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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释经组

近期，全球经济景气度持续回升，服务业

延续扩张态势，世界经济下行势头有所放缓。

但是，先行指标显示服务业活动扩张力度开始

减弱，全球贸易前景不佳。同时，由于主要经

济体通胀率仍明显高于政策目标，预计美欧央

行货币紧缩政策尚未结束，高利率仍将持续一

段时间，对全球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带来较

大影响，世界经济下行趋势难以改变。日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指出，在高通胀持续、金融市场动荡、债务

压力攀升、地缘紧张局势加剧等多重负面因素

影响下，预计 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为 3.0%，远

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全球通胀水平为 6.8%，为

近 30年来次高。

世界经济景气度回升，全球贸易依
然低迷

世界经济景气度延续回升态势。6 月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监测的 G20 领

先指标为 99.54，较上月上升 0.08 点，连续 7 个

月回升，但仍连续15个月位于长期趋势线100以

下。在 OECD 监测的 17 个国家中，10 个国家

领先指标较上月上升，中国、日本、墨西哥、土

耳其位于长期趋势线以上。中国领先指标为

100.61，连续 11 个月回升且连续 3 个月高于趋

势线，为 2021年 8月以来最高水平。

贸易量持续萎缩。6 月份，英国金融服务

企业 IHS Markit 全球制造业 PMI 新出口订单

指数较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至47.1%，连续16个

月处于收缩区间，是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持

久的贸易收缩状态。货运需求不佳。6月份以

来，海运市场延续弱势震荡，7月 26日，BDI指
数从 6月 23月的近期高点 1240降至 1067；航运

需求小幅回升，7 月 21 日当周，SCFI 指数为

966.5，较 6月末低点回升 4.6%，但仍为 2022 年

12月以来相对低位。全球贸易前景趋弱。7月

25 日，IMF 发布《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3 年

全球贸易量将增长 2.0%，较上年回落 3.2 个百

分点，远低于 2000-2019年 4.9%的平均增速。

主要行业活动走弱，大宗商品价格走低

全球制造业活动收缩加剧。6月份，全球制

造业PMI为48.8%，较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降

至近 6个月最低水平，连续 10个月处于收缩区

间。数据显示，新订单的持续收缩导致产量下

降，国际贸易动力不足；主要经济体制造业活动

整体走弱，仅法国和墨西哥出现小幅回升。

全球服务业活动扩张势头放缓。6月份，全

球服务业PMI为 54.0%，较上月回落 1.5个百分

点，为近4个月最低，但仍处于近两年相对高位。

全球服务业活动继续扩张，但扩张速度有所放

缓。主要经济体中，除俄罗斯服务业复苏势头加

快外，其他经济体扩张速度均有不同程度放慢。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受全球经

济放缓、需求低迷、流动性收紧等因素影响，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降至近两年低位。据世界

银行数据，6 月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99.9（2010 年=100），创 2021 年 5 月以来新低，

环比下跌1.8%；能源价格指数为95.2，创2021年

6 月以来新低，下跌 1.8%；非能源价格指数为

109.5，再创 2021 年 4 月以来新低，下跌 1.9%。

其中，农产品和化肥价格指数分别下跌 2.4%和

9.3%，金属和矿产上涨 0.7%。

主要经济体加息进程尚未结束

美联储如期加息。7月 26日，美联储如期

加息 25 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至

5.25%- 5.50% ，达 2001 年 以 来 的 最 高 水 平 。

2022 年以来已累计加息 11 次，累计加息幅度

525个基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

表示，尽管通胀水平已经有所缓和，但距离回

到 2%的目标水平仍有一定距离。

欧元区保持加息步伐。7月 27日，欧洲央

行加息 25个基点至 4.25%，为 2001年 10月以来

最高利率，疫情以来累计加息9次，共加息425个

基点。欧洲央行表示，由于通胀仍高于 2%的

目标水平，将会继续加息，以使利率达到足够

高的限制性水平，促进通胀较快回落。

其他经济体加息步伐分化。6-7月，英国、

挪威加快加息步伐，幅度由25个基点升至50个

基点；俄罗斯在连续降息 6 次后加息 100 个基

点至 8.5%；加拿大、沙特保持 25个基点的加息

幅度；瑞士、瑞典加息步伐由 50个基点放缓至

25个基点；韩国、南非、波兰、马来西亚、澳大利

亚、印尼等维持前期利率水平不变。

IMF上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世界经济下行趋势有所放缓。7月 25日，

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3年世界经

济增速将为 3.0%，较 4 月份预测值上调 0.2 个

百分点，但较上年增速回落 0.5个百分点，且明

显低于 2000-2019 年 3.8%的平均增速。 IMF
指出，受服务业较快复苏驱动，一季度全球经

济表现出了一定韧性，因此上调了经济增速预

期，但当前全球经济仍存在多重下行风险，高

通胀、金融市场动荡、债务压力攀升以及地缘

紧张局势加剧等负面影响持续存在，经济前景

依然不容乐观，部分经济体经济将在今年下半

年继续走弱，并难以实现触底反弹。

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显著放缓。2023 年

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预期为 1.5%，较 4月份预

测值上调 0.2个百分点，增速较上年回落 2.2个

百分点。经济预期的上调并不意味着疲弱前

景将有实质性改善，约 93%的发达经济体经济

将继续放缓，预计 2024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

将进一步回落至 1.4%。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维持分化。

2023 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预期为

4.0%，较 4月份预测值上调 0.1个百分点。得益

于中国经济的较快复苏，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

济体经济将增长 5.3%，但其他地区经济将相对

疲弱，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1.9%）、中东和中亚

地区（2.5%）、撒哈拉以南非洲（3.5%）经济均将

进一步走弱，欧洲（1.8%）经济维持低速。

全球核心通胀依然高企。IMF预测，2023年

全球通胀将从 2022 年的 8.7%回落至 6.8%，较

4月份预测下调 0.2个百分点，但仍高于疫情前

2017-2019年 3.5%的平均水平；核心通胀将从

2022年的 6.5%回落至 6.0%，由于约一半的经济

体核心通胀将继续上涨，预计全球核心通胀回

落幅度将较预期更为缓慢。受核心通胀高企

影响，全球约 96%的经济体通胀仍将持续高于

其目标水平。

下行趋势有所放缓 复苏前景面临困境
——近期世界经济形势分析

■ 朱祎

上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行，6月

份回落至近两年低位。下半年，在高通胀高利

率低增长冲击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存下行

压力，但原油和粮食价格走势或将有所分化。

受供给收紧、亚洲需求扩大、美元指数走低等

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中枢或将上移，但全球工

业生产活动仍较为疲软，抑制油价上涨空间，

因此，国际油价或将维持区间震荡；全球粮食

供需形势较为宽松，加大国际粮价下行压力，

但俄乌冲突进一步升温或将加剧价格波动。

上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降至近
两年低位

据世界银行数据，6月份，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指数为 99.9（2010年=100），创 2021年 5月以

来新低，环比下跌1.8%，较上年末下跌20.5%；能

源价格指数为 95.2，创 2021年 6月以来新低，环

比下跌 1.8%，较上年末下跌 27.3%；非能源价格

指数为 109.5，再创 2021年 4月以来新低，环比

下跌1.9%，较上年末下跌5.1%。其中，农产品和

化肥价格指数分别环比下跌 2.4%和 9.3%，较上

年末下跌 2.8%和 25.9%，分别创 2021年 10月和

2021 年 6 月以来新低，金属和矿产环比上涨

0.7%，较上年末下跌 5.9%，创 2022年 11月以来

次低。

国际原油价格窄幅波动。5月以来，石油输

出国组织（OPEC）一揽子油价持续在 70-80美

元/桶区间震荡，6月 30日升至 76.1美元/桶，较

5月末上涨 4.2%，但较上年末下跌 6.3%。主要

粮食价格普遍下跌。6月份，美国小麦价格环

比下跌 6.0%，较上年末下跌 10.6%，创 2021 年

9 月以来新低；国际玉米和国际大豆价格环比

均下跌 0.5%，较上年末分别下跌 11.7%和 8.3%，

均创 2021年 12月以来新低。据芝加哥期货交

易所（CBOT）数据，6 月 30 日，小麦、玉米、大

豆期货价格分别较上年末下降 18.3%、27.0%
和 11.9%。

下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压
力仍存，且不确定性加大

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放缓加大国际大宗商品

价格下行压力。6月7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发布《经济展望》报告表示，在高通胀高

利率等负面冲击叠加的情况下，预计 2023年世

界经济增速将较上年回落0.6个百分点至2.7%，

为金融危机以来除疫情期间外的最低增速。其

中，全球贸易增长疲软是拖累经济的重要因素。

2023年，全球贸易量预计增长1.6%，较上年回落

3.4个百分点，远低于2013-2019年3.4%的平均

增速。下阶段，由于全球需求持续低迷、贸易前

景趋弱，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将加大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下行压力。6月6日，世界银行《全球

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3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指数预计较上年下降23.2%，其中，能源价格指数

下降28.6%，非能源价格指数下降9.6%。

国际原油供需博弈，价格或将维持区间震

荡，部分产油国为提振油价自愿减产，原油供

给或将再度出现紧张局面。7月初，沙特宣布

将自愿减产 100万桶/日的措施延长至 8月，原

油产量将降低至 900万桶/日，达到 2021年 6月

以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宣布8月将原油出口量

削减 50万桶/日，产量可能降低至 930万桶/日，

达到 2021 年初的水平。此外，近期地缘局势

升温引发市场对俄罗斯原油供应担忧，OPEC
一揽子原油价格5月以来首次突破80美元/桶，

7 月 14 日涨至 82.1 美元/桶，创 4 月 26 日以来

新高。

工业生产前景疲弱将抑制原油价格上涨

空间。OECD《经济展望》报告指出，面对持

续高于目标的通胀，各国央行预计将保持高

利率，大多数国家将采取紧缩财政措施以应

对债务压力，进一步抑制工业生产活动。据

共识公司 6 月份发布的《国际经济调查与预

测》，下半年，美国、欧元区、日本工业生产同

比平均增速分别为-1.4%、0.3%和-0.3%，远低

于上年同期 2.7%、2.1%和 2.3%的平均增速。

工业前景疲弱将拖累原油需求增长，降低原

油价格预期。但亚洲地区能源需求整体向好

对油价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上半年，中国

累计进口原油 2.82 亿吨，同比上涨 11.7%，为

近 3 年来首度突破两位数增长；5 月份，印度

从俄罗斯进口原油量达 195 万桶/日，创历史

新高。若下半年亚洲地区原油需求持续向

好，将支撑油价区间震荡。

金融市场风险情绪有所升温，美元指数下

行或将推高原油价格。6月份以来，美国债务上

限谈判取得积极进展，银行业危机化解，叠加美

国通胀率大幅回落，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或接

近尾声，市场风险偏好逐渐回升，美元指数进入

下降通道。7 月 13 日，美元指数跌至 99.76，为

2022年4月以来的最低值，美元指数的下滑，将

带动以美元计价的原油价格出现反弹。摩根大

通预计布伦特原油价格第三季度将升入 80美

元/桶区间，年底约为86美元/桶。

国际粮食供需形势宽松，但地缘冲
突或将加剧价格波动

主要粮食产量预期乐观。据联合国粮农

组织 7 月份发布的最新供需预测，2023/24 年

度，全球玉米和大豆产量分别为 12.1 亿吨和

4.0亿吨，较上年分别增长 4.2%和 8.0%，期末库

存分别为 3.0 亿吨和 5300 万吨，较上年增长

4.3%和 16.7%，受上年高基数效应影响，全球小

麦产量为 7.8 亿吨，下降 2.3%，但期末库存为

3.1亿吨，增长0.9%。主产国粮食播种面积和产

量有所增加。据巴西农业咨询公司DATAGRO

预测，2023 年南美大豆播种面积为 6654 万公

顷，产量为 1.9 亿吨，较上年分别增长 3.2%和

2.6%；据加拿大农业部 6月份发布的《主要作物

展 望 报 告》，2023 年 加 拿 大 小 麦 总 产 量 为

3575.2万吨，增长 5.7%；据美国农业部 7月份发

布的《供需报告》预测，2023年美国玉米产量为

3.9亿吨，增长 11.6%。

国际粮食贸易持续低迷。据联合国粮农组

织 6月份发布的《粮食展望》报告预测，2023年

全球粮食支出将增至 1.98万亿美元，较 2022年

增 长 1.5% ，远 低 于 2021 年 17.5% 和 2022 年

11.4%的增速，其中，发达经济体的粮食进口继

续增加，但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进口支出预计

将下降 1.5%，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支

出将减少 4.9%。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7 月份预

测，2023年，全球粮食贸易量较上年下降 0.2%，

其中，小麦和玉米分别下降 3.4%和 0.8%，大豆

小幅增长 2.1%。据美国农业部 7月份《供需报

告》预测，由于出口市场竞争激烈，2023 年，美

国小麦、玉米、大豆价格将较上年下降 15.1%、

27.3%和 12.7%。

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粮价波动。2022 年上

半年，受俄乌冲突影响，粮食出口受限，粮价快

速上涨，据世界银行数据，5月份粮食价格指数

涨至169.0，创1960年有记录以来新高。2022年

7月，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共同签

署了黑海粮食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同意设

立联合协调中心，对乌克兰农产品经黑海出口

运输提供安全保障，也保障俄罗斯粮食与化肥

进入国际市场。联合国称，签署协议一年以

来，已有超过 3200万吨粮食商品从乌克兰出口

到全球 45个国家，缓解了粮食供给紧张和市场

恐慌情绪，粮价逐步回落。今年 7 月 17 日，俄

罗斯外交部表示，由于协议主要目标没有实

现，自 7 月 18 日起停止续期，再度引发市场对

粮食供给的担忧，据CBOT数据，7月 18日，小

麦、玉米和大豆期货价格当日分别上涨 2.3%、

5.2%和 1.3%。

下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压力仍存
多重因素加大价格不确定性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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