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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２０１５年亚太地区经济形势仍处于温和增长状态，但还是世界上最具活力也是对世界

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引发地区经济增长的背 后 动 因 发 生 了 较

大变化，一是长期性或趋势性的因素超过短期因素正在显著地影响区内各 国 的 经 济

增长水平；二是地区性因素要比国别因素对一国经济增长起着更 显 著 的 影 响；三 是

区内发展中经济体超过发达经济体成为左右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特 别 是 中 国

对地区增长的影响在进一步上升。受上述因素的影响，２０１６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率

将好于２０１５年，特别是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和其他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更

是如此，当然，中国将继续在改革与结构调整中呈有质量的增速递减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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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０８年全球 金 融 危 机 爆 发 以 来，增 长 便 成 为

国际峰会、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企业界、学术界热

议的核心 议 题。① 作 为 世 界 增 长 的 中 心，亚 太 地 区 更

不例外。２０１５年 既 见 证 了 亚 太 地 区 各 国 为 谋 求 增 长

与包容所达成的共识，也见证了各国为增长与包容所

做出的一致努力与所采取的行动方案。另一方面，亚

太地区正处于急剧裂变时期，中国崛起正在改写亚太

地区的传统秩序，使得地区经济增长正在呈现与以往

不同的特 征。在 此 大 背 景 下，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 中

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与福建社科院联

合举办了 “亚太新秩序下的２０１５年 亚 太 地 区 经 济 与

合作研讨会”，会议聚集了国内外专家就当 前 地 区 面

临的经济增长的热点、重点和难点议题展开讨论。
一、２０１５年亚太经济形势回顾

２０１５年亚太地区经济形势仍处于温和增长状态，
尽管低于２００８年全球经济 金 融 危 机 前 的 水 平，但 仍

好于全球增长水平 （见表１）。
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是维持当前亚太地区经济增

长的主要力量 之 一。截 至２０１５年 年 底，美 国 实 际 上

已进入第６年扩张期，超过了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扩张

期持续增长的平均水平，已是美国经济增长史上最好

的纪 录 之 一。综 合 美 国 宏 观 经 济 的 各 项 指 标 来 看，

２０１５年稳定 增 长 是 其 主 要 特 点，２０１５年 第１、２、３
季度实际ＧＤＰ增长率分别为０．６％、３．９％和２．１％，
第４季度 的 增 长 率 可 能 偏 低，为１．７％－２．０％，全

年实际 ＧＤＰ增 长 率 可 能 在２．４％－２．６％左 右，与

２０１４年大致持平或略好②。
日本和韩国经济复苏缓慢，由此拉低了地区经济

增长水平。日 本 公 布 的２０１５年 第３季 度 数 据 显 示，
剔除 物 价 变 动 因 素 后，日 本 实 际 增 长 率 环 比 下 降

０．２％，换 算 年 率 后 为 下 降０．８％，这 是 日 本 经 济

２０１５年以来 连 续 两 个 季 度 环 比 萎 缩。这 种 萎 缩 有 可

能再次表明安倍晋三试图推动日本经济重回增长轨道

①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召 开 的 北 京 ＡＰＥＣ峰 会 发 表 了 “构 建 融 合、创

新、互联的亚太”的 《北京 纲 领》，形 成 了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推 动 全 球

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亚太经合组织 经 济 创 新 发 展、改 革 与 增

长共识》、《亚 太 经 合 组 织 互 联 互 通 蓝 图 （２０１５－２０２５）》等 几 个 重 要

文件。２０１５年ＡＰＥＣ峰会则 以 “建 立 包 容 性 经 济、建 设 更 美 好 世 界：
亚太共同体的远景”为主 题，形 成 了 《ＡＰＥＣ战 略 加 强 质 量 的 增 长》、
《ＡＰＥＣ服务合作框架》等 文 件。２０１５年Ｇ２０峰 会 同 样 以 实 现 包 容 和

稳健增长，增加人民福祉为主题，制定了全面议程。２０１６年Ｇ２０峰会

则进一步将主题确定为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②　王 荣 军．２０１５美 国 经 济 形 势 分 析 与 展 望．亚 太 新 秩 序 下 的

２０１５年亚太地区经济与合作研讨会．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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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败。学术界基本认为日本增长问题属于长期的结

构性矛盾，① 安 倍 经 济 学 的 “老 三 支 箭”缺 乏 治 本 的

能力②。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与外部经济联

系密切的韩国自然遭到较为严重的冲击，其增长速度

也下降到３％以下。尽管朴槿惠政府希望借助 “三三

政策”，即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实现三个宏伟蓝图，③

２０１５年ＧＤＰ增长率仅为３．３％，仍差强人意。

表１　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水平 单位：％

实际增长率 ＡＤＢ　 ＩＭＦ 世界银行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４年

预测）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年

估计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年

预测数）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４年

预测）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年

估计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年

预测数）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５年

预测数）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年

预测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年

预测数）

世界 ４．５　 ３．１　 ３．６　 ３．８　 ３．１　 ３．６　 ２．８　 ３．３

欧元区 １．８　 ０．５　 ０．４　 １．０　 １．５　 １．６　 １．３　 １．５　 １．６　 １．６　 １．５　 １．８

美国 ２．９ －０．３　 １．９　 ３．０　 ２．５　 ２．６　 ３．１　 ２．６　 ２．８　 ２

日本 １．５ －１．０　 ０．７　 １．５　 ０．５　 ０．８　 ０．８　 ０．６　 １　 ０．７

澳大利亚 ３．４　 ２．７　 ２．８　 ２．９　 ２．４　 ２．９　 ２．８

新西兰 ３．９ －０．８　 ２．５　 ２．８　 ２．２　 ２．４　 ２．５

发展中亚洲 ８．６　 ７．３　 ７．１　 ６．２　 ５．８　 ６　 ６．６　 ６．５　 ６．４　 ６．５

东亚 ６．５　 ６　 ６　 ６．２　 ５．８

中国 １０．６　 ９．６　 ８．１　 ７．２　 ６．９　 ６．７　 ７．１　 ６．８　 ６．３　 ６．３　 ７．１　 ７

韩国 ４．９　 ２．８　 ３．０　 ３．８　 ２．７　 ３．３　 ３．９　 ２．７　 ３．２　 ３．６

蒙古 ７．３　 ７．８　 １２．２　 ２．３　 ３　 ８．４　 ３．５　 ３．６　 ９．１　 ４．４　 ４．２

东盟 ５．１　 ４．４　 ４．９　 ４．６　 ５

印度尼西亚 ５．１　 ７．４　 ５．７　 ５．６　 ４．８　 ５．３　 ５．５　 ４．７　 ５．１　 ６　 ４．７　 ５．５

马来西亚 ５．７　 ４．８　 ５．４　 ５．３　 ４．７　 ４．９　 ５．２　 ４．７　 ４．５　 ５　 ４．７　 ５

泰国 ５．８　 １．７　 ２．９　 ４．０　 ２．７　 ３．８　 ４．６　 ２．５　 ３．２　 ３．２　 ３．５　 ４

菲律宾 ５．１　 ４．２　 ５．９　 ６．４　 ５．９　 ６．３　 ６．３　 ６　 ６．３　 ６．５　 ６．５　 ６．５

越南 ７．３　 ５．７　 ５．７　 ５．８　 ６．５　 ６．６　 ５．６　 ６．５　 ６．４　 ６　 ６　 ６．２

老挝 ７．１　 ７．８　 ７．８　 ６．７　 ７　 ７．２　 ７．５　 ８　 ７．４　 ６．４　 ７

缅甸 １３．２　 ３．６　 ７．４　 ８．３　 ８．２　 ８．５　 ８．５　 ８．４　 ７．７　 ８．５　 ８．２

柬埔寨 ９．９　 ６．７　 ７．２　 ７　 ７．２　 ７．３　 ７　 ７．２　 ７．３　 ６．９　 ６．９

资料来源：ＡＤＢ，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Ｄｅｃ．２０１５．ＩＭＦ　ｏｃｔ．Ｗｂ．

２０１５年东盟 国 家 经 济 增 长 喜 忧 参 半，但 仍 是 亚

太地区最活跃的经济中心之一。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继

续放缓，加上国内政策调整不到位，东盟几个规模较

大的经济体普遍出现跟着世界经济被动走的特点，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经济增长记录不佳，印

度尼西亚和泰国出口低迷，马来西亚令吉汇率持续下

跌，刷新１９９７年金融风暴以来的最低记录。也因此，
亚洲开发银行在９月的 《亚洲发展展望》报告更新版

中将２０１５年东 盟 地 区 经 济 增 长 率 下 调 至４．４％。④ 菲

律宾和越南依靠内需和外资保持了近些年６％甚至更

高的增长记录。缅甸、柬埔寨、老挝等东盟发展中经

济体依靠旅游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建筑业以及外

资的持 续 流 入 和 基 础 设 施 的 改 善 继 续 呈 快 速 增 长

态势。
尽管中国经 济 增 长 率 水 平 低 于 以 往 的１０％左 右

的增长 率，但 仍 保 持６．５％—７％的 经 济 增 长 率，这

对于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已难能可贵。即便如

此，中国依 然 是 世 界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最 快 的 经 济 体 之

一，特别是到了下半年，国内消费发力扭转了人们对

①　蓝 皮 书 指 出 日 本 经 济 陷 入 长 期 停 滞 的 最 大 理 由 有 两 个，即 不

断膨胀的公共债务和不断减少的人口，日本经 济 要 在 中 长 期 走 出 发 展

的困境，则必须彻底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和 社 保 制 度 的 改 革。中 国 社 会

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 本 经 济 蓝 皮 书：日 本 经 济 与 中 日 经 贸 关 系 研

究报告 （２０１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②　金仁淑．日本经济现状．亚 太 新 秩 序 下 的２０１５年 亚 太 地 区 经

济与合作研讨会．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

③　即一是指 力 除 陈 规 陋 习，稳 固 经 济 基 础；二 是 通 过 发 展 以 增

加就业为中 心 的 “创 造 型 经 济”，推 经 济 发 展；三 是 刺 激 国 内 需 求，

均衡内需与出口。这三 个 宏 伟 蓝 图 还 可 以 表 达 为 “４７４蓝 图”，即 到

２０１７年韩国经济增速达到４％、雇佣率达到７０％、国民平均所得达到

４万美元。

④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ｕｔｌｏｏｋ　２０１５
Ｕｐｄａｔｅ－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２，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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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悲观情绪。亚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
（Ｓｈａｎｇ－Ｊｉｎ　Ｗｅｉ）表示，“除了受人口红利逐步消失

和工资成本不断上涨的影响，中国正在向以创新、消

费和服务业为基础的新增长模式转型，这将导致其经

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只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国

便很有可能实现生产率的提高，并在未来拥有相对强

劲的经 济 增 长 率。”正 因 此，亚 洲 开 发 银 行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发布 的 《亚 洲 发 展 展 望》报 告 小 幅 上 调 了 对 中

国的增长预期，下调了对中亚及太 平 洋 地 区 的 预 期，
从而维持了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东亚地区增长６．０％的

预期不变。
由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水

平的回落，亚太地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

增长水平的差距从未像近几年呈缩减态势，这可以从

２０１５年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增长水平略见一斑。①

总体而 言，亚 太 地 区 各 国 经 济 增 长 越 来 越 具 有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特征，经 济 增 长 的 同 步 性

出现客观上也要求加强国家间经济政策协调，与整个

地区的发 展 变 化 相 统 一，② 当 然，各 国 之 间 对 资 源、
市场的竞争力度也在加大，导致区内各国宏观经济政

策出现竞争性的发展走势。③

二、２０１５年亚太经济形势的原因分析

当前影响亚太经济增长的的因素在发生结构性的

变化，长期性因素、地区性因素及发展中经济体行为

构成判断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依据。
第一，长期性或趋势性的因素超过短期因素在显

著地影响区内各国经济增长水平。④ ２０１５年尽管受石

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汇率波动、公共债务水

平走高等短期性影响，一些长期性或趋势性的因素对

各国经济影响的层面更大一些。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是

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水平未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主要

阻碍。ＩＭＦ在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

下调了几乎所有国家的近期增长率，对增长减缓预测

判断的依据是各经济体的长期潜在产出增长率普遍下

降，并指出当前的经济衰退对趋势生产率的水平和增

长都会造成永 久 的 负 面 影 响。⑤ 《世 界 经 济 黄 皮 书》
也指出当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因素主要

是制度、基 础 设 施、人 口 结 构 与 产 业 结 构 等 四 个 方

面。一项研究表明印度尼西亚基础设施短缺、技能短

缺、金融改革滞后等因素造成其实际增长水平长期低

于其潜在增长率。⑥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

答案是在 采 取 措 施 支 持 需 求 的 同 时，实 施 结 构 性 改

革，以提高实际和潜在产出。⑦

第二，地区性因素比国别因素对一国经济增长起

着更显著的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外

部条件越来越不利于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

长，⑧ 其原因是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美国加息政

策的预期导致发展中国家外部金融条件收紧以及大宗

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另根据联合国一份调查显示，影

响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外资流入 各 国 的 积 极 因 素 是 美 国 经

济和欧盟 经 济 复 苏、金 砖 国 家 和 其 他 新 兴 经 济 体 增

长、制造业的离岸采购、地区一体化、公司税制度的

变化等等，消极因素则是食品安全、贸易保护、主权

债务、投资保护、自然灾害和恐怖主义。⑨ 在外部因

素影响不利的情况下，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更多依

靠自身的政策调整和区内一体化进程来缓释外部的压

力。例如，发展中经济体在推动区内一体化进程中变

得越来越主动。根据亚 洲 开 发 银 行２０１５年 的 统 计 显

示瑏瑠，亚洲区内 （东亚、东 南 亚、南 亚、中 亚 和 太 平

洋岛国）成 员 已 经 签 署 的 自 贸 区 协 议 高 达４７８件，
２０１５年新增 的 协 议 近 百 件。高 水 平、高 标 准 的 中 韩

自贸区、中 澳 自 贸 区 协 议 也 于２０１６年 年 初 开 始 执

行瑏瑡。从各国际机构出台的年度主题报告中也可以看

出，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受地区整体性因素的影响

在加大，使得人们不得不重视地区中共性因素对各国

经济增长的影 响。２０１５年 世 界 银 行 年 度 报 告 和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亚太经社概览均以包容性增长为主题瑏瑢。

第三，区内发展中经济体超过发达经济体成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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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ＩＭＦ　ＷＥＯ　ｕｐｄａｔｅ，Ｓｌｏｗｅ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ａ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Ｐｉｃｋｕｐ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Ｊｕｌｙ　９，２０１５．

东盟主要国家经济周 期 具 有 较 大 程 度 的 同 步 性，在 加 强 内 部

经济联系与政策协调的同时，也需要 与 外 部 经 济 体 特 别 是 中、日、韩

等国家的合作。田涛．东盟国家经济周期同步性分析．商业研究 ［Ｊ］，
２０１５ （１０）：３９－４５．

如东亚各国货币的竞 相 贬 值 等。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世 界 经 济 与

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黄皮书：２０１６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

科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ＩＭＦ，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 Ｕｎｅｖ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ｈｏｒｔ－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ＭＦ，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ｍｍｏｄ－

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３，２０１５．
Ｓｔｅｖｅｎ　Ｒ．Ｔａｂｏｒ，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ｔｓ　Ｔｏ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ＡＤＢ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ｏ．１０，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ＩＭＦ，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ｍｍｏｄ－

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３，２０１５．
ＩＭＦ：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ｍｍｏｄ－

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３，２０１５．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２０１４．再如缅甸在７月和８
月期间经历了严重的洪水和山体滑坡。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２０１５，

陈默，朴槿惠经济学下的韩国经济分析与展望，生产力研究，
２０１５年５月。

世界银行２０１５年年度报 告 指 出２０３０年 前 消 除 绝 对 贫 困 的 任

务虽然艰难，但不是不 可 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２０１５，Ｍａｋ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ｒ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Ｎｏ．Ｅ．１５．ＩＩ．Ｆ．７，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



右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特别是中国对地区增长

的影响份额在急剧上升。根 据２０１５年 世 界 投 资 报 告

显示，２０１４年 发 展 中 经 济 体 超 过 发 达 经 济 体，成 为

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其中中国获得的外资最

多，外资对东盟和ＲＣＥＰ成员的投资增速也较快，也

因此，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亚太地区利益新格局的主

导力 量。① 一 些 新 的 迹 象 表 明 亚 太 地 区 生 产 网 络 正 在

开始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当前中国进行的产能转移则

是典型的代表。有研究指出当前中国电子和光学产品

制造业、化学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机械和设备制造业

在亚太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明显的提升。② 在２０１５年１０
月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秋 季 年 会 上，
中国经济走势更是倍受关注。ＩＭＦ主席拉加德认为：
“中国在转向以消费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过程中 能

保持现有增速，其表现已 足 够 好 了。”目 前 中 国 正 在

引领地区经济增长的全过程，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增长

的最大贡 献 者 （见 表２），而 “中 国 活 跃 的 民 间 消 费

市场”则是支撑地区经济增长的最大亮点之一。③

表２　亚太地区ＧＤＰ及其增量结构

２０１５年ＧＤＰ
（１０亿美元）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ＧＤＰ增量

（１０亿美元）

各国占世界ＧＤＰ比重 （％） 各国ＧＤＰ增量占世界ＧＤＰ增量比重 （％）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美国 １７９６８．２０　 ３００３．８０　 ３０．７　 ２７．８　 ２２．９　 ２４．４　 ２０．７　 １０．２　 ３６．８

欧元区 １１５６８．２２ －１０９６．４２　 １９．４　 ２２．４　 １９．４　 １５．７　 ２９．８　 １１．６ －１３．４

日本 ４１１６．２４ －１３８２．４８　 １４．１　 ９．７　 ８．４　 ５．６ －１．２　 ５．１ －１６．９

发展中亚洲 １６０８４．６２　 ６３７２．９２　 ６．９　 ８．６　 １４．９　 ２１．９　 １２．９　 ３０．８　 ７８．０

东亚 １３３０８．９４　 ５７２１．５７　 ６．３　 ７．５　 １１．６　 １８．１　 １０．７　 ２２．１　 ７０．０

中国 １１３８４．７６　 ５３４５．２２　 ３．６　 ４．８　 ９．２　 １５．５　 ７．８　 ２０．６　 ６５．４

东盟 ２４５９．３８　 ４７７．９９　 １．９　 ２．１　 ３．０　 ３．３　 ２．５　 ５．５　 ５．９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三、２０１６年亚太经济形势展望

２０１６年亚太 经 济 增 长 走 势 将 呈 现 以 下 几 大 发 展

趋势：
第一，亚太地区整体经济增长率将好于２０１５年，

除中国等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日本在内

的发达国家好于２０１５年。尽 管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仍 不 稳

定，但是世界主要国际组织都对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前

景做出大体一致的判断，即亚太地区仍是世界上最有

活力的 地 区④，也 是 对 世 界 经 济 增 长 贡 献 最 大 的 地

区。亚洲开发银行 （亚行）在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新发布的

报告认为，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并没有受到工

业国家经 济 持 续 疲 软 的 强 烈 影 响，有 望 按 预 期 实 现

２０１５年增长５．８％、２０１６年增长６．０％的目标。世界

银行预计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在２０１６－１７年 将 保 持

６．３％的平均增长 率，而 在 全 球 经 济 逐 渐 复 苏、发 达

国家进口需 求 增 加 的 促 进 下，２０１６年 东 盟 将 会 加 快

增长步伐，保持在４．７％左右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尽管在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报告中下调亚太地区各国增

长 率，但 总 体 而 言，２０１６ 年 增 长 水 平 仍 高 于

２０１５年。
第二，在地区不 出 现 重 大 的 结 构 调 整 的 背 景 下，

亚太地区的增长水平仍将低于２００８年 全 球 金 融 危 机

前的水平。几大权威性国际组织预测表明亚太地区面

临的增速放缓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经济发

展合作组织 （ＯＥＣＤ）给出的估计是亚太经济在２０１５

年的发展势头与之前的年份相比整体呈 现 向 下 走 势。
各种挑战 与 风 险 仍 在 阻 碍 亚 太 地 区 的 平 稳、快 速 增

长，如世界有效需求不足，谁来购买工业制成品恐怕

是各国产业竞争的起点；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给生产

率提升造成较大的压力；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美

国经济复苏低于预期水平也在继续制约亚洲地区出口

前景；货币政策的不同步、汇率竞相贬值，美联储加

息等国际金融因素的波动性可能会继续破坏对亚太地

区有利的 经 济 前 景。⑤ 另 外，地 缘 政 治 变 化 和 自 然 灾

变带来的负面干扰也不可小觑。
第三，亚太地区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将从依靠外

①　联合国ＵＮＣＴＡＤ．世界投资报告２０１５年版．２０１５．亚洲新兴

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和东盟是亚太 经 济 增 长 的 主 要 推 动 力 量，东

盟各国仍需要开展更多的经济合作、对未 来 发 展 做 好 规 划、大 力 发 展

绿色 创 新 产 业 以 及 对 私 人 部 门 的 全 面 开 放 等。Ｋｅｎｓｕｋｅ　Ｔａｎａｋ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ｓｉ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２０１６．亚 太 新 秩 序 下 的

２０１５年亚太地区经济与合作研讨会．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

②　华晓红、宫毓 雯．中 国 制 造 业 在 亚 太 生 产 网 络 中 的 地 位．国

际经贸探索 ［Ｊ］，２０１５ （１２）：４５－５９．

③　韩洁、王希．中 国 庞 大 民 间 消 费 支 撑 亚 太 经 济 增 长．国 际 商

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０日第Ａ０８版特别策划．

④　ＩＭ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Ｕｐｄａｔｅ：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０，２０１５．联合国．《２０１５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２０１５．

⑤　中国社会科学 院 世 界 经 济 与 政 治 研 究 所． 《世 界 经 济 黄 皮 书：

２０１６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２０１５年版社科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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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逐步转向依靠内需和区内发展中经济体市场来拉动

经济增长。消费市场，特别是区内消费市场的构建将

会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亚太地区各国在过去的一

年中也在纷纷调整政策，将政策重点从依靠传统的发

达国家市场转向依靠内需和发展中国家市场来实现经

济增长，如 中 国 出 台 的 十 三·五 规 划 和 《中 国 制 造

２０２５》、日本的新三支箭、韩 国 实 施 创 新 型 经 济 和 制

造业改革３．０战略、印度尼西亚惠及民众的六套经济

刺激政策、缅甸制定第一个出口发展战略、泰国的十

二·五规划、马来西亚的 “普惠人 民 生 活”、越 南 提

出的２０１６年国内经济社会目标等等。
亚太地区各国目前正在力求通过双边或多边自贸

区协议来 构 建 地 区 市 场，以 解 决 有 效 需 求 不 足 的 问

题，如中国－东盟升级版自贸区协议、东盟经济共同

体建设的初步建成、ＲＣＥＰ协议初步取得进展，特别

是ＴＰＰ等多边 协 议 的 签 署、亚 洲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银 行
（ＡＩＩＢ）的成立为亚太地区区内市场提供了增长的新

空间。

国际组织也纷纷给出解 决 经 济 增 长 的 行 动 方 案。
这些方案可透过它们的年度主题报告中看出，如联合

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以支持参与全球价值链为主题，指

出过去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通过融入全球和区域价值

链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今后更应积极鼓励发展中经

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而亚洲开发银行更明确了其建

议，即鼓励鼓励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以此获得

发展的机会。ＯＥＣＤ在其对东南亚、中国和印度的经

济展望报告中以加强机构能力为主题。亚洲开发银行

以融资、妇女参与、经济特区等为主题，展现了亚洲

开发银行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点。东盟的 《２０１５
年东盟投资报告》的主题则强调基础设施投资与互联

互通。当然，在共性的因素之下，各国具体政策还存

在较大的差异。比如亚洲开发银行以技能为主题，探

讨技能对未来提升东亚国家全要素生产力和经济增长

的作用，在这一议题之下，对各国技能政策建议也有

所不同，对中国建议专注于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而不

发达经济体则是一般技能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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