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由于中期增长预期进一步下降，且油价骤跌，去年全球增长缓慢且不均，预计未来将

缓慢加强。美国经济预计将保持强劲增长，因此发达经济体前景有所好转，而油价下

跌货币贬值应支持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复苏。相反，石油出口国和中国等几个主要新兴

市场经济体增长预计将放缓。全球经济前景的风险更均衡，但主要下行风险仍存在，

包括新的地缘政治紧张态势，金融市场可能突然出现的变化，发达经济体经济停滞和

低通胀风险。 

在全球背景下，尽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内经济体差异大致按南北划分，但该地区

经济前景尤其受到挑战。总的来说，在连续四年下降后，预计 2015 年该地区经济增长

率将继续降至 1%以下，2016 年缓慢复苏。经济疲弱主要集中在南美大宗商品出口国，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加重了各国面临的风险。因此，今年南美三个最大经济体（阿

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产出将收缩，只有智利和秘鲁增长预计将好转。相反，由于

石油进口国石油开支降低，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中美洲大部分地区、加勒比和墨西哥

有望迎来稳定或更强劲的增长。 

尽管区域增长持续放缓，经济衰退仍然有限，而中期增长预期持续下降。另外，大部

分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不能进一步财政扩张以促进增长。灵活汇率能发挥关键作用，

帮助适应愈加艰难的外部条件。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需（1）确保稳定的国家财政，

特别是考虑到仍存在明显的增长下行风险；（2）鉴于收益下降、融资条件收紧，且美

元升值给借款方的恢复能力带来考验，需控制金融部门的脆弱性；（3）解决长期存在

的结构性问题，改善投资，提高生产率。 

 这些广泛的政策优先性同样适用于金融一体化经济体，但应根据各国具体情况采取

不同方法。巴西目前正处于二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低迷之中，但需坚持近期的政策

努力，扼制公共债务的上升趋势，重建对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信任。墨西哥终将有

望迎来缓慢复苏，这应有助于当局逐渐降低预算赤字的计划。智利、哥伦比亚和秘

鲁初始财政状况好转有利于顺畅进行必要的经济调整，从而适应贸易条件削弱的环

境。 

 油价暴跌给南美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国带来严重打击，凸现出有必要进行财政紧缩，

提高汇率灵活性，并广泛改善治理状况和商业环境。对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是委内瑞

拉遏制经济危机不可或缺的手段。最近，阿根廷外汇压力有所缓解，但为解决经济

扭曲和不均，需调整政策，恢复增长和稳定。 

 中美洲经济体应利用进口能源价格下降的机会，缓解财政脆弱性，加强针对通胀的

制度的可靠性。结构性改革仍是解决供应瓶颈和提高可持续且包容性强的增长前景

的必要手段。 



 同样，依赖旅游业发展的加勒比地区经济明显复苏，为提高竞争力、降低居高不下

的外部和财政赤字、恢复脆弱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创造了机会。 

本期《区域经济展望》包含三个分析章节，考察了当前经济衰退和增长前景所面临的

核心挑战。具体而言，本文分析中评估了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对该地区财政和外部状况

的影响、投资急剧下降的驱动因素和经济多元化和复杂性在决定较长期增长前景中的

作用。主要分析成果如下： 

 鉴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可能持续下降，拉美地区几个大宗商品出口国财政收入可能

继续大幅下降，因此这些国家需采取谨慎措施降低预算赤字。贸易平衡恶化可能相

对和缓且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外部调整通常似乎不受非大宗商品出口升高所驱动，

而是受进口压缩影响，尤其是采取更严格汇率制度且出口结构较单一的国家。 

 尽管目前发展形势符合历史规律，但全地区实际投资自 2011 年以来大幅下降。公

司层面的数据显示，虽然其他决定标准的因素也发挥作用，但大宗商品出口价格暴

跌是拉丁美洲投资减缓的主要原因。能否迎来更强劲的复苏取决于政策制定者们能

够在改善私人投资条件方面取得关键性进展。 

 经济多样化和复杂性—国家所生产产品的种类范围和复杂程度—对长期增长有重大

影响。但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这两方面的表现相对来说都差强人意，过去

十年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改善较长期增长前景的关键是优先推行结构性改革，

通过扩大开放利用知识外溢，同时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