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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 月底，联合国亚太委员

会发布的《 2009年亚太经济和社会概

览》报告预 测，2010年亚太地区经济

增长速度为 6.3% ，远高于世界其他地

区。相较而言，欧盟 27国和欧元区 16

国的经济2010年将增长0.7%（欧盟预

测），而全球增长率仅 为 2—3.1%（世

界银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预 测）。

毫无疑问，亚太走在了全球经济复苏

的前列。当前，金融风暴余波未平，亚

太地区将担负起引领世界走出衰退的

重任。

（一）经济总量雄厚、结构

体系完整奠定了引领全球复苏

的经济基础

1. 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前三

大经济体汇聚其间。亚太地区覆盖太

平洋东西两岸的东亚、东南亚、北美、

南美、澳洲及太平洋上的各岛屿，包括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21个成员国、太平

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25个成员国、东盟

10 个成员国、太平洋岛国论 坛 16 个成

员国，再加上观察员国家，虽然在组织

结构上互有重叠，但成员国总数仍达

数十个，人口 总数、G D P总量均占世

界第一。其中，仅 A PE C 成员国人口数

量即达 27亿，占全球 40% ，G D P 和贸

易量总额分别占全球的 53% 和 54% 。

尤其是，世界前三大独立经济体美国、

日本和中国均为亚 太国家。2008年，

三者 G D P总额高达 23.396万亿 美元，

远超 欧 盟地区 27国的 18.93万 亿 美

元，约占全球 G D P 的 31% 。

2.经济体系完备，已成世界经济

重心。亚太地区在自然和经济方面具

有丰富的多样性，既有中、美、加、俄、

澳、巴这样的资源和工 业大国，也有

日、韩这样资源匮乏却以 技术和工 业

立国的经济强国；既有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新兴工 业国家，也有中等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论从资源配置

还是经济结构抑或是发展阶段 来看，

亚太地区各经济实体之间的互补性都

非常明显，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经济协

同发展体系，具有强大的经济合作潜

力。随着来自欧洲和北美的投资不断

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亚 太地区事实

上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重心。

（二）新兴经济体集中提

供了强劲的增长动力

1. 亚 太地 区拥有主要新兴 经 济

体，发展势头强劲。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迅速发展，亚太地区涌现出一批新

兴 经济体，先有四 小龙，又有四 小虎，

中国大陆、印度、俄罗斯后来居上，表

现出极 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亚洲开发

银行 2009年12 月15日发布的《 亚洲经

济观察》称，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等

发达国家）14 个新兴经济体今年和明

年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 4.2% 和 6.8% ，

高于同年 9月发布的《 2009年亚洲发展

展望更新》中预测的 3.6% 和 6.5% 。尽

管中国和印度的增幅将趋于平缓，但

其他国家和地区则“超过预期”。

2. 反 击金融危机，中印表现骄

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经济遭受重创，

赤字上升，恢复乏力，而东亚地区仍继

续保持了正 增长。2008年11 月，我国

政府宣布了4万亿 元人民币（约 5840

亿 美元）投资的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

取得非凡成效，令我国经济在 2009年

的经济严寒中昂然向上。世行不得不

先后 两次调高对中国的 G D P 预测，从

3月份的 6.5% 调到 6 月份的 7.2% 再至

11月份的 8.4% 。受益于我国经济在金

融风暴中的出色表现，以 我为第一大

贸易伙伴国的日本也迅速扭转第一季

度15.2% 的负增长，在第二 季度转正

并于第三季度稳定在1.2% 。与我国同

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曾在过去3年年

均 G D P 增速为 9% ，即便受危机影响

的 2008年，也达到 6.7% 。预 计2009

年亦可保证 6% 以 上的增速。世行行

长佐立克称，印度有较强的危机控制

能力，并且对海外商品持续存在需求，

这在帮助全球摆脱 经济危机实现复苏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 年，印度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达到 8% ，并在

2011年向 9% 迈进。

世行还预测，在中国和印度的引领

下，亚 太地区新兴经济体增速将会在

2010年达到 4.4% ，2011年达到 5.7% ；

同时，世行将东亚发展中国家的 2009

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5.3% 上调

至 6.7% 。相比于 2009年美国、欧 盟和

全球分别为 -2.7% 、-0.6% 和 -1.1% 的

负增长预测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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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欧盟数据），东亚已经名副其实地成

为拉动亚太经济的强劲引擎。

（三）经济增长方式的调

整将为亚太开辟出增长空间

惊人的全球第一市场

2009年12 月初，美总统首席经济

顾问萨默斯表示，美国无法再通过进

口 大量货物来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从而结束了“美国进口 导向型增长即

为其他所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增长动

力”的时代。

1.亚太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改变

在即，庞大内需市场有待开拓。针对外

向经济增长模式在金融风暴面前的脆

弱性，A PE C 峰会首脑 们进行了深刻

反思，并通过《新加坡宣言》表达了寻

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愿望。新加坡

总理李显龙表示，亚太地区不能再回

到通过发展外向经济实现“常规增长”

的老路。亚行也指出，金融危机为亚

洲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这些国家

应更多依靠内需和地区需求来实现经

济增长，进而降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

由于长时间受外向型经济增长模

式影响，亚太发展中国家的内需市场

一直未得到释放。这一内需市场一旦

被充分开拓，其容量将是惊人的。仅

中国、印度和东盟就可提供 31亿的消

费人群，再加上美日等传统消费大国，

亚太地区的整体消费能力将难以估算。

2.世界最大自贸区已经启动，区

域一体化优势凸现。在经济全球化的

背景下，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甚为

迅速。除原有的北美自贸区，亚太还形

成了东盟、10+1和 10+3 等多种区域合

作机制。特别是 2010 年，中国—东盟

自贸区正 式启动，标志着覆盖人口 最

多、全球最大自贸区成为现实，它覆

盖19亿 人口，国民生产总值 约 6万亿

美元，贸易额约4.5万亿 美元，与北美、

欧盟共同成为世界自贸区的前三甲，展

现出令人兴奋的广阔市场前景。亚 太

区域经济一体化 有利于抵制贸易保护

主义、扩大开放，共享全球知识、技

术和革新效益。同时，还可减少或消

除对降低汇率水平、依靠出口 和制造

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等手段的依 赖，

通过释放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3.全球经济格局正 在转变，亚太

地区成为引导力量。金融危机后，全

球经济格局已经悄然发生改变。被全

球媒体称为“世界经济指导委员会”的

G 20取代了“西方工 业代表”G 8，其直

接成果就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提高到至少5%

以 上，在世界银行也将至少增加 3% 的

投票权。令全球媒体发出“世界经济新

秩序重新开始”以 及“世界新秩序初露

端倪”的惊呼。需要指出的是，G 20的

成员一半以 上来自亚太。而之前的中、

俄、印、巴“金砖四 国”峰会，以 及之后

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基础四 国”的

身影也都凸现了亚太元素及其在全球

发展进程中的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四）开放包容原则进一

步提升亚太经济活力

进入 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在科

技力量的推动下，引导国际间生产要

素不断优化 重组，产业转移也在加快

进行，为亚太地区各个经济体利用国

际资本、引进先进技术、开拓国际市

场、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亚太地区也以 其开放包容的精神，充

分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整体进程，通过

学习和借鉴欧美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

验，全面提升了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与此同时，气候 变化问题的严峻性

迫使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制定温室

气体减排目标，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和相应的产业变革成为全球共同面对

的课题，也因此造成了发展绿色经济

的新契机。据估计，全球“绿色产品及

服务”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 1.3万亿美

元，未来12年还将翻一番。亚太地区

作为世界上增速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

地区，“绿色经济”市场增长飞快，中国

和印度的年均增幅分别达到了12% 和

14%。2006—2009年，亚 太地区清洁

能源投资年均增速超过了40% 。2009

年，亚洲开发银行对外贷款和投资总

额 达到 14亿 美元，其中 8.7亿 美元是

对清洁能源的投资。目前，亚洲正在成

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风能产业中心。

借助国家经济刺激政策带动的一轮由

政府规划的“绿色产业”和“绿色技术”

开发热潮，必 将引导亚太地区完成新

一轮“绿色经济”技术革命，实现产业

升级的跨越式发展，从 而走在全球未

来“绿色经济”的发展前列。

尽管亚 太地区经 济发展势头强

劲，但 2010 年亚太地区经济仍然面临

众多挑战。首先，全球经济复苏是一

个趋势，也是一个相对漫长而曲折的

过程，其中变数都会对亚太经济产生

冲击：各国过早终止经济刺激政 策、

国际 投 机资本兴风作浪等等。其次，

美、日失业率未见明显好转，市场消费

疲软，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延缓了整

个亚 太地区的复苏进度。第三，亚 太

新兴 经济体已经堆积了一定的资产泡

沫，房地产与股票价格快速攀升正 在

加 重泡沫破灭的风险。第四 ，新兴 经

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非一朝一

夕之功，对世界发达国家的进口 市场

较高的依赖度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影响 其发展速度。因此，2010 年，如

何确保发展势头，提振 经济，又能转

变增长模式并有效抑制价格上涨，将

是亚太国家普遍面临的挑战。

（作者单位 ：财政部亚 太财经与

发展中心）

责任编辑  冉 鹏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环球财经
	2010年亚太地区经济形势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