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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讲在前面的话当今世界正处在大调整、大转变之中，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安全，都出现了许多热点
，这些热点有的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的，也有的虽是国别性的，但都具有超国家影响。由于我
国与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发生在世界的热点问题，无论是有直接关联还是无直接关联，它们
大都与我国的直接或间接利益息息相关。经济热点当然备受关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
机引起了一系列的巨大影响，至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仍笼罩在危机的阴影之下，本报告选择了三个热点
问题——世界经济形势、欧债危机和国际资本流动进行分析；新国际干预主义以及由此造成的地区局
势动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本报告选择了伊朗核问题、欧洲的国际干预行为两个问题进行分析；亚太
地区的一些新变化无疑牵动了世界的神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本报告选择了美国重返亚洲与中
美关系，南海问题，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日本的大地震与福岛核事故，还有俄罗斯大选，俄美关系诸
多问题进行分析；其他热点问题，比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拉美的贫困化与社会收入分配也值得
关注，亦列为本报告的议题。本报告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组织的年度国际问题热点、焦点
问题论坛发言为基础，每一篇研究报告都是作者重新写作的。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报告，
希望这份研究报告能对读者深度了解国际重大问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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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热点问题报告》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组织的年度国际热点、焦点问题论坛发言为基
础，由作者重新撰写而成。这些热点有的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的，也有的虽是国别性的，但都
具有超国家影响。无论这些热点问题与我国是直接关联还是无直接关联，但都与直接或间接利益息息
相关。《国际热点问题报告》所选择的12个国际热点问题对广大读者深度了解世界重大问题也会大有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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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何认识与判断世界经济形势姚枝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2011年按照购
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GDP实际增长3.8%，相对于2010年5.2%的增长率来说下降了1.4个百分点。其中发
达经济体的增长率从3.2%下降到了1.6%，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从7.3%下降到了6.2%。（数据
来自IMF，WEO UPDATA 2012年1月24日。）2010年在全球的危机救助和宏观政策刺激之下，世界经
济出现了强劲复苏，这一复苏势头在2011年有所放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动力明显不足，失业
率居高不下，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动荡不已，自然灾害
与社会运动频频发生。这一图景构成了2011年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也是国内外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分
析报告所揭示的基本态势。（其中，国外报告可参考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2011年9月版和2012
年1月的更新版，国内分析报告可参考张宇燕和徐秀军2011—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载《世
界经济黄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一般都遵循从世界经济
总体（或分发达经济体、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到重要地区或国别、再到重要专题或事件的分析框架
。这一框架既有助于把握世界经济总体形势，又能抓住对世界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经济体或者事实，是
一个长期以来得到广泛应用的非常有效的框架。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个未被关注的小国事件
也有可能引起世界经济一场大的震荡，因而应该将尽可能多的国家纳入分析视野；而且，随着统计数
据、统计体系和分析工具的发展和完善，在分析手段上是可以允许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分析视野的；
同时，随着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大国经济越来越多，国别经济差异也越来越明显，发达
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形势有很大差别，发达经济体内的不同国家之间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的不同
国家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因此，有必要打破以往将世界经济分成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的分类方法，将尽可能多的国家同时纳入分析视野，按照不同特征和分析需要进行重新聚类来考察世
界经济形势。这里就试图进行这种尝试。这种尝试并不是要替代现有的框架，而是希望能为“总体—
重要地区或国别—重要专题”的分析框架提供一些补充。这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为样本（在
分析过程中会删除个别缺失数据的样本），根据分析需要将所有成员的某一经济指标或某组经济指标
在同一图内进行显示，以观察和分析世界经济的态势。这是一个关于经济形势的“国别分布视角”。
根据这一视角，以下从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和全球不平衡及债务状况三个方面来对
世界经济形势提供一个补充分析，并在最后对2012年的世界经济形势作一简要的展望。一 全球经济增
长态势图1的世界各国GDP增长率分布图显示，2011年世界各国实际GDP增长率的平均值是4.1%。这里
的平均值是算术平均值。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各个国家的实际GDP，并按照各国GDP在全球GDP
中的比例进行加权的话，则世界加权平均GDP增长率是3.8%；如果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各个国家的实
际GDP，并按此计算的世界加权平均GDP增长率是2.8%。这三个不同的平均增长率能够揭示世界经济
增长中的两个特征：（1）平均来说，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比重大的国家的GDP增长率相对较低，大
量的经济总量较小的国家的GDP增长率相对较高，这导致按照GDP份额加权的平均GDP增长率低于算
术平均增长率；（2）对于GDP增长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其货币的市场汇价要低于其按购买力平价计
算的货币价值，这导致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加权平均GDP增长率低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加权
平均GDP增长率。图1 2011年世界各国GDP增长率的分布图资料来源：根据IMF，WEO Database整理。
图1还显示，在各国2011年的GDP增长率中，最高达18.7%，最低为-5.8%。GDP增长率最高和最低的国
家分别是卡塔尔和科特迪瓦。GDP增长率高于10%的只有3个国家，除了卡塔尔之外，还有加纳
（13.5%）和蒙古（11.5%）；GDP负增长的国家只有9个，除了科特迪瓦之外，还有希腊（-5.0%）、
也门（-2.5%）、葡萄牙（-2.2%）、叙利亚（-2.0%）、日本（-0.9%）和苏丹（-0.2%）等。其他国家
的GDP增长率均分布在0—10%之间，其中80%的国家分布在1%—7%之间，有28个国家分布在2%—3%
之间（包括加拿大、巴西、德国等），44个国家分布在3%—5%之间（包括南非、韩国、墨西哥和俄
罗斯等），26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在5%—6%之间（包括新加坡、越南、中国香港等），23个国家分布
在6%—7%之间（包括印度尼西亚、沙特等）。与印度（7.4%）处于一个分组的国家有11个，而与中国
（9.2%）处于一个分组的国家只有3个。从世界各国GDP增长率分布的时间趋势来看（见图2），世界
平均GDP增长率显著低于2004—2007年这一世界经济繁荣期，而与2001—2003年这一互联网泡沫破裂后
的低迷期基本接近。各国经济增长率的离散程度则呈逐渐缩小之势。2011年各国GDP增长率的标准差
为2.9%，低于2010年的3.5%，更是明显低于2001年的6.3%，是2001年以来标准差最低的年份。这说明
各国GDP增长率的差异在缩小，趋同性在提高。关于世界经济“脱钩”论的观点显然在这里得不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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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图2 2001-2011年世界各国GDP增长率的期望值与一个标准差的区间资料来源：根据IMF,WEO
Database 整理。按照人均GDP的分组来考察，世界经济增长态势也有非常明显的特征。如果将人
均GDP在5万美元以下的所有国家分成5组，则可以看出，实际GDP增长率随着人均GDP上升而逐渐下
降（见图3）。这就意味着，人均GDP越低的国家，经济增长越快，人均GDP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
越慢。也即越穷的国家增长越快，越富的国家增长越慢。这表明世界各国的人均收入将逐渐接近，世
界经济处于收敛过程。从IMF的分类统计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长率远远低于新兴和发展中
经济体。但一般认为，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增长较快，是因为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增
长造成的。而从图3来看，上述认识其实并不正确。首先，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较快，并不
仅仅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大国增长快，而是低收入国家的增长普遍较快。2011年中国的人
均GDP是5200美元，印度的人均GDP是1500美元，其所属分组都不是增长率最高的。其次，并不是所
有的新兴发展中大国都增长较快。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并不高。2011年俄罗斯和
巴西的人均GDP均约为1.3万美元，其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4.1%和2.9%。俄罗斯和巴西均属于人
均GDP为1万至3万美元的分组，这一组属于GDP增长率相对较慢的国家组合。再次，在图3中可见，
收入最高的分组，即人均GDP在5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分组，其GDP增长率其实比较高，不符合越富的
国家增长越慢的特征。也就是说，最富的国家，增长也是很快的。其中的典型代表包括卡塔尔
（18.7%），新加坡（5.3%）和瑞典（4.4%）。卡塔尔的人均GDP，如果按照PPP计算，是排名世界第
一，如果按照现价美元计算，也是世界第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有国家增长的最快。当然，卡塔尔
是石油出口国，是资源国家，算是例外，而新加坡和瑞典则谈不上例外，尤其是瑞典，还是一个欧洲
国家。这只能说明，不能一概地认为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慢。在发达经济体内部，其实也是有国别
差异的。图3 2011年世界各国按人均GDP分组的GDP增长率资料来源：根据IMF，WEO Database整理。
世界各国GDP呈典型的帕累托分布，即少数国家占据世界GDP的绝大部分份额。大国经济在世界经济
中有显著影响力。从图4可以看出，GDP规模最大的23个国家占据了世界GDP的80%，其他157个国家
仅占世界GDP的20%。23个大国的经济增长率相差较大。如果按从大到小分成4组，每组占世界GDP
的20%，则可以明显看出，第2组的GDP增长率明显快于第1组，第4组的GDP增长率明显快于第3组。
这说明在23个大国内部，其规模排序将出现交替现象。规模最大的是美国，其GDP增长率是1.8%，排
在第二组的是中国和印度，其平均GDP增长率是8.3%。按购买力平价，2011年中国GDP大约是美国
的75%，印度约是美国的30%。如果按照当前的增长趋势，则中国的GDP规模只要5年就可以超过美国
，印度需要23年超过美国。第四组对第三组的替代也将会非常明显。第三组中除新兴大国俄罗斯和巴
西及传统大国德国保持较快增长以外，其他传统大国日本、英国和法国都将逐渐衰落，而第四组中韩
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阿根廷等新兴大国则正在以较快的速度赶超。“大国交替”现象的存在和
继续演变，将给世界经济格局带来较大的变化。图4 2011年世界各国按规模分组的GDP增长率注
：GDP规模和份额均按PPP计算。资料来源：根据IMF，WEO Database整理。二 全球宏观经济形
势2011年世界经济总体形势是经济增长率下滑和通货膨胀率上升同时并存。其中GDP增长率比上年降
低1.4个百分点，CPI增长率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分别从发达经济体、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来看，
也是如此。一般来说，经济增长率下滑和通货膨胀率上升同时存在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典型宏观
经济特征，是石油危机之后引起滞胀的典型表现。虽然2011年世界原油平均价格比2010年上涨了14%
，但仍然很难认为全球均处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之中。尤其是考虑到有很多处于需求萎缩和债务困
境的国家，2011年世界各国的宏观形势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从分布视角来分析显得
尤为必要。GDP和CPI是考察宏观经济形势的两个最重要的指标。这两个指标的不同变化，对应着不
同的宏观经济形势。一般认为，当经济处于需求扩张期时，需求增长会拉动物价上升，此时GDP增长
率和CPI增长率会同时上升；当经济处于需求萎缩期时，需求下降会导致物价下降，此时GDP增长率
和CPI增长率会同时下降；当经济处于成本上升期时，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会降低产出，此时GDP增
长率下降伴随通货膨胀率上升；当经济处于效率提升或技术进步引起的成本下降期时，GDP增长率上
升伴随通货膨胀率下降。因而，我们可以根据GDP增长率和CPI变化率的四种不同组合，来识别四种
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从表1的分组来看，在179个样本国家里，GDP增长率上升的国家有90个，下降
的国家也89个，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虽说全球GDP增长率在下降，但仍有一半的国家出现了经济增
长率上升，这进一步说明了总量分析的局限性和分布视角的价值。另外，在179个国家中，有149个国
家的CPI增长率是上升的，只有30个国家的CPI增长率是下降的。可见，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出现了通货
膨胀率上升的情况，全球通胀形势比较明显。通胀有需求拉动型的，也有成本推动型的，这两者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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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数目也基本一样多。表1  2011年世界各国宏观形势分组情况需求扩张 成本下降 需求萎缩 成本推动国
家数目 75 15 15 74GDP增长率（%） 3.7 3.7 5.8 3.6GDP增长率差分 0.8 2.1 -2.1 -1.7CPI增长率（%） 4.9
10.6 8.2 4.4CPI增长率差分 1.3 -1.3 -1.5 1.7人均GDP(现价美元) 21442 21420 5253 29078人均GDP(PPP)
22148 18323 8054 28871注：各组经济指标均为算术平均值。资料来源：根据IMF，WEO Database整理。
具体来说，有74个国家是属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仅占全部样本国数目的39%。即经济增长率下
降伴随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国家在全球不占多数。这部分国家的GDP增长率平均下降了1.7个百分点，
而CPI增长率正好平均上升了1.7百分点。另有75个国家的宏观形势是属于需求扩张型的。属于成本下
降型和需求萎缩型的国家也各有15个。可见，世界各国并没有集中表现出某种相同宏观经济形势，而
是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从各组的特征来看，处于需求萎缩的国家是平均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同时
也是人均GDP最低的。也就是说，增长率较高的低收入国家，出现了需求下降的情况，其经济增长率
正在明显回落。如果根据各国的GDP规模来重新考察全球宏观形势分布的话，情况又有一些不同（见
图5）。世界GDP中的81%处于增长率下降过程中，世界GDP中的87%处于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过程中，
世界GDP中的70%同时处于经济增长率下降和通货膨胀率上升过程中，这些国家包括美国、中国、日
本、德国等主要经济体。也就是说，世界GDP中的70%在2011年处于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过程中。为
什么世界经济会出现如此大比例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呢？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造成的吗？2011年年
初的中东北非局势对全球原油市场确实有重大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利比亚的石油。
二是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及沿运河的萨米德石油管道。利比亚是欧佩克成员，拥有非洲最大的原油储量
。已探明储量464亿桶，约占全球的3.5%，在全球原油储量中排名第9，在欧佩克中排名第7。利比亚原
油产量为147万桶/天，约占全球产量的2%，在全球排第15位，出口117万桶/天，约占全球原油出口
的3%。利比亚的原油出口中75%销往欧洲。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是欧亚非海上通道的咽喉，每天约有380
万桶石油通过苏伊士运河及沿河的萨米德石油管道，占全球原油出口的10%。图5 2011年世界各国宏观
形势分组统计注：图中的百分数是指各组国家的GDP之和占世界GDP的比。GDP按PPP计算。资料来
源：根据IMF，WEO Database整理。北非的紧张局势引起国际原油价格高涨。首先，全球原油市场
从2010年以来已经扭转了金融危机以来需求下降的局面，原油价格处于上升趋势。全球原油需求连续
两年下降以后，2010年增长了160万桶/天。2011年将进一步增长140万桶/天，达到8770万桶/天，超过金
融危机之前2007年8640万桶/天的原油需求水平。原油需求的增长已经开始消耗OPEC的剩余产能。其
次，利比亚的原油减产将导致世界原油市场出现供给紧张局面。利比亚原油生产已经减少了一半以上
。OPEC还有500万桶/天的剩余产能。沙特阿拉伯已经宣布增加原油供应来应对利比亚原油减产带来的
冲击。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油价上升的压力。不过，剩余产能的使用是需要时间的，剩余产能还需
要用于应对需求的增长。再次，中东北非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将加大石油的储存需求。到2010年
年底美国、日本的商业石油库存量降至了12.35亿桶。2011年美国石油库存进一步增加。中国也增加了
石油储备。除了中东北非局势造成的供给面冲击以外，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等宽松货
币政策引起资本流入商品市场，通过金融交易放大了实体经济供需形势变化引起的价格波动。国际原
油价格上涨加剧了全球通胀形势。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高涨引发了两次大的经济危机。本世纪石油
价格的高涨并没有带来经济灾难。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实体经济已经降低了对石油的依赖，二是以
控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成功实现了长期低通胀。但是，美国当前的货币政策不会以控制通胀
为主要目标，而是以制造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为主要目的。在失业率仍然高达9%
的情况下，美国仍然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原油价格上涨和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将相互助推全球通货
膨胀。对那些通货膨胀率过高的国家来说，需要实行紧缩性的宏观政策，必须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
来实现物价稳定。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2011年均实行了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这
一方面是因为危机后的宏观刺激政策和全球经济反弹在2010年造成了过热需求，引起了通货膨胀率的
上升；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引起的输入性成本推动型通胀，加剧了通胀形势。紧缩
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在2011年年底已经产生了效果。大部分采取宏观紧缩政策的国家在2011年年底都出
现了通货膨胀率回落的情况。也正是由于通货膨胀中包含了成本推动的因素，因而单纯的需求紧缩型
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了需求的过度下滑，导致了在2012年年初全球面临的主要宏观形势是需求不足。
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伊朗和中东局势的演变进一步提高了油价，则2012年又将面临经济增长率
下降和通货膨胀率继续上升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需求管理政策是远远不够的。三 全球不
平衡状况与债务危机全球不平衡是过去十年来影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全
球不平衡状况似乎有所缓解，尤其是以为美国代表的逆差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顺差国，其不平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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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所减缓。但同时，欧债危机又在显示，不平衡问题仍然在困扰世界经济。欧债危机看起来是财政
赤字和政府债务问题，但财政赤字最终都成了经常账户赤字，财政赤字依靠外债来融资，因而政府债
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债务问题。陷入债务困境的希腊政府，如果无法获得外部融资，就会真正陷入
危机之中。经常账户持续逆差的国家，是依靠持续的外部资本流入来融资的，一旦外部资本流向或者
流入意愿发生变化，这些国家的不平衡就会被迫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很有可能是以危机为代价的。即
使一个小国的危机也有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全面考察世界所有国家的不平衡程度
变化是非常必要的。表2 按经常账户不平衡程度加大和缩小分组的国家数目及其他指标国家数目 GDP
份额（%） GDP增长率（%） CPI变化率（%） 人均GDP（万美元） 不平衡变化程度（%）不平衡缩
小 73 69.2 4.0 4.5 2.7 -0.5不平衡加大 106 30.7 3.5 6.1 2.1 1.3注：不平衡变化程度是指各国2011年“经常账
户余额/GDP绝对值”相对于2010年变化的平均值。资料来源：根据IMF，WEO Database整理。表2显
示了不平衡程度加大和缩小两组国家的情况。其中不平衡程度用经常账户占GDP的比来表示。当一个
国家的经常账户占GDP之比的绝对值扩大时，则其属于不平衡程度扩大的分组；当经常账户占GDP之
比的绝对值缩小时，属于不平衡程度缩小的分组。图6显示，在179个样本国里，有106个国家在2011年
出现了不平衡程度扩大的趋势，只有73个国家是属于不平衡程度缩小的。不平衡程度扩大的国家数目
占多数，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依然很严重，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收支不平衡所带来的危机。从
两个分组的GDP规模来看，不平衡程度扩大的国家的GDP总份额仅占全球的30.7%，是少数。多数国
家只占了少数的GDP份额，说明不平衡扩大的国家有很多小国。这也进一步提醒我们，仅仅观察美国
和中国这样的大国来看全球不平衡状况是远远不够的。从两组的其他经济指标来看，可以发现，不平
衡程度加大的国家分组与不平衡程度缩小的国家分组相比，其平均经济增长率要低，而其通货膨胀率
要高。这反映了不平衡程度加大的国家处于更加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同时，不平衡程度加大的国家
的人均GDP比不平衡程度缩小的国家的平均人均GDP要低。反映了主要是一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的
不平衡程度在恶化。另外，不平衡程度加大的国家，其经常账户余额与GDP之比的绝对值平均上升
了1.3个百分点，而不平衡程度缩小的国家，其经常账户余额与GDP之比的绝对值平均下降了0.5个百分
点，反映了不平衡程度恶化的情况明显比好转的情况要严重。以上情况总结起来，就是世界上国家收
支不平衡程度加大的国家占多数，这些国家以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小国为主，全球不平衡状况实际上
正在恶化。不平衡国家分为顺差国和逆差国，顺差扩大和逆差扩大均是不平衡程度加大，但容易引起
危机的主要是逆差扩大的国家。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不平衡扩大国家的构成。表3  不平衡程度加大
的国家中分逆差扩大和顺差扩大的国家数目及其他经济指标国家数目 GDP份额（%） GDP增长率（%
） CPI变化率（%） 人均GDP（万美元） 不平衡变化程度（%）逆差扩大 79 18.6 4.3 4.9 2.0 0.8顺差扩大
27 12.2 4.5 8.0 2.1 2.0注：不平衡变化程度是指各国2011年“经常账户余额/GDP绝对值”相对于2010年变
化的平均值。资料来源：根据IMF，WEO Database整理。从表3可以看出，在不平衡程度加大的国家中
，逆差扩大的国家数目有79个，要远远多于顺差扩大的国家数目（27个），也要多于不平衡程度缩小
的国家数目（73个）。逆差扩大国家的GDP占世界GDP总额的18.6%，要高于顺差扩大国；逆差扩大国
家的GDP平均增长率和人均GDP水平，也要低于顺差扩大国家。可见，不平衡程度加大的国家，主要
是逆差扩大的国家，当前的全球不平衡状况，在朝着更有可能引发国际收支危机和外债危机的状况发
展。唯一值得庆幸的指标是，逆差扩大国家的逆差扩大程度要大大低于顺差扩大国家的顺差扩大程度
，说明全球不平衡状况的恶化速度并不快。在79个逆差扩大的国家中，主要是非洲国家。其中国际收
支状况恶化最严重的就是非洲的塞拉利昂，其经常账户占GDP之比从2010年-28%下降到了-49%。其他
还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亚洲的老挝和越南，欧洲的土耳其、波兰、意大利和法国等。其中老挝2011年
的经常账户/GDP已达-19%，越南已达-4.7%，土耳其已达-10.3%，波兰已达-4.8%，意大利已达-3.5%，
法国已达-2.6%。意大利和法国的逆差状况看起来不是很严重，但是逆差程度正在扩大，表明两国对外
偿债能力下降，对外债务水平上升，这对于处于欧债危机旋涡中的两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四 世界
经济展望从国别分布视角展望2012年的世界经济，将得到以下几点趋势性的判断：从总体上看，世界
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全球化的发展将使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
，小国和低收入国家的增长率将相对较快，全球人均收入将继续收敛。同时，大国交替现象将继续演
变，新兴国家的兴起仍然势不可当。由于2011年的通货膨胀中包含了成本推动的因素，因而需求紧缩
型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了需求的过度下滑，导致了在2012年年初全球面临的主要宏观形势是需求不足
。如果伊朗和中东局势的演变进一步提高了油价，则2012年又将面临经济增长率下降和通货膨胀率继
续上升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依靠需求管理政策是远远不够的。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也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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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现进一步的分化。虽然主要大国的不平衡状况已经在改善，但是仍然有许多国家的国际收支不平
衡状况正在恶化。这些国家以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小国为主，尤其是以非洲国家为主，但也有亚洲和
欧洲的部分国家。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对外不平衡程度加剧，不利于欧债危机的解决
，并且意味着欧债危机自身还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而诸多小国的不平衡程度加剧，则增加了欧债危
机向非洲和亚洲国家传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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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热点问题报告》选择了三个热点问题——世界经济形势、欧债危机和国际资本流动进行分析；
新国际干预主义以及由此造成的地区局势动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本报告选择了伊朗核问题、欧洲的
国际干预行为两个问题进行分析；亚太地区的一些新变化无疑牵动了世界的神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
关注，本报告选择了美国重返亚洲与中美关系，南海问题，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日本的大地震与福岛
核事故，还有俄罗斯大选，俄美关系诸多问题进行分析；其他热点问题，比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拉美的贫困化与社会收入分配也值得关注，亦列为本报告的议题。《国际热点问题报告》聚焦国际
热点、深度了解世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发表年度国际热点问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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