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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后遗症：对中期经济的伤害
（IMF Working Paper，WP/21/203）

作 者：Philip Barret、Sonali Das、Giacomo Magistretti、Evgenia 

Pugacheva、Philippe Wingender

摘要：作者结合定量分析和比较分析，运用 local projection 方法，从

历史的角度出发，深度挖掘 1957~2019 年 115 个国家经济衰退期间

的经济数据，发现虽然各国政府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新冠肺炎疫情仍

会冲击全球中长期经济增长。作者预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

产生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2024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要比疫情前低 3

个百分点，而国内财政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

评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永久失

业人口增多、投资效率下降，但 5G、物联网、新材料等新一轮颠覆

性技术创新大规模商用时机尚未成熟，作者发现未来全要素增长率长

期难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这一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此，

我国应及时关注全球经济发展动态，未雨绸缪做好相关应对和防范工

作。一是大力挖掘国内消费需求，在市场准入、市场监管等方面加大

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提升出口转内销便利化水平，改善企业经

营状况；二是强化与其他经济体的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避免出现以

“以邻为壑”的宏观政策恶性竞争，释放各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方

面的潜力；三是做好长期应对准备，避免美欧日联合对我国施压，向

我国输出通胀压力。

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影响因素——基于全球视角的理论及经验
（《经济研究》，2021 年第 4 期）
作者：王孝松  刘韬  胡永泰

摘要：本文构建了包含两国的跨期国际货币需求模型，考察货币国际

使用的影响因素，并使用 2011~2016 年间的 SWIFT 交易数据，对世

界主要货币和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

明，对于世界主要货币而言，更高水平的一体化程度和稳定的宏观经

济形势有助于推动其国际使用。

评论：人民币国际化是贸易结构和金融市场逐渐成熟后的必然结果，

需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情况逐步推进。我国应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加紧 RCEP 的落实，率先推进人民币区

域化；二是优化贸易结构，提高拥有自主定价权产品的出口比例，争

夺大宗商品定价权，提高人民币结算比例；三是加大金融市场建设力

度，完善人民币离岸中心和海外人民币结算体系，增强人民币资产的

流动性、投资渠道和储值功能。 （本期推荐人：薛啸岩）

声音 @管清友：通胀高不高主要是靠二师兄。除了二师兄，其实都挺高。关键词 通胀

《经济学人》2021 年 7 月 31 日

破碎的希望

南非暴动，哥伦比亚遭遇暴力抗议，突尼斯面临宪法

危机……疫情暴露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安全漏洞，绝望

和混乱有可能使得经济状况恶化。研究表明抗议活动

抑制经济，导致了进一步不满，而且，新兴市场受影

响更大。新冠肺炎疫情的遗留问题及日益抬头的贸易

保护主义更是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利。对新兴市场而

言，致富的原则还是不变：保持贸易开放，在全球市

场上竞争，投资基础设施和教育。

《新科学家》2021 年 8 月 7 日

如何实现零碳排放

实现净零排放，将全球温升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是

未来 30 年能源转型的大背景。实现净零排放需要注意

四点：一是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取代化石燃料发电；二

是一切可以用电运转的设备必须用的是绿电，如汽车、

火车、供暖系统和炼钢等；三是找到真正可持续的方式，

为飞机、轮船和一些无法轻易电气化的行业提供持续

清洁的动力；四是大幅提高能源效率。

《巴伦周刊》2021 年 8 月 9 日

玩转美国返工潮

“在家工作”这类疫情期间出现的趋势的股票已经在

逐渐失宠，视频会议软件 ZOOM 股价在 2020 年涨势

喜人，却也在 2021 年步入平淡；市场后来转向受益于

“重新开放”的周期股——主题公园、航空公司和邮

轮公司也正在失去吸引力。当下随着返工潮扩大，房

地产、消费支出和科技类股票的吸引力正在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