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要 
 
亚太地区的前景依然强劲（事实上，该地区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最新数据显示该地

区增长势头正在加强。但亚太地区的近期前景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风险总体偏向下行。在

中期，该地区经济增长还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生产率疲弱等长期阻力。宏观经济政策应继续

支持经济增长，同时应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外部再平衡，提高经济的包容性。亚太地

区应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应对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并提高生产率。 

亚太地区最大经济体的近期增长势头尤为强劲，这体现了中国、日本推出的政策刺激措施，

而这些措施也给亚洲其他经济体带来了有利影响。采购经理人指数等前瞻性指标显示，直到

2017 年初，本地区各国的经济活动普遍都在继续加强。 

在此背景下，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速预计将从 2016 年的 5.3%上升至 2017 年的 5.5%。与 2016 年

10 月《世界经济展望》相比，中国和日本的 2017 年经济增速均上调，这主要得益于政策的持

续支持和近期较好的数据。受货币置换的临时性影响，印度经济增速被下调；由于政治不确

定性，韩国增速也被下调。从中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速将放缓，但印度的关键结构性改革

将支持增长提速，这会部分抵消前者的影响。 

美国推出更多刺激措施，加之中国更强劲的增长，在短期为本地区经济提供了支持，不过增

长前景面临的风险总体上仍偏向下行。在近期，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可能会引发资本流动出现

波动，这可能与一些经济体的资产负债表薄弱相互作用，并使之恶化。考虑到该地区的贸易

开放程度，如果发达经济体更多实行内向型政策，将对亚洲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中国经济转

型较预期出现更多波折，也将产生大规模的溢出效应。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和国内政治的不

确定性会对各国的经济前景造成负面影响。从中期看，本地区增长面临着长期阻力，包括部

分国家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追赶速度放缓等问题。第二章和第三章将讨论这些问题。 

第二章重点讨论了亚洲面临的人口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即亚洲部分地区可能会存在“未富先

老”的问题。与欧美情况相比，亚洲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尤为明显。对于该地区很多国家

来说，若按照现有趋势，当这些国家在其老龄化周期中达到与发达经济体相似峰值时，其人

均收入（以美国为基准）将远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在老龄化较严重的亚

洲国家，老龄化对未来增长的不利影响将会尤为严峻。 

第三章发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生产率的增速已经放缓，这对该地区向美国和其他处于技

术前沿的国家的经济追赶（即“趋同”）构成限制。亚太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及中国的生产率

增速下降最为严重。对亚洲而言，其他地区出现的生产率增速下滑的许多原因也同样适用，

这包括投资疲软、贸易动力不足、人力资本形成放缓、资源错配至低效部门以及人口老龄化

等因素。如果不开展改革，生产率增速将可能在一段时间持续低迷，而快速老龄化所产生的

阻力将越来越大。 

政策方面，各国应推出适当的需求支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以加强薄弱领域的增长势头。考

虑到本地区大多数经济体的通胀率都低于目标水平且存在产能闲置，货币政策应普遍保持宽

松。但部分央行应做好加息准备，以应对通胀压力的快速出现。其他一些央行则应提高宏观



 

 
 

审慎要求，逐步加息以降低信贷增速。具有财政空间的国家应在必要时出台财政政策，对结

构性改革和外部再平衡调整进行支持和补充。同时，那些已经弥合产出缺口的国家应开始重

建财政空间。对部分国家而言，实施中期财政整顿也十分重要，这对债务水平较高、财政可

信度有待加强的国家尤为如此。应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帮助降低外部失衡，减少国内及外部

脆弱性，促进更快、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对不同国家而言，适当的政策组合各不相同，

这取决于它们的产出缺口、政策空间、改革优先项以及外部再平衡的需要。 

此外，解决脆弱性问题的同时防范外部冲击，将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一般来说，在全球金

融环境突然收紧或主要贸易伙伴转向保护主义的背景下，各国应继续采用弹性汇率来缓冲冲

击。政策制定者应继续依靠宏观审慎政策，降低与企业和家庭部门高杠杆及利率上升有关的

系统性风险，同时逐步解决根本的资产负债表问题。各国应使用宏观审慎政策来提升抵御冲

击的能力，包括那些与资本流动逆转有关的冲击。 

为实现长期增长，需要开展结构性改革，以应对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并提高生产率。鉴于人

口变化十分迅速，各国亟待推出旨在保护弱势老年人、提高劳动力参与率（特别是妇女、老

年人的参与率）以及提升潜在增长率的相关政策。要应对上述挑战，各国在结构性改革中应

优先推出劳动力市场和养老金体系改革。在老龄化到来之前，各国应及早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并特别关注维持债务可持续性。另一个主要的政策挑战是在外部因素可能不如以往有利的情

况下提高生产率。实证研究的结果强调，总的来说，经济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对提高生产率

十分重要，这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尤为如此。这些经济体应通过进一步提高吸收能力和增

加国内投资，优先利用近期所取得的成果（包括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增加）。发达经济体应重

点提高研发支出的效力，采取措施提高服务业生产率，支持贸易一体化，推动服务业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