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数字经济
迅速异军突起

    在疫情的冲击下， 中国以

电子商务、在线教育、远程医疗
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异军突

起， 传统产业也纷纷加快数字
化转型步伐。 数字经济不仅对

经济增长起到非常关键的作
用，还具有较强的抗压能力。中

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与灵活的运

用模式更是为数字经济的崛起
开辟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数据显示， 中国灵活就业
从业人员规模已达到 2 亿左

右， 依托于数字经济的灵活就
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

在全球面临失业潮考验的背景
下，这样的数据尤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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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重创经济 全球期盼熬过寒冬
文 /艾舟 弦子

“一枝独秀”提振信心 中国有望引领复苏

    北半球的冬天很冷。在寒风中

露天就餐的感觉，几乎是不可想象
的。但对欧洲许多生存艰难的餐厅

来说，这几乎是唯一不用关门停业
的可行方案。

这些欧洲餐厅的处境是一个缩
影，10月下旬以来，世界多地新冠

疫情迅速恶化，第二波疫情导致多

国“封国”，也再次重创了世界经济。
经济复苏成为各国共同期盼。

面临着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的艰
巨任务，这些国家将何去何从？疫情

之下，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世
界经济又将如何应对严峻挑战？

中国“一枝独秀”给世界经济提
振带来了信心，眼下，在上海召开的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给世
界带来了更多互利共赢的机会。

疫情反复 民生艰难
阿里亚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

尔经营一家酒吧。对他来说，夏日的

欢乐时光如昙花般转瞬即逝，即将
到来的冬天才是冷酷且漫长的现

实。因为根据新的规定，比利时所有
的餐厅和酒吧都必须关闭一个月。

“您现在必须关店，对吗？”一位

酒吧的老顾客问。阿里亚斯答道，
“这是政府的命令。四个星期，但谁

知道以后呢。”10月以来，比利时的
新冠确诊病例呈指数级增长，死亡

率也位于领跑行列，这个欧盟的心
脏所在地已成为欧洲疫情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
疫情使人们的流动受到限制，

旅游业和交通运输业以及航运受到
的打击最大。上海国际经济与金融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徐明棋认为，很
多航空公司陷入了破产的边缘，有

些已经在大幅度裁员。餐饮业、酒店
行业同样备受打击，与这些行业相

关的服务业也受到很大影响。
曾被评价为“以一己之力撑起

整个柬埔寨旅游业”的吴哥古迹，正
深陷营收寒冬。根据官方最新统计，

今年前 10个月，参观吴哥古迹的国
际游客约 39.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

的 180 万人次，下滑 77%；门票收
入为 1854万美元，较去年同期的

8070万美元，下滑 77%。
在日本，眼下再也看不到外国

游客手提大包小包“买买买”的盛况

了。这种变化，曾密布日本街头的药
妆店巨头松本清始料未及。今年，它

沦为现在日本主流药妆店业绩最差
的一个。整个 9月，松本清因净利润

下跌了四成而不得不一口气关闭了
50家门店。据统计，受新冠疫情影

响，今年 1月至 8月，日本有 35800

家公司倒闭。吹响破产号角的，是有

着 64年悠久历史的老字号旅馆“富
士见庄”，倒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大批外国游客取消了订单。
由于疫情期间市场需求萎缩，

美国波音公司预计到 2021年年底
前裁员近 3万人。德国汉莎航空、新

西兰航空、意大利航空公司等都表

示要通过精简队伍自救，欧洲廉价
航空公司瑞安航空已宣布，4月和 5

月的员工工资减半，北欧航空也宣
布约 1.2万名员工停薪留职……

据行业分析师鲍勃·斯塔拉德
预测，未来五年，全球航空公司对飞

机的需求可能会比之前预测的要少

2000架。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预测
也认为，由于疫情冲击，今年全球客

运航空业的收入损失或将超过
2520亿美元。

市场低迷 衰退难免
从宏观经济表现看，疫情的冲

击影响深远。“这是 1929年经济大

萧条以来全球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
格局。”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东亚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直言，“第二波
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非常大，首先

表现为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由此

带来各国企业正常生产受到很大的
干扰，失业率急剧上升。这对本就经

济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全球各国
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失业的上升导致消费的减少，
进而拖累贸易与投资，有可能使全

球经济陷入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安联高级经济学家卡塔琳娜·乌特

莫尔说：“第二波疫情来袭如此之

快，令人难以置信。一些国家第四季
度将转为负增长，经济再次衰退是

绝对有可能的。”
全球经济衰退目前看来难以避

免，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全球石油价
格持续走低。受疫情冲击影响，今年

上半年全球经济活动陷入停摆，国

际油价持续走低，甚至一度从年初
60美元以上的高位一路跌至负值，

创历史首次。入夏后，全球油价逐渐
回升至 40美元左右，一度被视为全

球经济好转的信号。但随着欧洲在
第二波疫情里“沦陷”，全球油价上

周重挫 10%，再现触底态势。
徐明棋表示，交通运输业是社

会经济最基础的子系统，也是能源
消费的主要行业，而疫情下，交通运

输业的不振导致对能源的需求不断
下降，国际油价长期处于低位，本质

上反映了世界经济活力不足，投资
与消费十分乏力。

投资与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
两大支柱，两者萎靡自然不利于发

展经济和扩大就业，民生改善更是
无从谈起。

中国担当 引领复苏
如何平衡抗疫与经济，是一个

挑战。眼下，世界的目光看向中国。

中国不仅成功控制住了疫情，也引
领了新一轮经济复苏。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三季
度经济数据，中国 GDP（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 4.9%，成为世界主要经
济体里唯一逆势上扬的国家。英国

媒体评论称，中国前三季度实现由

负转正，在深陷疫情泥潭的各国中
表现抢眼，体现出中国经济的恢复

速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

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4.4%，而中国经
济今年将增长 1.9%，是全球唯一实

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世界银行
近期也发布报告，今年中国经济增

速将达 2%，比 6月初预计的 1%大
幅上调 1个百分点，同时预计明年

中国经济增速将高达 7.9%。
“中国由于第一阶段对疫情防

控取得了较大成效，所以中国成为
全球最快从经济负增长转为经济正

增长并且全年能够实现正增长的国
家。因此今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

增长的贡献度将会较大。”陈子雷分
析，中国从第二、第三季度实现正增

长，而后将进一步持续正增长，这主
要得益于中国行之有效的防控体系

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的蔓延，
使复工复产成为可能，推动了内需

的增长。
“一系列最新数据表明，带领世

界经济复苏的重任落在中国身上，

中国的责任和压力比任何时候都
大，中国要把压力变成动力，更好地

发挥对世界经济的引领作用。”陈子
雷表示。

受疫情影响，全球化思潮抬头，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世界经济

雪上加霜。在当下弘扬全球协作的
多边主义，不仅需要实力，也需要智

慧与勇气。此刻，在上海召开第三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是向世界

表明提振经济的坚定信心，以及推
动和维护多边主义的坚定决心。

财政刺激计划
能否奏效存疑

    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时相似， 各国再次寄望财政刺
激计划， 只是这次的规模更加

庞大。 3月以来，欧盟及其成员
国已出台了诸多财政刺激政

策，包括总额达 7500亿欧元的
“恢复基金”， 加重了欧洲多国

本就严重的财政赤字。 但就在

上月末，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再次呼吁各国加大财政投入。

美国经济同样有赖财政刺
激，而且所需规模还要更大。但

两党之争白热化的美国短时间
内难以拿出可靠的刺激方案。

日本则是另一番景象。 面
对疫情的反复， 新任首相菅义

伟在实施财政刺激政策上没有
遭遇美国那样的阻力。但是，尽

管日本政府年内的刺激规模已
经达到 GDP （国内生产总值）

的 40%，却收效甚微。菅义伟虽
计划宣布新一轮财政刺激计

划， 但已有消息人士警告称短
期支出的过多增加有可能让

“日本的财政悬崖更加陡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最近公布的各国 2020 年增长
预期反映了主流经济学家的预

期。 德国-6%， 法国-9.8%，英
国-9.8%，意大利-10.6%。 许多

专家预计，欧洲经济将陷入“双
底衰退”。 欧洲之外也并不乐

观， 美国和日本的增长预期分

别是-4.3%和-5.3%。 尽管许多
国家正在努力恢复经济， 但这

些措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
效，目前仍是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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