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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

下行风险巨大，甚至可能衰退。这

一机构在当天发布的最新一期《世

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

经济增速将由 2021 年的 6％显著放

缓 至 3.2％ ，明 年 进 一 步 放 缓 至

2.7％。

观察人士认为，美国等发达经

济体激进“加息潮”正导致世界经济

放缓、金融环境收紧，给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带

来巨大冲击。发达经济体应充分考

虑货币政策外溢效应，而新兴经济

体等则需采取积极措施应对风险。

多重因素冲击全球经济

IMF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全球经

济面临诸多挑战：通货膨胀率达到几

十年来最高水平、大多数地区金融环

境收紧、乌克兰危机升级以及新冠疫

情持续，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

报告预测，饱受能源危机困扰的

欧元区经济受到的影响最明显，2023
年经济增长率可能降至 0.5％。美国

经济增速也将在 2023 年降至 1％。

2022年至 2023年，全球数十个经济体

都可能出现“技术性衰退”，即实际国

内生产总值至少连续两个季度萎缩。

IMF 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

利维耶·古兰沙当天在发布会上表

示，欧洲等地区面临的能源危机不

是短暂冲击，基于地缘政治因素调

整能源供应的影响广泛而持久。

“2022 年冬天将充满挑战，但 2023 年

冬天或许更糟。”

除了能源危机，货币政策调整

和不断上涨的价格压力也都将对世

界经济增长造成威胁。IMF表示，货

币政策调整应适度，既要避免过度

收紧导致经济严重衰退，也要避免

收紧力度不足导致通胀失控。这一

机构表示，通胀飙升挤压实际收入、

破坏宏观经济稳定，是对当前和今

后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威胁。

发达经济体政策外溢引发担忧

通胀水平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美

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等发达经济体央行

激进加息，导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

家承受巨大压力。IMF研究部世界经

济主管丹尼尔·利告诉新华社记者，

新兴市场，尤其是大宗商品出口国在

发达经济体“加息潮”中遭遇重创。

丹尼尔·利表示，美联储激进加

息，触发美元大幅升值，导致以美元

计价进行借贷的国家清偿债务压力

骤增，特别是欠发达国家负担越发

沉重。IMF数据显示，超过四分之一

的新兴经济体要么已债务违约，要

么其债券价格大跌；超过 60％的低

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困境。

IMF11日发表的最新一期《全球

金融稳定报告》指出，美元走强、外

部借贷成本高企、通胀居高不下、大

宗商品市场波动、全球经济前景不

确定性加剧及发达经济体政策紧缩

带来的压力，都给新兴市场经济发

展带来风险。

IMF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托

比亚斯·阿德里安在发布会上回答

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美国及其他

国家金融政策收紧的影响肯定会外

溢。美元走强、利率上升会使全球

各国金融状况更加紧张。

各经济体协调应对至关重要

此前，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研

究呼吁，发达经济体央行收紧货币

政策要考虑外溢影响，各央行有必

要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进行清晰明

确的沟通。世界银行警告，全球央

行同步加息会让世界经济陷入衰

退，甚至导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

家出现金融危机、造成持久伤害。

对新兴市场来说，采取合适应

对措施尤为重要。古兰沙表示，美

元大幅升值，推动进口商品成本提

高，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带

来严峻挑战。他建议，大多数国家

应调整货币政策以维持价格稳定，

同时维持外汇储备以应对金融状况

恶化。

丹尼尔·利指出，新兴经济体采

取外汇干预措施可能对应对金融市

场压力产生积极影响，而一旦陷入

非常困难的情形，可以尝试使用

资本流动管理工具。另外，他建

议财政政策要为最脆弱人群提供

有针对性的支持，并保持财政政

策的总体立场相对中性，避免政

策产生的效果与对抗全球通胀的初

衷背道而驰。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2日电

新华社北京10月 12日电（记者

韩婕）中国人民银行 11 日发布的金

融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前三季度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27.77 万亿

元，比上年同期多增 3.01 万亿元；前

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 18.08 万亿

元，同比多增 1.36万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稳增长政策

效果的逐步显现，三季度金融数据整

体回暖，企业和居民信贷有效需求持

续回升，未来宏观经济或加快复苏、房

地产行业经济景气度有望继续改善。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

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告诉记者，2022
年前三季度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

币贷款增加 17.89 万亿元，同比多增

1.06 万亿元，是支撑新增社融和人民

币贷款同比多增的主要因素之一。

庞溟表示，考虑到近期国家开发

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基

本完成了 6000 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

投放，在支持国家重点基础设施项

目、通过稳投资以稳增长之余，也拉

动了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长。

社融方面，9 月社融规模增量为

3.5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 6245 亿
元。在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温彬看来，新增信贷和政府债券融资

是 9月社融规模显著回升的最大贡献

项。温彬表示，“在政策性开发性金

融工具不断加码、引导加大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投放和创设设备更新改造

专项再贷款等拉动下，9 月新增信贷

大幅扩张，同环比均明显多增，信贷

结构显著改善。”

统计数据显示，9 月份同业拆借

加权平均利率为 1.41％，比 8月高 0.18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0.75 个百分

点 ；质 押 式 回 购 加 权 平 均 利 率 为

1.46％，比 8 月高 0.22 个百分点，比上

年同期低 0.73 个百分点。庞溟认为，

这显示出以市场利率带动实体经济

贷款利率和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进一

步下降，有利于激活实体贷款需求，

确保经济修复斜率稳定，并促进货币

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联动，促

进财政低成本融资、撬动社会存量资

源、提升实体投资积极性。

温彬表示，从金融数据可以看

出，在稳增长政策持续加码并加快落

地的情况下，企业和居民部门信贷有

效需求持续回升，宽信用进一步提

速。结合稳经济大盘四季度工作推

进会及各项政策部署看，基建、制造

业、房地产等领域的信用扩张有望对

四季度信贷和社融增速继续形成有

力支撑，有助于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

区间。

随着后续政策效果的持续显现，

庞溟预计未来宏观经济加快复苏、房

地产行业经济景气度改善，有利于宽

信用落地、社融增速加速回升，保持

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支持稳经济

稳增长。

前三前三季度社融规模增量累计达27.77万亿元
信贷有效需求持续回升

世界经济挑战加剧 美激进加息风险外溢
新华社记者 熊茂伶

新华社北
京 10 月 9 日电
（记者 赵文君）

记者 9 日从市

场监管总局获

悉，由市场监管

总局印发的《食

品相关产品质

量安全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将

于 2023年 3月 1
日起施行。

暂行办法

明确生产销售

者“ 第 一 责 任

人”的主体责任

和市场监管人

员的属地监管

责任，要求生产

者配备质量安

全总监和质量

安全员，进一步

明确企业主体

责任、政府领导

责任、综合监管责任和直接监管

责任，充分保障食品相关产品质

量安全。

在生产全过程监督检查方

面，暂行办法建立了涵盖生产、贮

存、包装等关键环节食品相关产

品生产全过程控制制度。要求生

产者建立原辅料管理、生产关键

点控制、出厂检验控制等管理制

度以及控制措施，实现食品相关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保证从原辅

料和添加剂采购到产品销售所有

环节均可进行有效控制，并及时

排查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

隐患。

暂行办法聚焦生产行为难规

范、监管制度不健全等突出问题，

着力打通协同监管堵点，明确全

覆盖例行检查、日常监督检查、专

项监督检查等要求，细化检查要

点、检查内容和结果处置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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