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要 
   全球经济表现出改善迹象，来自发达经济体的主要尾部风险已有减弱。亚洲的前景亦有改善。
经历了去年的经济放缓之后，随着外部需求不断加强和国内需求持续强劲，2013 年亚洲的经济增
长率将逐步增强，约达到 5¾%。预计消费与私人投资将受到有利的劳动市场状况（一些经济体失
业率达至多年低点）和相对宽松的金融状况的支撑。有利的金融状况体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信

贷增长较快（特别在中国和一些东盟经济体），以及 2012年夏以来资本流入的反弹。亚洲还将得
益于区域内的需求溢出效应；这主要来自中国的需求不断增长和日本近期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及

东盟经济体在最终消费者货物贸易方面的日益一体化。随着经济增长温和加快，全球食品与商品

价格没有受到冲击，预计通胀水平将与 2012年基本保持不变，并大体维持在中央银行显性或隐性
的适宜区间。 

   2012 年 10 月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更新》（基金组织，2012d）以来，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变
得更加平衡，主要原因是欧元区危机恶化的风险已经减小，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有所缓和。然
而，外部冲击对亚洲开放经济体的潜在影响依然很大，而且，近几个月，亚洲内部的风险和挑战

凸显了出来。首先，在一些经济体，信贷增长强劲和融资条件宽松加重了金融失衡，推升了资产

价格。其他一些区域性风险更难以预期，但考虑到亚洲高度一体化的供应链网络以及各经济体对

地区需求和融资的依赖性不断增加，这些风险可能具有破坏性；这些风险包括：自然灾害或者地

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贸易中断、对日本恢复经济健康失去信心、或者中国经济增长出人意料地放

慢。  

   近期，亚洲的政策制定者们需要谨慎地求得平衡：防止金融失衡的累积，做好政策过渡以重建政
策空间，同时为经济增长提供适当的支持。在增长前景不确定的背景下，亚洲各国中央银行在

2012 年将政策利率维持在本已较低的水平或进一步下调。鉴于通胀水平依然较低并且比较稳定，
这一宽松的政策立场是可取的。但金融失衡往往会持续，难以轻易消除，大多数经济体的产出水

平接近或者略高于趋势增长率；因此，货币政策制定者们应该准备好，对任何预期的过热风险早

做果断回应。但是，由于其受经济增长风险变化的影响不同以及过去的刺激政策对其金融稳定的

风险不同，各经济体未来货币政策行动的必要性和方向差别很大。在亚洲新兴市场，一些经济体

的信贷增长仍然过快，可能给金融稳定带来问题（特别是如果伴随着资本持续强劲流入），此时，

宏观审慎措施必须发挥重要作用。总的来说，亚洲具备应对此类风险的缓冲，因为银行业和公司

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基本保持稳健，但需对这些失衡状况仔细监控和适当监管。  

   具体国情（包括重新平衡需求的必要性和可用的政策空间）也将决定财政整顿的适当步伐。在许
多亚洲经济体，结构赤字高于危机前水平意味着需要加大财政空间重建力度，尤其是根据当前政

策，结构性财政平衡预期的改善效果依然不大的情况下。一些财政整顿还会有助于提前遏止持续

强劲资本流入可能引起的过热压力。由于风险比六个月以前更加平衡，因此，如果经济增长稍微

弱于预期，自动稳定机制就应该成为第一道坚固防线。  

   要在中期实现持续包容性增长，还需要加强财政空间和框架。正如第二章强调的，亚洲在全球衰
退时期采取了大胆的相机抉择行动，这说明这一地区在过去十年里在应对冲击以及帮助抚平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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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方面的财政管理越来越有效。但是，亚洲更需要让收入和支出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增长、通过

自动稳定机制使增长更具弹性，并确保亚洲的增长前景惠及所有收入群体。  

   另外，第三章提出，亚洲新兴市场可能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即经济体可能在中等收入水平
上停滞下来，无法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现象。为了维持这一地区人均收入的高增长率，各经济

体必须有不同的政策重点，包括重新平衡经济、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改革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以

及应对人口快速变化带来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