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行摘要 

COVID-19 大流行暴露了亚洲及太平洋长期存在的发展裂痕，严重损害了本区域人民

的社会和经济福祉。本区域在执行变革性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进展缓慢，

这对缩小社会服务、数字接入和绿色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于事无补，结果加剧了在这些冲

击面前的脆弱性。 

这场大流行病在亚洲及太平洋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混乱。2020 年，工时损失

总计相当于 1.4亿个全职工作岗位，而学校长期停课严重影响了教育。这些乱象交织在一

起，很可能会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力产生相当大的不利影响。穷人和弱势群体受到的影

响尤为严重，导致贫困人口激增，不平等差距不断扩大。据亚太经社会估计，按每天

1.90美元的门槛计算，本区域还有 8 900万人可能会重新陷入极端贫困，从而使多年来在

减贫方面取得的进展化为乌有。 

一些政府对这一冲击的反应既随意又不够充分，这凸显出迫切需要重新思考经济决

策，因为迄今为止，经济决策主要侧重于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对人和复原力建设的关键投

资。为此，《2021 年概览》评估了当前大流行病的社会经济后果，并审视了过去对本区域

可持续发展前景造成损害的经济和非经济冲击，以便汲取经验教训，了解如何在疫后恢复

期“建设更美好未来”。《概览》介绍了在这方面所需的一揽子政策的轮廓，并分析了执行

这些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的影响。 

史无前例的经济衰退后不确定的转机 

2020 年，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至少是 1990 年以来的最差水平，估计

产出将萎缩 1.0%，不过这略好于早先预期的萎缩 1.8%。在更有效的大流行病控制、国内

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强劲的商品出口表现的支持下，东亚和东北亚以及东南亚部分地区好转

相对较快，这是这次修订评估值的主要原因。然而，由于 COVID-19 疫情旷日持久、疫情

前就存在的经济挑战和结构脆弱性，包括接触密集型部门和非正规部门面临相当大的风

险，导致本区域其他地区的复苏速度较慢且参差不齐。2020 年初油价暴跌再加上自然灾

害的双重冲击，进一步加剧了本区域石油出口经济体和受灾国家的衰退，太平洋次区域受

害尤甚。虽然亚太区域的最不发达国家从整体上说在 2020 年保持了经济正增长，但就业

脆弱性加大、收入水平降低、财政缓冲变弱以及社会保障覆盖面不足，导致这些国家的发

展遭受了重大挫折。 

《2021 年概览》对 2021/22 年的经济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预计亚太发展中经济体

在 2021年将增长 5.9%，2022年将增长 5.0%。然而，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反弹不足以弥补

2020 年的产出损失。此外，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亚洲和太平洋的疫情仍

远未得到完全控制，一些国家出现了新的热点地区，并重新实施了严格的封锁。COVID-19

疫苗的推广面临多重挑战，各国之间的推广将极不平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预计到 2022



 

年才能实现有效保护。很可能出现“K 型复苏”，较贫穷的国家和较弱势的群体在疫后恢

复和过渡期被边缘化。 

宏观经济风险和贸易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也影响到经济前景。对这一大流行病采

取的财政对策，加上过度的金融杠杆作用和长期的生产力低迷，可能会危及财政可持续

性，并加大未来滞胀风险。同时，持续的贸易摩擦和“技术脱钩”进程对出口前景和区域

价值链构成了挑战。 

近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优先控制大流行病，支持包容性的复苏。注重包容性将支

持各国更加同步地接种 COVID-19 疫苗，通过缩短大流行病对所有人的威胁，挽回巨大的

潜在经济和人力损失。包容性复苏还将减轻大流行病后不平等和社会动荡的风险，并更好

地支持总需求的恢复。必须保持财政和货币支持的政策连续性，以巩固复苏，并为今后的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鉴于财政空间缩小，需要努力加强政策质量和协同发展作用，才能

获得更大的发展回报。此外，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应利用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来更好地克

服疫后的不确定性，并应对全球贸易和价值链中的持续挑战。 

了解复原力：从过去的危机和恢复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亚太区域面临着复杂的风险状况，或称“风险图景”。COVID-19 大流行所产生的深远

影响发人深省：决策者不能再各自为政，分开考量“经济”和“非经济”的冲击和结果。

卫生紧急情况和气候灾害也是经济风险，而金融危机和贸易冲击可能会逆转社会和环境方

面来之不易的成果。这就需要根据《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雄心，采取更全面的办

法来建设复原力。 

《2021 年概览》从本区域过去的危机和复苏中汲取了经验教训，发现所有的负面冲

击都会在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造成永久性损失。例如，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第一年投

资就暴跌近 20%，甚至在五年之后也未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同样，在 SARS、H1N1 和

中东呼吸综合征等大流行病发生后，失业率和收入基尼系数暴涨，这可能是由于劳动力市

场的不确定性和重新分配效应，以及获得保健服务的机会不平等。在负面冲击后，按综合

指数衡量的环境绩效也变差，使五年来的进展付之东流。自然灾害可能造成浪费和污染，

而经济冲击可能促使企业和家庭减少对节能措施的支出。 

鉴于这些冲击的可怕影响，一个关键问题是：政策选择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挫折和长

期损害？在本区域自身经验的基础上，《2021 年概览》发现，复苏的情况取决于经济政策

的选择和外部融资备选方案。例如，亚太国家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抵御能力较强，

因为它们采取了反周期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而不是像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那样

骤然采取财政整顿和加息措施。同样，侨汇和官方援助发挥了重要的缓冲作用，帮助避免

了自然灾害和贸易条件冲击后极端贫困的急剧增加。 



此外，《2021 年概览》发现，既有脆弱性可能会加剧冲击，使复苏更加困难。在流行

病/大流行病和贸易冲击之后，那些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较低、普遍存在脆弱就业的国家

在经济增长、贫穷、不平等和人力资本方面面临更大挫折。自然灾害对基础设施质量低下

和经济多样化程度较低的国家造成了更具破坏性的影响。如果没有良好的道路和电信，救

灾工作可能会被推迟，经济中断的时间也会延长。多元化程度较低的经济体还可能感到，

在中期内适应冲击依然颇具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国家的发展轨迹可能会出现偏差，这不仅因为它们所面临的风

险不同，而且因为它们管理这些风险的方式不同。鉴于不利冲击影响到经济、社会和环境

成果，实施整个《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展可能岌岌可危。《2021 年概览》发现，

平均而言，在积极应对冲击和原有脆弱性较低的国家，金融危机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不到 1%，而其他国家则超过 3%。在前者，大流行病使教育成果倒退半年，而后者则倒退

一年半。自然灾害使前者的环境绩效倒退不到一年，而后者则倒退六年以上。 

根据上述结果，《2021 年概览》就应对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冲击提出了三项建议。第

一，各国应积极应对不利冲击，以尽量减少来之不易的成果得而复失的情况。为保障危

机时期的可持续发展，各国应选择有力、迅速的应对措施，而不是最终“太少、太迟”。

第二，风险管理应成为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政策制定者应评估冲

击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持续时间以及冲击面，并确定危机前和危机后增强复原力的措施。第

三，应加强对存在重大“复原力差距”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援助。发达国家需要履行

其在官方发展援助和气候融资方面的承诺，这将大大有助于扩大长期投资和解决这些国家

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 

建设复原力的一揽子政策：确保普及全民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缩小数字鸿沟，加强气

候和能源行动 

COVID-19 大流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对策，亚洲及太平洋支出 4.3 万亿美元(占

2019 年 GDP 的 12.8%)(不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则为 1.8 万亿美元——占 2019 年

GDP 的 6.6%)。尽管如此，最初认为此类支出可能有助于让经济更具复原力、更具包容性

和更环保的乐观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例如，在恢复经济增长势头的措施中，只有少

数措施支持了性别平等，而且很大一部分支出用于鼓励加大化石燃料的生产和消费，却没

有绿色承诺。总之，亚洲及太平洋在建设更美好的未来方面仍有很大空间。 

在前进过程中，各国应优先考虑将 COVID-19 复苏一揽子计划与《2030 年议程》更好

地结合起来。《2021 年概览》提出了一个说明性的一揽子政策，旨在确保普及全民医疗保

健和社会保障，缩小数字鸿沟，加强气候和能源行动。《2021 年概览》估计，从长期来

看，这一“建设更美好未来”的一揽子计划可使本区域的贫困人口数量减少近 1.8亿，并

可减少约 30%的碳排放量。重要的是，如果同时采取大胆的政策行动，如停止燃料补贴和

开征碳税，这套方案不一定会增加多少财政负担。然而，对于一些欠发达的亚太国家来



 

说，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可能面临风险，因为这些国家需要将其支出每年增加高达国内生

产总值的 24%，才能实现这样的一揽子计划。 

为“建设更美好未来”一揽子计划筹资：探讨各种备选方案的潜力 

《2021 年概览》审查了部分满足当下和中期筹资需求的政策备选方案。其中包括暂

停还本付息、债换发展、主权债券融资、公共债务管理、紧急筹资机制和公共机构投资者

的可持续投资。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亚太欠发达国家在利用这些政策备选方案方

面仍大有潜力。除其他外，他们应更积极地参与与官方和多边债权人的对话，以便从暂停

还本付息中获益。在适当的条件下，离岸主权债券和侨民债券也可被视为一些国家可轻易

完成的目标。同时，如果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扩大这些协定的规模，改进设计，那么对

债换发展重新燃起的兴趣可以带来重大的债务减免影响。为了从这些机会中获益，亚太发

展中经济体需要提高其债务管理和报告的透明度，以重申其履行债务义务的承诺。 

由于现有的政策备选方案非常广泛，形式多样，亚太区域各国政府需要把重点放在那

些能够发挥其优势、并在其机构能力范围内可以实施的选择上。然而，各国政府光靠单打

独斗很可能是不够的。为了建设更美好未来，多边合作不仅重要，而且必不可少。只有当

不同的亚太国家及其国际发展伙伴作为债权人和债务人、投资者和被投资者以及担保人和

受益人密切合作时，才能完全发挥《2021 年概览》中讨论的财政和筹资政策的潜力。从

更广泛意义来说，包括资产所有者和管理者、金融机构和公司在内的私营部门需要加大贡

献力度，以实现更具复原力、更加平等和环保的发展。 

发力应对大流行病：政策制定不能忽视复原力的建设 

COVID-19 大流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它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亚太

区域被迫进行调整，生活、工作场所和习惯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服

务他人，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有所减少。现在是亚太区域开始投资为人类和地球有复

原力的福祉奠定基础的时候了。 

在各国采取差异化战略之后，向更具复原力和可持续的经济过渡应成为疫后经济复

苏阶段不可或缺的支柱。对这一大流行病的最初政策反应集中在减轻其直接危害上，这

是可以理解的，但加强对未来冲击的防御需要更多的前瞻性政策。特别是，资源更丰富、

更有能力从气候行动中获得经济协同作用的国家应成为倡导者，并以身作则。 

多边主义和协作精神也必不可少。就疫情控制而言，亚洲及太平洋具有开展区域合作

的理想条件，可以补充全球努力，确保各国在 COVID-19 疫苗接种方案方面取得更均衡的

进展。进一步的区域联盟，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可以带来新

的经济机遇，加强本区域抵御外部冲击的复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