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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进一步了解为什么亚洲经济与发达世界相分离这一观点是错误的，那么可以参考一下本月的《亚洲和太平

洋地区经济展望》 。 

 

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发布的这份新报告阐述了亚洲的经济命运仍高度依赖于超出其边界的遥远地区发生的事件。 

 

要说明这种相关性，我们可以考虑两种可能的未来情景：在近期欧元区采取协调的政策行动之后，如果全球前景持

续乐观，并且如果美国有进一步复苏迹象，这对于以贸易为依托的亚洲来说是个好兆头。在这一情景下，该地区的

需求将上升，新资本将会流入，甚至重新出现经济过热压力。 

 

但是，如果欧元区的金融动荡加剧并蔓延至全球，就可能导致先进经济体对亚洲的出口需求急速下降，受到压力的

外国银行可能会收缩信贷，所有这些都将对亚洲带来严重不利影响。 

 

或者，考虑一下受地缘政治危机推高的能源价格对该地区的影响。这将造成通胀压力与能源和食品补贴带来的预算

风险的两难取舍。 

 

全球发展状况 

 

因此，亚洲决策者们制定的政策可能将主要取决于全球发展的方向。在比较有利的情形下，即，全球经济和金融状

况持续改善进而通胀威胁增大，该地区的领导人要重新考虑收紧政策，并继续使货币政策正常化，从而实现可持续、

通胀稳定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未来全球前景下，亚洲可能会做出任何方向的转变，而此时，两个方向的可能性都存在：所以，宣布战胜

金融波动和蔓延还为时过早。那么，当前的技巧就是要随时准备好出现任何一种可能，如果并且当形势需要时，决

策者应随时准备进行改变。 

 

如果 2012 年的前几个月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前景良好。亚洲新兴市场资本流入出现反弹，股票市场复苏，

大多数本币对美元升值。通胀继续下降，这主要是由于能源和食品价格正常化。但要提醒一点，许多国家的通胀预

期已经上升，该地区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宽松。 

 

各国有所不同 

 

除了在当前要抵御通胀压力，亚洲许多国家在中期要继续努力实现可持续增长。如何实现因各国国情而不同。 

 

例如，中国要继续走出投资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以实现再平衡。在近期的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春季会议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你只要转转中国的购物商城就可以了解到消费在起作用。这样

持续的再平衡对中国有益，对全世界也有益。 

 

印度将从改善投资环境和加深贸易一体化中获益。而对于东盟经济体，中期目标框架内的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将有助

于吸引私人投资并推动更广泛的增长。 

 

亚洲低收入国家的任务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包括来自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投资），从而帮助这些国家成为亚洲奇迹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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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亚洲的经济命运仍高度依赖于其边界之外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再平衡的另一个理由（如果需要的话）是，

这会减小该地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但是，即便不考虑这一互相依赖性，亚洲仍然有充足的空间和能力决定其经

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