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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2日电
（记者许缘 高攀）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12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
告》认为，由于全球新冠疫情前景不
确定性增加，疫苗生产和分配以及
各经济体应对政策出现巨大分化，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但势头
放缓。IMF呼吁全球各经济体加强
多边合作、共克疫情难关。其中，

“中国贡献”对全球弥合增长分化至
关重要。

全球增长进入“危险分化”
IMF认为，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但疫情造成的经济断层更加持久。
未来，因疫苗获取能力和应对政策空
间不同，全球各经济体增长进入“危
险分化”。

短期来看，全球经济复苏面临
供应链中断和疫情不确定性增大等

风险。一方面，全球供应链关键环
节出现中断的时间较预期更长，增
加全球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变异
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在全球快速
蔓延，加剧了疫情消退时间的不确
定性。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增
长5.9%，较7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
点，主要反映了发达经济体在供应
链中断影响下增长放缓，以及低
收入发展中经济体疫情形势恶化
导致经济增幅收窄。2022 年全球
经济有望增长 4.9%，与 7 月预测值
持平。

中期来看，全球各经济体增长
分化将日益显著。IMF预计，发达经
济体中期经济增长有望超过疫情前
的中期预测水平。但相较之下，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势头明
显慢于发达经济体。

多边合作共克疫情难关
报告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前景

面临多重风险，究其根源在于全球
将长期且持续“受制于”疫情。各经
济体有必要加强合作，在多边框架
下加快疫苗生产和分配，并通过多
边努力确保受限制经济体获得充足
流动性，保证全球经济渡过疫情难
关并实现可持续增长。

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
特预计，如果全球经济持续受到疫
情影响，未来5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累计将较当前预测值减少 5.3 万亿
美元。各经济体在加速推广疫苗分
配方面加强多边合作是当务之急。

IMF呼吁有条件的经济体优先
向疫苗短缺地区提供疫苗，并支持
发展中经济体扩大疫苗生产。同
时，国际社会需迅速取消对医疗设

备、原材料和成品疫苗出口限制，促
进疫苗分享。

国际社会肯定“中国贡献”
自新冠疫情重击全球经济以

来，中国一直为全球经济从谷底反弹
直至复苏贡献力量。中国不仅成为
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而且
在全球抗疫合作、帮助低收入经济体
减免债务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
的贡献得到国际社会一致肯定。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21年中国经济有望增长8%，并在
2022 年继续增长 5.6%。与此同时，
IMF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
报告》也显示，由于中国经济恢复快
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中国主权信用评
级明显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且在疫情
期间保持稳定，中国股票和债券被纳
入更多全球金融市场基准指数，2020

年以来中国已吸引约1800亿美元国
际资本流入。

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托
比亚斯·阿德里安对新华社记者表
示，中国经济早已从新冠疫情中恢
复，回到疫情暴发前的增长水平，但
其他新兴经济体可能还要多年时间
才能实现完全复苏。

8月，中国宣布今年将努力实现
向全球提供20亿剂新冠疫苗，并决
定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
美元，用于为发展中国家分配疫
苗。IMF在报告中特别赞赏了中国
的疫苗分享承诺，敦促国际社会加
快疫苗分享进程。

IMF第一副总裁杰弗里·冈本也
在日前发表的文章中表示，中国是
多边贸易的主要支持者，在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
促进了全球的绿色复苏。

全球增长进入“危险分化”多边合作期待“中国贡献”

图为10月5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郊区的发马公司灌装工厂，工人在包装本地灌装生产的科兴疫苗。记者日前探
访了马来西亚抗击新冠疫情的一处关键场所——制药企业发马公司位于吉隆坡郊区的灌装工厂。这家工厂每天24
小时、每周7天不间断运行，来自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原液正源源不断地被分装成小瓶，准备用于疫苗接
种。本地灌装中国疫苗已成为马来西亚的骄傲。 新华社记者 朱 炜 摄

本地灌装中国疫苗成为马来西亚骄傲

10月12日，军人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参加国庆日庆祝活动。当日，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活动，庆祝国庆日。 新华社发

西班牙庆祝国庆日

10月11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市郊科穆纳尔卡一家医院，穿防护服的
医护人员陪同新冠疑似病患进入医院。

俄罗斯新冠疫情近来恶化。据俄防疫指挥部11日发布的数据，当天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9409 例，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7804774 例，累计死亡
217372例。 新华社发

俄罗斯新冠疫情恶化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12日电
（记者许缘 高攀）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12日发布《世界经济展
望报告》，警告全球通货膨胀上行
风险加剧，通胀前景存在巨大不确
定性。

报告认为，美国及一些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通胀率
迅速上升，主因是与疫情有关的供
需不匹配和大宗商品价格相对一
年前的低水平有所上涨。其中，能
源价格大幅增长，推动全球通胀水
平走高。

IMF预计，大部分价格压力有
望在 2022 年消退，但全球通胀前
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

疫情的未来走势、供给中断的持续
时间以及通胀预期的变化情况。
总体而言，通胀风险偏向上行。如
果疫情导致的供需失衡比预期更
长，价格压力将更为持久，通胀预
期将不断上升。

IMF认为，由于食品价格居高
不下、油价上涨的滞后效应以及汇
率贬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一
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价格
压力将持续。同时，美国面临高
通胀环境且存在通胀持续高企的
真实风险。加之美联储对本国高
通胀环境的容忍度存在不确定
性，通胀预期持续上升的可能性
仍然存在。

IMF警告全球通胀上行风险加剧

据新华社巴黎10月12日电
（记者徐永春） 法国总统马克龙
12日在总统府爱丽舍宫公布了一
项30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主要涉
及半导体、生物制药、核能、电动汽
车、农业等领域，旨在提高法国通
过创新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

根据这项名为“法国2030”的
计划，法国将投资近60亿欧元，应
对半导体短缺并确保法国工业在
该领域的独立性，使法国电子产品
产量在2030年前增加一倍。

此外，法国还计划在交通运输
领域投资约 40 亿欧元，促进电动
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生产，并在

2030年前生产首架低排放飞机。
马克龙还宣布，将在 2030 年

前向核能领域投资 10 亿欧元，以
开发“颠覆性技术”，特别是“更加
模块化”和“更加安全的”小型核反
应堆。同时，法国将大力发展氢能
源，在钢铁、水泥和化工等产业部
门用氢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帮助这
些行业脱碳。

根据该计划，法国在 2030 年
前将至少投资20亿欧元用于农业
创新。同时，还将加大对生物医药
行业的投资，在 2030 年前开发至
少 20 种对抗癌症、新发疾病和慢
性病的药物。

法国计划投资300亿欧元
发展高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

新华社布鲁塞尔 10月 12日电
（记者康逸 李骥志） 欧盟委员会12
日发行 120 亿欧元绿色债券，所筹资
金将用于支持和发展欧盟绿色经济和
可持续投资。

这批 15 年期绿色债券将在 2037
年2月到期。预计2026年年底前，欧
盟将发行总额约 2500 亿欧元的绿色
债券。

负责预算和行政的欧盟委员约翰
内斯·哈恩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今天的发行是欧盟绿色债券计划的有
力开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地向
投资者表明，他们的资金将用于为欧
洲的可持续复苏融资。”

2020 年 7 月，欧盟推出总规模逾
1.8 万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包括
1.074万亿欧元2021年至2027年长期
预算，以及7500亿欧元恢复基金。发
行绿色债券将为恢复基金提供资金。

欧盟发行120亿绿色债券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12 日电
（记者高攀 许缘） 美国国会众议
院12日通过一项短期调高联邦政府
债务上限的法案，暂时避免政府债
务违约风险。由于参议院上周已通
过这项法案，该法案随后将递交总
统拜登签署生效。

众议院当晚以 219 票赞成、206
票反对的结果批准了一项有关法案
辩论的程序性规则，这意味着,短期

调高债务上限的法案自动获得众议
院批准。该法案将暂时调高债务上
限约4800亿美元，确保美国财政部
可履行支付义务至12月3日。

美国国会曾于9月底通过一项
临时拨款法案，确保联邦政府有足
够资金继续运转到12月3日。如果
国会两党不能在12月3日之前就新
财年预算和债务上限问题达成协
议，联邦政府届时将再度面临政府

关门和债务违约的双重风险。
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

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
而举债的最高额度，触及这条“红
线”，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
尽。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在暂停两年
后于今年 8 月 1 日恢复生效。美国
财政部长耶伦9月底表示，财政部为
避免债务违约的非常规手段预计只
能维持到10月18日。

美国会众议院通过短期调高债务上限法案

新华社仰光10月12日电（记者
张东强 车宏亮） 缅甸中央银行 12
日发布通告宣布，即日起允许该国境
内持外币结算牌照、兑换牌照的银行
和非银行货币兑换机构兑换人民币。

通告说，缅甸境内持外币结算牌
照的银行、持外币兑换牌照的银行和
非银行货币兑换机构即日起可兑换人
民币。相关银行和非银行货币兑换机
构即日起还可兑换日元。

此前，缅甸已批准美元、欧元、新
加坡元、泰铢和马来西亚林吉特在该
国境内合法兑换。

缅甸中央银行2019年1月宣布，
增加人民币和日元为官方结算货币，
以促进国际支付与结算以及边境贸易
发展。

缅甸央行宣布
境内可合法兑换人民币

新华社罗马10月12日电（记者
叶心可）二十国集团阿富汗问题领导
人特别峰会12日以视频方式举行。

会议由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意大利
总理德拉吉主持，二十国集团成员、嘉
宾国领导人或代表及有关国际组织负
责人出席。

德拉吉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阿富汗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人道
主义危机，二十国集团有责任帮助阿
富汗尽快稳定局势、解决问题。会议
就如何阻止阿富汗新冠疫情传播、如
何避免阿富汗成为国际恐怖主义避风
港进行了讨论。

德拉吉说，会议还讨论了阿富汗
难民问题、人权及性别平等问题，以及
对塔利班政府的政治承认等问题。与
会者在应对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这一
问题上形成了最大共识。

根据意大利方面发表的新闻公
报，会议认为阿富汗经济和金融系
统如果崩溃，将对阿富汗民众的生
活、阿富汗和周边国家的稳定产生
严重影响；联合国在解决阿富汗危
机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二十国集
团将动员国际社会全力支持联合国
相关行动，积极响应联合国的人道
主义援助呼吁。

二十国集团阿富汗问题
领导人特别峰会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日下午以视
频方式出席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
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多国专家学者
和政府官员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的主
旨讲话，认为讲话提出开启人类高质
量发展新征程的重要倡议，为共同构
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凝聚强大合力，中
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为推进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多国人士表示，他们非常赞同习
近平主席关于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
征程的倡议，认为讲话凝聚力量，推动
国际社会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弗尼大学生
物学教授杰伊·琼斯说，他完全赞同习
近平主席所提出的携手同行、开启人
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倡议。

沙特阿拉伯新闻部国际媒体处总
监侯赛因表示，此次大会的召开恰逢
其时。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关于
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倡议与
沙特的“绿色中东”“绿色沙特”等倡议
有共同之处。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应

是人类共同的目标，也是保持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这需要每个国家不懈努力。

总部在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尼什·巴普纳说，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宣布的举措
将为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
变化危机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在增强
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迈出
关键一步。

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周玮生表
示，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倡议
非常重要。人类只有与自然和谐共
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只有互相
合作、取长补短，永续发展才能实现。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强调的
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理念对全世界而言
都具有重要价值，为推进全球生态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兰贝蒂尼
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再次强调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此次大会向全
世界传递了清晰的信息，我们需要发
展，但在发展过程中要向最不发达经

济体提供支持，今后的发展不应以影
响和损害环境为代价。

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
芬·佩里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
调，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
文明这一理念对全世界而言都有重要
价值，人类的发展需要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俄罗斯国
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弗拉基米尔·涅日
丹诺夫的话报道说，生态文明包含在
中国梦的概念中，也包含在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内，在“一带一路”倡议框
架内还有“绿色丝绸之路”等。中国可
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效推动生态
议程。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气候行动
中心主任布伦丹·麦基在谈到中国正
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等举措时说，
良好生态系统带来的好处也可以用经
济价值来衡量，经济发展不必以牺牲
自然为代价，健康的生态系统和国家
公园将成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

植说，此次大会向世界传递了积极的
信号，那就是原来以损害自然环境为
代价谋求经济发展的方式应积极转变
为追求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生态文
明建设。

多国人士为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
将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和设立国
家公园等举措感到鼓舞，赞扬中国树
立了典范，认为各方应积极回应，保护
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
尔克尔·恰普克表示，发展中国家肩负
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
更需要帮助和支持。法国中国问题专
家莱娅·贝西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决心和信心，宣布
的重大举措极为关键，包括中国将率
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
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
样性保护事业，以及中国正式设立保
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
等。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
态环境方面已成为世界的典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描绘人类高质量发展美丽图景
凝聚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强大合力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