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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报  

 

亚洲经济重启但风险仍存，正确的政策支撑是关键 
 

 

摘 要 

 

7 月 3 日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财经研究院/一

财全球和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联合举办题为“亚洲和中国经

济展望，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复苏”研讨会。 

IMF 亚太部主任李昌镛表示，2020 年亚洲经济增长预计将萎缩

1.6%，较 4 月下调 1.6%，这是人们记忆中首次出现的情况。亚洲

2020 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表现好于 IMF 的 4 月预测，一定程度上

是由于一些国家的疫情较早地稳定下来。然而，该地区多数国家的

2020 年增长预测已经下调，原因是全球经济形势更为疲弱，而且

一些新兴经济体的防控措施将持续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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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尽管亚洲地区由于疫情防控较好，经济的复苏程度领跑全球。但鉴

于亚洲地区高度依赖全球贸易、旅游业，金融市场波动较大，地缘政治

风险仍存，因此亚洲各大经济体未来也不可掉以轻心。 

7月 3 日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财经研究院/一财全球

和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联合举办题为“亚洲和中国经济展望，新

冠疫情下的经济复苏”研讨会。 

IMF亚太部主任李昌镛表示，2020 年亚洲经济增长预计将萎缩 1.6%，

较 4月下调 1.6%，这是人们记忆中首次出现的情况。亚洲 2020年第一

季度经济增长表现好于 IMF的 4 月预测，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一些国家的

疫情较早地稳定下来。然而，该地区多数国家的 2020 年增长预测已经

下调，原因是全球经济形势更为疲弱，而且一些新兴经济体的防控措施

将持续更长时间。 

在不出现第二轮感染并且实施空前的政策刺激以支持经济复苏情

况下，IMF 预计亚洲经济增速在 2021 年将强劲反弹至 6.6%。但是，李

昌镛也认为，即使经济活动快速回升，疫情造成的产出损失很可能会持

续下去，预计亚洲 2022 年经济产出将比危机前预测的水平低 5%左右。

如果不包括中国（其经济活动已开始回升），降幅会更大。 

未来两年，亚洲经济将面对诸多下行风险。 

贸易增长放缓 

亚洲严重依赖全球供应链，在全球面临困难的环境下，亚洲无法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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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保持增长。当前 IMF 预计 2020 年欧元区经济萎缩 10.2%，美国经济将

萎缩 8%，因此，亚洲贸易预计将显著收缩，日本、印度和菲律宾的贸易

总额 2020年预计将下降 20%左右。 

封锁状态持续时间比预期更长 

即使完全放松了封锁措施，经济活动也不太可能回到充分运转水平，

这是由于个人行为发生了变化，并且采取了保持物理距离和减少病毒传

播措施。IMF 近期研究显示，封锁措施可能导致经济活动（以工业生产

衡量）每月收缩约12%，防控措施完全取消仅能使经济活动增加7%左右。

此外，许多亚洲经济体（特别是太平洋岛国）依赖旅游业、汇款和其他

需要面对面接触的服务，其经济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复苏。 

不平等加剧 

亚洲的不平等现象已在加剧。由于亚洲非正规工人的比例很高，这

些影响可能更为严重，从而导致经济复苏过程更为漫长。 

资产负债表薄弱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在许多亚洲经济体，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被削弱，这可能对投资

者造成不利影响，并放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等影响。 

当前，亚洲各国货币汇率反弹，油价也有所回升，但李昌镛认为，

不能因暂时的经济复苏而骄傲自满，尤其要考虑到第二波疫情的风险，

以及亚洲金融市场容易出现一些突然的中断，比如大规模资本流出等。

同时，新兴市场在祭出财政刺激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汇率影响以及主权

信用评级等，因此亚洲各国和地区必须明智地使用财政刺激政策，同时

还应实施经济改革，其中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紧密协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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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配置、解决不平等问题。部分国家在至少未来两年将没有很大的政

策空间，因此它们只能依赖国际援助和支持来帮助它们保障民生、渡过

难关，因此亚洲各国此次的一个经验教训也在于，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

社会保障体系来应对经济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