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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大重点关切

六大重点关切构成了当前和未来的挑战，同时带来机遇。

 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

应对脱碳挑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通力合作。政府正加大力度采纳 
 各种政策工具，例如强制减排和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政策、贸易限制、
碳定价以及鼓励各行业加快脱碳进程的奖励措施。对于机构而言，一大 
要务是做好准备把环境的外部效应内化到运营中。

 持续通胀、宏观政策紧缩、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各国央行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多次加息，通胀居高不下，股权和债券 
市场双双下滑，美国银行业压力重重。尽管发达市场的通胀预计会逐步
放缓，但与过去十年相比，短期内通胀仍将保持较高水平，因此需要 
继续采取限制性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速放缓和滞胀风险持续存在。 
这些因素叠加日益高涨的成本和市场波动，使得经济环境更具挑战性。

后疫情世界的地缘政治事件和脱钩

世界正在日趋分化。出于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考量，各国政府采取 
行动来缓解各自的脆弱性，导致相互交织的供应链和价值创造体系 
可能脱钩，影响支撑全球化的基石。世界局势的走向将取决于中美关系
和俄乌冲突等因素。可以明确的是，脱钩将推高通胀和商业成本。

外商投资机制

贸易和投资监管环境愈加复杂。政府纷纷收紧贸易及投资限制以保护 
国有资产和关键产业。分化的世界将会更加贫穷。贸易限制将造成 
全球产出的损失。随着发达经济体的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流通受限，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受到最为严重的冲击，面临投资减少和 
生产力增益降低的问题。

 网络风险

疫情期间，数字技术应用加速，加之恶意攻击者焦点转移和技术不断 
演进，网络安全漏洞倍增。越来越多机构和个人深受其害，落入数据泄露、 
网络钓鱼和勒索软件攻击等网络犯罪的圈套。5G网络、 人工智能 
以及Web 3.0等科技的进步更加剧了这一趋势。网络韧性如今已成为 
企业运营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业务的可持续性和韧性至关重要。

 工业4.0和劳动力4.0

 尽管工业4.0提高了经济生产力，但也带来了诸如工作岗位流失和 
 不平等状况加剧等社会挑战。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 
 同时，更多工作岗位被自动化所取代，还可能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影响。这将导致就业市场中等技能岗位出现“空心化”，中等技能工人
愈发担忧工作不保。我们必须防范社会分化和社会契约瓦解，确保 
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