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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对亚太地区经济怎么看？
4月28日，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发布了其年度旗舰刊物《2016

年亚太地区经济和社会调查报告》，从经济层面和发展角度对亚太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

最新变化和趋势进行了解读与分析。

报告预计，亚太地区在近期将出现缓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并强调，如果本区域要转向由

内需驱动的、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下一阶段有必要实现广泛层面上的生产效率的提高。

未来两年经济缓慢增长

财政政策将发挥更大作用
区域内许多经济体已经从以农业为基础转型

为以服务业为基础，跨越了制造业阶段。但

根据经济发展规律，这些国家必须重新工业

化，并刺激生产效率提高

在全球经济复苏
脆弱的背景下，
出口导向型复苏
前景总体疲弱

汇率波动，包括
油价走低导致的
大宗商品出口国
汇率波动

区域内主要发展
中经济体的消费
和投资呈现疲软
的发展趋势

家庭和企业债务
在增加，有可能
导致内需进一步
下滑

区域内发展中国
家全要素生产率
年均增长率放缓，
导致经济增速下
滑了近 1/5

区域内 55%的人生活在农村，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有助于消除贫穷和饥饿，而且，农

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从农业部门释放更多

劳动力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如提供优质教育、

职业培训）在经济放缓时可扶持就业，促进

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确保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同

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惠及劳动者，以

促进国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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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率基本稳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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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面临的不确定性阴云

尽管亚太地区通胀率整体

偏低，却面临着愈发严重

的金融动荡和资本外流，

在未来将进一步限制货币

政策的使用

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在促进

经济增长方面更为有力，

尤其是对于区域内多数发

展中经济体，尽管偿债成

本较高，但政府债务水平

低，财政政策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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