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东亚和南亚：有望恢复增长，但下行风险仍然很高 
东亚和南亚地区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已取得进展，但大流行可能会逆转这一

趋势   
 

1 月 28 日，曼谷——联合国今日警告称，除非我们在经济、社会和气候韧性方面明智投资，确保全

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地复苏，否则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对社会经济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将

持续多年。 

2020 年，全球经济萎缩 4.3%，萎缩幅度是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 2.5倍以上。最新发布的

《2021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称，预计 2021 年全球经济将适度回升 4.7%，基本抵消 2020 年的损

失。 

2020 年，东亚 GDP 增长率大幅下跌至 1.0%，创该地区自 1990 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增幅。出

行受到的广泛限制严重削弱了家庭支出和投资，同时供应链中断和全球需求疲软也对出口造成了负

面影响。在南亚地区，大流行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大部分经济体，使 2020年该地区的 GDP平均水平

下降 8.9%。特别是，2020 年印度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衰退，产出跌幅近 10%。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我们正面临 90 年来最严重的健康和经济危机。在我们为

日益增多的死亡人数感到悲伤的同时，我们必须谨记，我们现在所做的选择将决定我们共同的未

来。” 

“让我们投身于建设一个由明智的政策和有影响力的投资所推动的包容、可持续的未来，以及一个

以人为本开展所有社会经济工作的强有力、高效的多边体系。” 

报告强调，全球经济要摆脱大流行的影响并实现持续复苏，将不仅取决于刺激措施的规模和疫苗的

快速推出，还将取决于这些措施在增强对未来冲击的抵御力方面的力度和成效。 

东亚和南亚的增长前景 

展望未来，预计东亚地区将从 2020年的低迷状态中复苏过来，2021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反弹至 6.4%，

并于 2022 年适度回落至 5.2%。大多数经济体持续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将带动国内需求。不过，这

些基线预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外是否能够成功遏制住新冠病毒。 

总体增长数据掩盖了东亚地区各个经济体增长前景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中国仍将是该地区主要的

增长推动力，预计 2021年中国的 GDP增长率将从 2020年的 2.3%跃升至 7.2%。不过，预计中国各行

业的经济复苏状况将参差不齐。虽然基础设施投资有望大幅反弹，但个人消费增长仍不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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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该地区其他经济体依赖于旅游业和汇款等外部来源的收入，它们的增长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全球复苏的程度，”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本报告的主要撰写人

哈米德•拉希德表示。 

国际旅游业的黯淡前景将继续给依赖旅游业的国家（包括柬埔寨、泰国和太平洋岛国）带来压力。

在展望期间，若菲律宾的汇款流入出现复苏，其国内需求就有望得到提振。 

2021年，南亚经济有望增长 6.9%，但这仍不足以使该地区回到 2019年的产出水平。其复苏还取决于

对大流行的遏制情况和未来有效的政策刺激。 

该地区贫困人口激增，人民生活水平恶化。由于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落后且无法为人们使用，政策制

定者被迫实行严格的人口流动限制，以控制大流行的传播。虽然这些措施有一定的效果，但远远不

够，而且还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由于政府应对措施极为不正规且社会保障覆盖率极低，

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受到削弱。紧缩的财政空间和相对较高的通胀又加剧了这些政策挑战。 

经济多元化不足也使若干南亚国家陷入更大风险。马尔代夫深受全球旅游业冲击的影响。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则不得不承受油价直线下跌的破坏性后果。旅游业和贸易的复苏将对较为开放的南亚经济

体有益，但未来几年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 

 “南亚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政策刺激实现有抵御力的复苏。政策制定者亟需解决该地区的结构性不足，

如劳动力市场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薄弱环节，”拉希德补充道。 

报告指出，南亚国家还需要实现经济多元化，以提高抵御能力，在当地创造更多的附加值。 

 
风险和政策挑战 
 
由于几波大流行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大范围封锁，东亚和南亚地区增长前景仍存在很高的下行风险。

在东亚地区，新的金融市场动荡不仅会加剧实体经济的疲软，还会加剧现有的金融脆弱性，如高额

的企业和家庭债务。 

在南亚地区，许多经济体采取过度的财政紧缩措施。有效调动国内收入可以弥补部分缺口，但这也

需要国际贷款人作出让步。过早采取财政紧缩可能会给该地区各国带来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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