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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循环周期度过了最可能发生滞涨的阶段，美欧经济基本上实

现了软着陆，同时也面临新的矛盾和问题；三是动荡时期进入

美国三大市的国际避险资金开始考虑反向流出，新兴国家债务

危机和市场崩盘的风险急剧下降，国际资本和要素流动已经出

现了重返亚洲的迹象；四是俄乌冲突逐渐进入了尾声，新一轮

地缘政治博弈尚未形成，可能转化为全球范围的地缘经济争夺；

五是主要经济大国作出宏观政策新选择，尤其是中国优化防疫

政策和加快经济修复，也包括欧盟为防止制造业转移而制定的

净零产业法案；六是美欧原先量化宽松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高

企，已经出现整体回落，短期内（至少 2024 年之前）难以重返

高位。

如果这些情况是客观存在的，那么，2023 年世界经济将

陷入深度衰退的判断可能需要作出适度修正了。“总而言之，

2023 年的世界经济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一个再调整的

过程之中。通胀威胁没有远去，增长压力越来越重，政策选择

左右为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世界经济仍处下行区间的判断

可以确定，但深度衰退或陷入滞涨，并非是一种唯一的可能。”

杨建文说。

兔年“开门红”

2023 年 1 月 17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

2022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1210207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

上年增长 3.0%。

过去的一年，世界格局加速演变、乌克兰危机升级、全球

通胀高企，叠加新冠疫情和粮食、能源、债务等多重危机影响，

不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遇到较大困难。相较于美国、日本等主

要经济体不超过 2% 的预期增长率，中国经济能够交出这样的

成绩单十分不容易。

随着防疫政策优化调整，中国经济社会活力将进一步释放。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孙立行在接受

《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考虑到 2022 年 GDP 增速较低所产

生的基数效应将有助于推高 2023 年经济增长率，2023 年中国

经济实现 5.5% 以上的增长应该没有问题。

“从国内情况看，去年“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仍然存在，核心点是预期抑制了消费和投资，所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

持续发力打造贸易投资最便利、行政效率最高、政府服

务最规范、法治体系最完善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将上海建设成为国内营商环境标杆城市，进一步提升上

海营商环境国际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