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要 
 
亚洲仍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但由于全球复苏依然乏力、国际贸易增长放缓以及中国

增长转型带来的短期影响，亚洲面临着严重的阻力。不过，只要加强改革，亚洲完全能够应

对未来的挑战。为了提高抵御全球风险的能力并保持经济活力，亚洲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应推

进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生产率和创造财政政策空间，同时在需要时支持需求。 
 
亚太地区经济体的增长率预计在 2016-2017 年将小幅下降到 5.25%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

于全球复苏乏力。由于外部需求仍相对疲软，而全球金融条件已开始收紧，所以在亚洲地区

的多数经济体，国内需求预计将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驱动力。劳动力市场状况稳健，大宗商品

价格下跌，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一些经济体还采取了宏观经济刺激措施，这些都将对国内

需求特别是消费起到促进作用。 
 
下行风险在经济形势中继续占主导地位。全球增长速度慢于预期，全球金融条件收紧，加上

亚洲地区的高杠杆，可能给该地区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在高债务环境下，信贷和

金融周期的转向会对亚洲的增长造成显著风险，尤其是考虑到该地区多数主要经济体（包括

中国和日本）的债务水平在过去十年里大幅上升。  
 
此外，尽管中国为实现更可持续增长而进行的经济转型在中期内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都至关

重要，近期内仍可能产生负面溢出效应。第二章评估中国经济再平衡对亚洲地区经济体和金

融市场的潜在溢出效应。总体而言，亚洲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敏感度已经上升。中国的再平衡

在中期内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好处，但很可能带来负面短期效应，尽管对于那些受中国消费需

求影响更大的经济体，可能会有相对较为有利的影响。中国对本地区市场（特别是股票和外

汇市场）产生的金融溢出效应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扩大，与中国贸易联系较强的经济体

所受影响更大。 
 
第三章分析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对处于生产或价值链上游的发达经济体和大宗商品出口国产生

了怎样的影响。该章通过相关证据指出，由于中国已将过去进口的中间产品转到境内生产并

开始出口这些产品，处于上游的发达经济体丧失了一些产品的市场份额。在中国经济再平衡

过程中，大宗商品消费增长也已放缓，但只有一些出口国的出口量增长显著下降。许多出口

国受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更大影响，而这种下跌只有一部分可归因于中国的再平衡调

整。 
 
亚洲地区面临其他重要的下行风险，包括自然灾害和贸易中断。在日本，尽管安倍经济政策

起了支持作用，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尚未实现持久改善。经济增长的进一步下滑可能导

致对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更广泛而言，国内政治和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形势可能造成

严重的贸易中断，导致经济普遍下滑。最后，对多数亚太经济体来说，自然灾害是长期存在

的重大风险。由于基础设施较差，并且在地理位置上容易受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低

收入、前沿和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太平洋岛国面临的风险尤其大。  
 



 
 

 

从上行因素看，地区和多边贸易协议能够促进贸易和经济增长。在这些协议上进一步取得进

展，例如，扩大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使亚洲地区许多经济体受益。 
 
在促进亚洲应对挑战并保持全球经济引领地位方面，政策将起到什么作用？为充分发挥亚洲

的潜力，必须在支持需求，缓解外部冲击的影响的同时，实施广泛的改革政策。宏观经济政

策支持下的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支持经济转型和促进潜在增长。多数经济体应逐步开展财政整

顿以重建政策空间，但一般同时也应调整支出结构，以便在必要时能够扩大基础设施和社会

支出。货币政策仍应侧重于支持需求和应对近期风险，包括汇率大幅贬值和通货紧缩冲击带

来的风险。最近几轮金融动荡突出表明，需要采取灵活主动的货币和汇率政策。政策目标的

有效沟通也有助于提升信心和减轻市场波动。为管理高杠杆和金融波动带来的风险而实施的

政策将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实行灵活的汇率，实施有针对性的宏观审慎政策，以及在一些情

况下采取资本流动管理措施。  

为确保亚洲继续引领全球增长，推进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结构性改革有助于实现需求和供

给的再平衡调整、减轻脆弱性并提高经济效率和潜在增长率，因此十分必要。在一些经济体，

改革还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环境，特别是在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大型国家。过去的改

革已证明十分有效，包括提高了经济和贸易多元化程度，并促进亚洲进入全球市场。但需要

实施新一轮有重大影响的改革，包括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日本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改革，

以及印度和该地区其他经济体为消除瓶颈而实行的改革。  
 
还需要通过改革促进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包括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其他地区形成对

比，亚洲多数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已经加剧）。第四章发现，与过去情况不同，迅速增长的

亚洲经济体无法再现“公平增长”的奇迹。该章指出，必须解决机会不平等问题，特别是要

扩大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渠道，并提高金融和性别包容性。在这方面，财政政策是解决不

平等加剧问题的重要工具，包括通过扩大社会支出覆盖面和提高税收累进程度等途径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