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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影响世界经济放缓 0.84 个百分
点，影响我国经济放缓 0.11 个百分点

内容摘要：2022 年 2 月 24 日，俄乌冲突全面升级。毋

庸置疑，冲突在给俄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危害的同时，对

世界及我国经济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为此，我们运用全球

CGE 模型就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及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测

算。结果显示，俄乌冲突将导致 2022 年世界经济及我国经

济分别放缓 0.84 个和 0.11 个百分点。虽然短期对我国经

济影响不大，但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更趋复杂严峻，应坚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多措并举强化资源能源安全保障，

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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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及我国经济影响的模型构建及情景条件

毋庸置疑，俄乌冲突将对全球经济不可避免地产生严重而深远的

影响，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下，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俄乌战争和

对俄罗斯的制裁将影响到能源、农产品、有色金属等产业链的各环节、

各国家和地区。全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可以很好地识别影

响程度，该模型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框架，以投入产出表与国民核算账

户为基础，模型中的价格与数量皆为内生变量，通过内生变量之间的

调整求解可用于政策模拟。当某些变量受到外部冲击时，市场均衡被

打破，通过一系列的价格调整使得各个市场出清从而达到一个新均

衡，对比前后两个均衡之间的差异，即可观察到这一外部冲击对整个

经济体系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报告以最新版本的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第 10 版数据库

为基础，构建了包含 13 个国家和地区、17 个行业的全球多区域 CGE

模型，其中 13 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国、乌克兰、俄罗斯、美国、欧盟、

英国、韩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和其他国家

地区，17 个行业为农业、木材加工和造纸印刷业、煤炭及油气开采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与煤炭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

业、机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

和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其他服务业。

俄乌冲突对经济的具体影响程度取决于战争走向和各国对俄罗

斯经济制裁程度，为了更好分析评估俄乌冲突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为

政策决策提供辅助支撑，我们对俄乌冲突设置情景条件进行测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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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俄乌冲突属局部有限战争；二是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对俄已实施的相

关制裁措施；三是俄已采取的相应反制措施；四是受俄乌冲突影响，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经济效率下降。

二、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及我国经济影响的模拟分析

俄乌冲突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下滑。模型测算结果显示，俄乌冲突影响 2022 年全球 GDP

减缓约 0.84 个百分点。分地区看，俄乌冲突对我国的影响不大，将

导致 2022 年我国 GDP 减缓 0.11 个百分点。此外，由于俄乌是直接参

战双方，俄乌冲突对两国的经济冲击最大，2022 年分别减缓 9.94 个

和 17.63 个百分点；作为俄乌主要贸易伙伴，俄乌冲突对欧盟、日本、

韩国影响也非常大，导致其 2022 年 GDP 分别减缓 1.47 个、1.09 个

和 1.89 个百分点；俄乌冲突对美国的影响较小，导致其 2022 年 GDP

减缓 0.12 个百分点；影响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新西

兰 2022 年 GDP 分别减缓 0.55 个、0.68 个、0.58 个、0.38 个和 0.32

个百分点。

表 1 俄乌冲突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 GDP 的影响 单位：个百分点

国家地区 GDP 变化 国家地区 GDP 变化

中国 -0.11 新加坡 -0.55

俄罗斯 -9.94 澳大利亚 -0.68

乌克兰 -17.63 新西兰 -0.32

美国 -0.12 加拿大 -0.58

日本 -1.09 英国 -0.38

韩国 -1.89 欧盟 -1.47

俄作为全球能源、农产品、有色金属等的输出大国，俄乌冲突加

上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对俄展开的经济制裁必然推动全球能源、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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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色金属等能源资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一方面我国上游行业利润

会有所增加，企业产出上升；另一方面受部分大宗商品尤其是原油、

煤炭等能源产品价格上涨较快的影响，我国中下游行业生产成本高

企，企业盈利空间将受到挤压，企业产出有所下降。模型测算结果显

示，我国上游行业的农业、煤炭及油气开采业、石油与煤炭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产出上升，其产出分别增加 0.66 个、

7.69 个、0.66 个和 1.92 个百分点。中下游行业的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机器设备制造业、汽

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

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业等产出下降，

其产出分别减少 0.94 个、0.99 个、0.92 个、1.45 个、0.84 个、1.16

个、0.08 个、1.22 个和 0.20 个百分点。

表 2 俄乌冲突对我国主要行业部门产出影响 单位：百分点

行业 总产出变化

农业 0.66

木材加工和造纸印刷业 -0.10

煤炭及油气开采业 7.6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8

石油与煤炭加工业 0.66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9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92

金属制品业 -0.99

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 -0.92

机器设备制造业 -1.45

汽车制造业 -0.8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16

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08

建筑业 -1.22

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业 -0.20

其他服务业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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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建议

尽管俄乌冲突对我国 2022 年经济影响不大，但发展的外部环境

将更趋复杂严峻，亟须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多措并举强化资源

能源安全保障，提高相关农产品供给能力，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

定，进而实现“保供稳价”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以应对未来外部环

境扰动继续增加、经济波动风险持续上升等挑战。

（一）强化资源能源安全保障

加强资源能源供应动态变化的预判预案，持续增强资源能源的稳

定供应和风险管控能力，积极应对当前及未来可能频繁出现的国际资

源能源供应不稳状况。一方面加大国内资源能源投资力度。充分调动

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降低资源能源开发成本，增强国内资源

能源保障能力，以更好应对俄乌冲突对我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保障

供需平衡。动态适时投放资源能源储备，提升资源能源国家战略储备

和商业储备整体水平。

（二）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

强化责任落实，促进农业生产结构再平衡，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

确保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一是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加强农产品应急

管理，落实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构建多

层次农业保险产品体系。二是优化农业投资环境。健全农业投资调控

体系，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加强农业

公司上市辅导。三是保障农产品价格平稳。加强对从俄乌两国进口农

产品的动态监测，重点加强农产品期货市场监管，对于涉嫌市场操纵

的异常交易行为，从严从快处理。

（三）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

加快构建自主、安全、可控、强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全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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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一是加快技术突破实现产品国产化。加强科

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从俄乌进口的关键产品的保障能力，补齐因

俄乌冲突导致的国内产业链循环中的短板，实现产业链循环畅通。二

是加强多元化的供应链体系建设。加速构建多渠道、多元化的国际供

应链体系，寻求更多可替代供应商，以应对类似俄乌冲突出现的急剧

供应短缺。三是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建设。探索建立全球供应链有

机联系的制度安排，以及跨区域、跨部门、跨产业的信息沟通、设施

联通、物流畅通等协同机制，加大对重点产业和区域的风险预警管理。

（执笔: 尹伟华 温志超 刘明 张晓兰 肖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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