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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的冲击 

 

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衰退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封城和保持社交距离 

3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总数 
（单位：百万） 

严格指数，以最新为准 
（0-100最严格） 

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国家 

发达经
济体 

发达经济体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
家 

2020年1月 2020年3月 2020年5月 2020年7月 2020年9月 



新冠肺炎破坏了经济活动和跨境流动 

4 

 

  

国际航班到达数量变化，2020 

（百分比，年度同比） 

汇入汇款变化 
（从2019至2020的百分比） 

4月-5月 

1季度 

2季度 



大量财政刺激措施支持公共医疗保健并且为人员和公司提供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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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财政支持 
（占GDP百分比） 

采取政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 
（CAREC出口国和进口国数量百分比） 

石油进口国 
石油出口国 发达经济体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
家 



帮助放宽财务条件和保持信用流动的货币和金融行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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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率调整 
（2019年底以来基点变化）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宏观金融措施 

石油进口国 石油出口国 

放宽宏观金融应对政策 
 

公开宣布的关于影响银
行借贷的新冠肺炎疫情

相关政策 
 

贷款类别和 
放贷规则调整 

其他宏观审慎 
政策调整 

监管就流动性要求 
作出的应对 

监管就资本要求 
作出的应对 

放宽反周期 
资本缓冲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
家 

发达经济体 



 

 

汇率压力持续，债券基金流入疲软 

名义汇率 
（国家货币对美元，2018M1-100） 

债券基金流动 
（合计，本年迄今，单位：十亿美元） 

宣布全球大流行
疫情 



很多国家2020年进入衰退，通胀率上升 

8 

实质GDP预测，2019-20 
（百分比变化） 

CPI预测，2019-2020 
（百分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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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上升之路 



预计复苏是渐进且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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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C石油进口国不包括中国：实质GDP预测 
（百分比变化） 

CAREC出口国：实质GDP预测 
（百分比变化） 

2019年
10月 

2020年
4月 

现在 
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目前预
测 

2019年10月 2020年4月 

现在 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目前预测 

非石油增长目前预测 



公共债务预计会上升，中期需要调整和财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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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债务预测修订，2020-20 
（GDP中占比） 

基础财政收支调整合计，2020-20 
（GDP中占比） 



伤疤：疫情可能会对人员、公司和经济带来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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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和公共投资 
（GDP中占比） 

不良贷款增长 
（百分比） 

私营 公共 

欧洲新兴市场 亚洲新兴市场 



CAREC国家有机会加速绿色投资和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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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个人用户数 
（总人口中占比） 

二氧化碳排放 
（GDP每一美元平价购买力排放的公斤数）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发达经济体 

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国家 

发达经济体 



IMF |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Department 
14 

支持初始复苏 
减小伤疤 

建立一个更好、更绿和更公平的未来 



建立一座连结疫情、复苏和更好未来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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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见的政策支持已经：  

 

 拯救了生命和生计 

 保持市场运作 

 维持信用流动 

 避免负面宏观金融反馈环… 

 …以及大规模的破产  

 

 … 但是可能加剧未来的脆弱性： 

 

 实体-金融脱节 

 债务和破产上升 

 耗竭缓冲 

 过度承担风险 

 

 财政：不要太快撤除支持，有针对性地支持，从保护现有就业逐步转换到帮助人

们回去工作，尽早处理债务 

 货币：如果可能的话，保持适应性 

 流动性支持：继续但是调整价格以鼓励退出 

 银行：鼓励使用资本和流动性缓冲 

 借款人支持：延期偿还延期（有必要的话）；支持债务重组；高效的庭外和解 

 

 

 财政：促进行业布局调整，支持脆弱人群，重建缓冲，经济增长-气候-包容性友

好的财政政策，加强货币框架 

 货币：如果可能的话，保持适应性，直到目标实现 

 流动性支持：一旦疫情得到控制，逐步退出 

 银行：逐步重建缓冲和减少问题资产 

 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强监管框架 

 债务积压：对不能存活的公司调整资本/结构调整/解散 

 更低风险持续更长时间：通过审慎政策控制过度承担风险 

 更强大、更可持续的增长：请见下一页 

中期和长期政策 

短期政策 



疫情后的二十一世纪需要新的增长模式：强大、韧性、包容和绿色 

为下一次危机准备
政策框架 

解决贫困、非正式，
并培养人才  

提高金融普惠和对中小企
业的支持 

 

重建增长友好的财政
缓冲 

加速多样化 

提高网络可及性、数字化、社会服务
提供 

 

更强、更平等
和更可持续的
增长路径 

为气候变化做准备并使经
济更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