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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调整：亚洲寻求包容性增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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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不平等状况日益加剧——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果不平等，以

及经济机会不平等——相对于推动经济总体增长这一目标显得不那么重要。但随着全球

金融危机引起不满情绪高涨，不平等问题再次被列入政策议程。虽然表现不尽相同，解

决不平等问题对于亚洲同样重要。 

    事实上，研究显示，不平等可能对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增长起反作用。因此，在全球

经济日益动荡的时期，推动亚洲经济更可持续的共同增长或包容增长显得更加重要。 

    这是我们今天在马尼拉发布的最新一期 《地区经济展望》的主要关注点。当地政府

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提高广大人口的生活水平。 

    亚洲平等状况记录 

    过去二十年来，大多数亚洲经济体的增长令人瞩目，平均增速高于其他新兴地区。

这使得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突出表明人均收入增长仍是减贫的主要内容。尽管取得了这

些成功，亚洲仍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贫困人口。 

    同样是这二十年，该地区的不平等也在加剧，这也许看起来有悖常理。与此形成强

烈反差的是在此之前三十年亚洲多数经济体（日本、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东盟）的均衡

发展。相比多数其他新兴地区，亚洲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更为显著，从而导致亚洲部分地

区的不平等状况比中东更为严重，甚至接近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水平。  

    不平等加剧抑制了亚洲经济快速增长对减贫的作用，同时许多亚洲国家的贫富差距

正在扩大。 

    我们的分析表明，许多亚洲经济体的发展严重失衡。在中国、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

南亚（不包括印度），底层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增长比平均收入增长慢得多。相反，印

度和东盟国家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增速达到平均收入增长水平。巴西最贫困的

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增长甚至高于平均水平，表明该国近期发展比较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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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挑战 

    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更加均衡的收入对可持续增长非常重要，在此前提下，上述

趋势是令人担忧的。这也是我们在区域经济评估和与亚洲成员国的政策对话中密切关注

的内容。 

    但也无需悲观，有许多潜在有利的政策可以实施，许多亚洲政府似乎正在这样做。 

    问题是复杂的，可能需要一套相互促进的政策，而各国可根据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

组合。让我简要介绍一些我们认为能够做出重要贡献的财政政策措施。 

 亚洲地区教育和健康开支占 GDP 比例相对较低，这意味着财政政策具有强化包

容性的潜在重要作用。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正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低收入新兴经济

体。在亚洲地区，菲律宾引入该计划就是一个令人欢迎的举措。预计到 2012

年，这一计划将覆盖 60%的贫困人口。 

 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和贫困人口较少的亚洲国家应该优先加强其他方面的安全网。

特别是极少新兴亚洲经济体拥有失业保险计划，许多经济体的养老金覆盖率很低

——在大多数新兴亚洲地区仅覆盖不足工作年龄人口的 20%，而在 OECD 国家平

均覆盖率达 60%。加强这类安全网将在两个方面起到帮助作用：加强包容性，减

少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消费并促进全球再平衡。 

 此类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财政成本。巴西的家庭篮子项目仅花费 GDP 的

0.4%，近期基金组织对中国和韩国的研究认为，最低社会安全网的设立成本很

低。因此，至少在一些经济体，推动更均衡增长的政策无需过高的成本。 

    这些社会保障计划的改革以及对健康和教育的投资也许是减少亚洲贫困居民比例的

更加广义战略的关键要素——其他内容还包括如劳动力、金融、汇率和治理改革等。最

终，以这种方式调整亚洲快速增长的成果才是未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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