

-2.0

-21.1

-7.7

-6.3

7.4

-5.0

24.5

6.9

6.6

8.7

印度

-7.3

3.0

-24.4

-7.4

0.5

8.3

1.6

20.3

8.5

5.4

俄罗斯

-3.0

1.4

-7.8

-3.5

-1.8

4.7

-0.3

10.5

4.0

5.0

3.5

巴西

-4.1

-0.1

-10.7

-3.7

-0.9

4.6

1.3

12.3

4.0

1.6

注：印度年度数据指财政年度数据。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年份 月份

2021年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22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美国

62.1

62.1

63.4

61.1

60.7

58.4

58.3

57.7

55.5

57.3

58.8

59.2

57.5

欧元区

63.1

63.4

62.8

61.4

58.6

58.3

58.4

58.0

58.7

58.2

56.5

55.5

54.4

日本

53.0

52.4

53.0

52.7

51.5

53.2

54.5

54.2

55.4

52.7

54.1

53.5

53.2

英国

65.6

63.9

60.4

60.3

57.1

57.8

58.1

57.9

57.3

58.0

55.2

55.8

54.6

印度

50.8

48.1

55.3

52.3

53.7

55.9

57.6

55.5

54.0

54.9

54.0

54.7

俄罗斯

51.9

49.2

47.5

46.5

49.8

51.6

51.7

51.6

51.8

48.6

44.1

48.2

巴西

53.7

56.4

56.7

53.6

54.4

51.7

49.8

49.8

47.8

49.6

52.3

51.8

年份 月份

2021年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22年

1月

2月

3月

4月

美国

5.4

6.0

5.8

5.9

5.4

5.2

4.7

4.6

4.2

3.9

4.0

3.8

3.6

3.6

欧元区

7.7

8.2

8.1

7.9

7.6

7.5

7.3

7.2

7.1

7.0

6.9

6.9

6.8

日本

2.8

2.8

2.9

2.9

2.8

2.8

2.8

2.7

2.8

2.7

2.8

2.7

2.6

英国

4.6

4.8

4.8

4.7

4.6

4.5

4.3

4.2

4.1

4.1

3.9

3.8

3.7

印度

7.8

8.0

11.9

9.2

7.0

8.3

6.9

7.7

7.0

7.9

6.6

8.1

7.6

7.8

俄罗斯

4.8

5.2

4.9

4.8

4.5

4.4

4.3

4.3

4.3

4.3

4.4

4.1

4.1

巴西

13.4

14.7

14.6

14.2

13.7

13.1

12.6

12.1

11.6

11.1

11.2

11.2

11.1

注：英国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个月移动平均，经季节调整。

资料来源：印度数据来自印度经济监测中心，其他经济体数据来自各官方统计网站。

年份 月份

2021年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22年

1月

2月

3月

4月

美国

4.7

4.2

5.0

5.4

5.4

5.3

5.4

6.2

6.8

7.0

7.5

7.9

8.5

8.3

欧元区

2.6

1.6

2.0

1.9

2.2

3.0

3.4

4.1

4.9

5.0

5.1

5.9

7.4

7.4

日本

-0.2

-1.1

-0.8

-0.5

-0.3

-0.4

0.2

0.1

0.6

0.8

0.5

0.9

1.2

2.5

英国

2.6

1.5

2.1

2.5

2.0

3.2

3.1

4.2

5.1

5.4

5.5

6.2

7.0

9.0

印度

5.1

4.2

6.3

6.3

5.6

5.3

4.4

4.5

4.9

5.7

6.0

6.1

7.0

7.8

俄罗斯

6.7

5.5

6.0

6.5

6.5

6.7

7.4

8.1

8.4

8.4

8.7

9.2

16.7

17.8

巴西

8.3

6.8

8.1

8.4

9.0

9.7

10.3

10.7

10.7

10.1

10.4

10.5

11.3

12.1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指标

出口额

同比增长%

进口额

同比增长%

净出口额

美国
（2022年3月，亿美元）

2417

17.7

3515

27.0

-1098

欧元区
（2022年3月，亿欧元）

2253

14.0

2428

35.4

-176

日本
（2022年4月，亿日元）

76295

12.5

92483

28.2

-16189

英国
（2022年3月，亿美元）

445

-7.5

806

38.8

-361

印度
（2022年4月，亿美元）

402

31.2

603

31.9

-201

俄罗斯
（2022年1月，亿美元）

459

71.5

248

40.2

212

巴西
（2022年4月，亿美元）

289

11.1

208

28.9

82

注：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均为季节调整后的名义值；美国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其他经济体仅指货物贸易；欧元区不包括欧元区 19国之间的贸易额。

资料来源：英国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印度数据来自印度商业和工业部，其他经济体数据来自各官方统计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