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撒钱 通胀预警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在15日举行

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方

已宣布将停止资助世卫组织，中方是否准

备提供更多资金以填补资金缺口？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一贯支持世卫组

织在国际抗击疫情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中

方已经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并

将继续向世卫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和帮助。

赵立坚称，作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

域最权威、最专业的国际机构，世卫组织

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方面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在谭德塞总干事的带

领下，积极履行自身职责，为推动国际抗

疫合作发挥了协调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

全球疫情形势严峻，正处于关键时

刻，美方这一决定将削弱世卫组织的能

力，损害国际抗疫合作，受影响的是包括

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特别是能力脆弱的

国家。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履行自身的职责

和义务，支持世卫组织领导国际抗疫行

动。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世卫组织为推动

国际公共卫生事业，应对全球抗击疫情发

挥重要作用。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14日，美国纽约，人们在一家超市外排队等待购物。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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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撒钱”

三轮经济刺激政策还不够，日本打算继

续发钱。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当地时

间15日上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公明党党

首山口那津男会谈时表示，将考虑向本国民

众每人发放10万日元现金。频频撒钱的日本，

面临的是处于悬崖边缘的经济。日生基础研

究所首席经济分析师直言，“我们会看到3月

消费呈自由落体式下跌，跌幅空前。在类似的

危机中，日本只能‘直升机式撒钱’，如同其他

主要经济体”。

事实也的确如此。3月25日，美国通过了2

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其中便包括2500亿

美元的直接现金补助，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

成年人每人就可以领取1200美元。同一天，加

拿大联邦政府也宣布，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将每

月获得政府发放的2000加元支票。3月20日，英

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表示，政府将向疫情期

间所有不能工作的雇员支付其工资的80%，每

月最高支付2500英镑（约合3000美元）。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汤

铎铎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派发现金的

方式，主要是因为民众基本没有储蓄，必须得

发钱，这是现代社会短期的一个急救措施。

更重要的是，悬在头顶的经济压力，让

各国不得不选择破釜沉舟，拿出了相当于本

国GDP10%甚至以上的现金，为个人和企业

提供流动性。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

（WEO），预测2020年全球增长率降至-3%，

与1月的预测相比下调幅度高达6.3个百分

点，其中，美国为-5.9%，欧元区为-7.5%和

4.7%，日本为-5.2%。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

长刘向东表示，现在全球对于经济衰退基本

形成共识，有人将其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提

并论，甚至是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在这种情

况下，各国纷纷拿出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挽救

经济。美欧基本都是低储蓄率的国家，随着疫

情的持续，可能就会有许多人需要领失业救

济，导致国家财政负担很重，因此政府会考虑

通过撒钱来解决这部分人的生计。

财政货币化

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

里德曼在论文中首次提到了“直升机撒钱”的

概念，“在严重的危机中，中央银行可以印制

钞票，然后用直升机把钱扔给感激的民众”。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和日本就曾采

取过类似于“直升机撒钱”的政策，央行直接

为政府赤字提供融资，即为政府债务买单。

相较于降低利率的常规、量化宽松的非

常规，“直升机撒钱”通常被认为是极端的货

币政策，各国不会轻易使出这一绝招。但如

今，无论是美联储的开足马力，还是全球各国

的现金派发，都表明“直升机撒钱”的一天终

于到来了。撒钱的短期好处不言而喻，消费有

了支撑，企业有了现金流，员工有了收入，似

乎是正向循环。

刘向东分析称，相对来说，美欧的财政

政策有空间，但是不太大，且长期存在赤字

化的倾向。美国债务一直在滚雪球，欧洲本

身就有财政赤字的要求，3%的红线。因此，扩

大整个财政赤字的空间不是很大，更大的力

度就放在了货币政策上，其实从伯克南时代

以来，西方就比较笃信货币政策能解决波动

性危机，之前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也是类似

的方式。

汤铎铎则表示，现在全球经济都特别

困难，这个困难首先传导到金融市场上，比

如股市、借贷等方面，中央银行频频撒钱，

为中小企业提供流动性，这主要是起到一

个急救的作用。但长期来看，争议比较大，

货币政策的效果主要在于短期，中长期的

作用不太大，且存在风险，需要更多的其他

政策与之配合。

“大力度的货币政策，其实是透支了中

央银行的信用。”刘向东表示，委内瑞拉等国

家殷鉴不远，特别是供给和需求都受到限制

的情况下，这与流动性出现问题不同，后者

可以通过印钞来解决，但对于前者，大规模

的印钞就面临着印出来的钱找不到花出去

的空间。如果商业银行能将钱贷出去还行，

但如果贷不出去就只能空转。现在普遍担心

的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政策去补足的

话，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这种政策的有效

性取决于是不是对症下药，如果不对症但是

猛药，可能会有点作用，但归根结底是无法

解决根本问题的。”

通胀风险

“‘直升机撒钱’，大通胀还会远吗？”《金

融时报》直言，“直升机撒钱”的好处是把购买

力直接交给消费意愿较强的人，因为中产阶

级和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远高于富

人，他们拿到钱后真的会去花。但过于慷慨的

失业保险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倒忙，因为

它会鼓励失业，同时增加通货膨胀的风险。

撒钱带来了资金，却创造不了需求和供

给。“人们试图超支消费的意愿将受到当头

棒喝，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消费意愿却

哄抬了商品和服务的名义价值。这些凭空多

出来的纸币并没有改变这个社会的基本状

况。”弗里德曼在论文中这样写道。而作为全

球贸易的主要货币和外汇储备中最重要的

货币，美元的大量投放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通

胀的风险。

不过，汤铎铎认为，其实最近二三十年，

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通货膨胀一直没有起

来，最大的原因是全球工厂现在可以以非常

低的成本生产出大量的东西。这轮疫情结束

之后，价格可能还是不会起来，只要疫情得到

控制，工厂能够较快复工，通胀还不会是问

题。唯一会导致通胀出现的因素还是供给侧

出现挤压，全球供给侧如果出现问题，可能就

会导致通货膨胀。

对于欧洲而言，政府撒钱还将债务危机

的隐忧再次摆上了台面。作为欧洲第四大经

济体，意大利不仅是此次欧洲疫情的“重灾

区”，还是欧元区债务仅次于希腊的高危国

家，2019年债务占其GDP的比例高达136%。

日前，欧盟批准了两项意大利经济刺激计划，

一项以国家担保贷款的形式，提供2000亿欧

元的资金流动性，另一项则针对500人以下的

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意大利中小企业基金将

为其担保。而意大利的政府债务杠杆已达到

154%。

“我们已变得过于仰赖货币政策来摆脱

世间所有的困境。”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

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在文

章中表示。汤铎铎也坦言，其实现在所有的问

题都围绕疫情展开，如果疫情很快得到解决

的话，问题不大，反之如果疫情不能尽快控制

住，就可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美国撤资 世卫组织“钱景”如何

Focus
聚焦

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当口，美

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反其道而行。当地时间

14日，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疫情发布会上，

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将暂停资助世卫组

织，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世卫组织没有及时

分享疫情信息、没有提供及时的防疫政策

建议，且没有及时宣布“全球流行病”。

对于特朗普的决定，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在一份声明中回应称，现在不是减

少世卫组织或其他任何抗击新冠肺炎病

毒的人道主义组织资源的时候，“现在是

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应对新冠肺炎病毒及

其破坏性后果的时候”。美国最大的医生

组织“美国医学会”（AMA）也发表声明

称，应对全球流行病需要国际合作和对科

学与数据的依赖，切断对世卫组织的资

金，而不是把重点放在解决方案上，这对

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举动。

断供危机之下，世卫组织的正常运转

也成了目前外界普遍关注的重点所在。据了

解，世卫组织的规划预算资金来自评定会费

和自愿捐款两部分，评定会费是各国作为世

卫组织会员国交纳的费用，会员国交纳的费

用按本国的财富和人口状况计算。

但近年来，评定会费占规划预算的比重

开始减少，尚且不到世卫组织资金总额的

1/4，其余资金则通过自愿捐款筹集。世卫组

织《2018-2019年规划预算》报告显示，2018

年世卫组织预算总收入为27.44亿美元，其中

评定会费5.01亿美元，自愿捐款22.43亿美元。

而包括评定会费及自愿捐款在内，前20个最

大供资方贡献的资金为21.6亿美元，占总收

入的79%，美国为第一大供资方。

但世卫组织网站显示，截至今年3月

31日，美国2019年的会费仍拖欠一半以

上。世卫组织官网称，世卫组织的194个会

员国和2个准会员国需于今年1月1日交付

世卫组织评定会费，而美国本应在这一日

期前交纳大约1.2亿美元的2020年会费，

目前这笔费用仍旧未到账。

有业内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称，联合

国下属机构的成员国会费都是按章交纳

的，按照自己对组织的贡献程度设定对机

构的责任和义务，目前看美国对世卫组织

的经费进行较大程度的断供，可能会影响

世卫组织很多项目的开展，因为世卫组织

的立项更多是维持不发达国家的卫生及服

务保障，即帮助它们进行一些资源匹配。

公开资料显示，世卫组织是联合国下

属的专门机构，也是世界卫生的最权威机

构，国际上最大的政府间卫生组织。职能

方面，世卫组织主要促进流行病和地方病

的防治，提供和改进公共卫生、疾病医疗

和有关事项的教学与训练，推动确定生物

制品的国际标准等。而在整个新冠肺炎疫

情中，世卫组织所担任的更多是一个警示

者的角色，虽然没有更多的能力干扰主权

国家对传染病的防治，但它有相应的专家

及资源可以以相应的能力进行一些政府

间的协调。

“在相应的流行病、传染病及部分慢性

病和常见病的整个卫生规划中，世卫组织

既起到了专家的作用，也起到了资助的作

用。它是一个政府间的组织，和国家形成相

应的配合，如果美国单方面撤资，且是出资

比较高的背景之下，按照常规，肯定会影响

到世卫组织一些项目的执行。”该业内人士

补充称。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5日发布的

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

时间15日10时（北京时间15日22时），全球

新冠确诊病例达2000984例，死亡病例为

128071例。数据还显示，美国确诊病例升至

609696例，是目前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其

死亡病例为26059例。西班牙确诊病例达

177633例，死亡病例为18579例。意大利确

诊病例达162488例，死亡病例为21067例。

世卫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斯14日

表示，就单个国家而言，目前美国疫情是全

球最严重的，欧洲则好坏参半。她说，全球

90%的新增病例来自美国和欧洲，世卫组织

认为，新冠疫情尚未到达顶峰。

不过美欧疫情也出现了部分好转迹象，

多国放松限制措施。美国东西海岸多个州的

州长近日表示，将自行决定何时解除防疫限

制措施，并重启经济活动，但解除限制的前

提是专家和数据表明这样做足够安全。这些

州包括东海岸的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马

萨诸塞州、新泽西州、纽约州、罗德岛州、宾

夕法尼亚州，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俄勒

冈州、华盛顿州。但特朗普13日在社交媒体

上表示，将由他，而不是各州州长，来决定何

时取消禁足令，“总统才有权决定”。

意大利14日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62488

例，确诊病例单日增加2972例，是一个月以

来的最低增幅。当天起，部分商店获准恢复营

业，但必须遵守有关安全社交距离的规定，每

天消毒至少两次，顾客需戴口罩和手套。

澳大利亚卫生部称，目前全国病例每日

增长率已下降到约为1%，但判断这种趋势

是否会持续还为时过早。澳总理莫里森也表

示，放松防疫措施的问题是“许多个星期后”

才能考虑的。此外，包括新西兰、印度、尼泊

尔、格鲁吉亚等在内的多国，都将延长国家

紧急状态或全国“封锁”措施。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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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

当经济活动停滞、失业人数飙升、市场信心跌至冰点，接二连三的“红包雨”开始在全球上演。各国化身印钞机，开足了马力，试图勒

住一路狂奔向下的经济。撒钱固然是直接且见效快的方法，从美国的1200美元，到日本的10万日元现金，从个人到企业，民众有了收入

便有了消费，企业也有了运转的资本。但救急难救穷，通胀的风险也伴随着“红包雨”的落下而悄悄攀升。

IMF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

全球经济将萎缩3%， 较1月3.3%的增速预测大幅

下调6.3个百分点

发达经济体经济将萎缩6.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

济体经济将萎缩1%

美国经济将萎缩5.9%��荨

欧元区经济将萎缩7.5%��荨

日本经济将萎缩5.2%��荨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1.2%��荨

印度经济增长放缓到1.9%��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