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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报告称亚洲及太平洋须避免 K型复苏并投资发展抵御未来冲击的能力 
 

曼谷(亚太经社会新闻)——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今天发布的一份报告

称，在 COVID-19 后脆弱而不公平的经济复苏中，亚太区域需要大量但可实现的复原力投资来保护发

展成果。 

 

根据《2021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实现后 COVID-19时代具有复原力的经济体》的预测，平

均而言，亚太发展中经济体在 2020年经历了估计 1%的收缩之后，预计 2021年将增长 5.9%，2022年

将增长 5%。尽管预计 2021 年会出现相当强劲的反弹，但有可能出现“K 型复苏”，令较贫穷国家和

较弱势群体在大流行病后的复苏和过渡时期被边缘化。 

 

据《概览》估计，由于这场大流行病，2020 年本区域可能有 8 900 万人口重返极端贫困，每天生活

费跌落 1.90 美元门槛值，使多年来在减贫方面取得的进展化为乌有。2020年的工时损失相当于 1.4

亿个全职工作岗位，而经济活动和教育受到严重扰乱，很可能使本区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力遭

受重大挫折。 

 

为了实现更加强劲和包容的复苏，《概览》呼吁各国在实施 COVID-19 疫苗接种方案方面更加同步，

并重点指出了可借助区域合作的一些机会。同时，《概览》建议，由于过早采取紧缩措施可能会增

加长期创伤，应持续提供财政和货币支持。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阿尔米达·萨尔西娅·阿里沙赫巴纳女士说：“COVID-19不

同于其它冲击，需要不同的应对之策。眼下正是时机，亚太区域应抓住机遇，加快向更具复原力、

更公平和更环保的发展过渡，使之成为大流行病后经济复苏的核心。” 

 

展望大流行病后时代，《概览》还审视了亚太国家面临的更广泛的风险状况，包括流行病、自然灾

害和金融危机。《概览》发现，不利的冲击，无论是经济冲击还是非经济冲击，都会造成永久性的

经济、社会和环境损失，并建议各国采取更全面的办法来建设抵御未来冲击的能力。 

 

具体而言，《概览》为 COVID-19 后具有复原力的经济体提出了“更好地建设未来”一揽子政策，这

些政策旨在确保普及全民医疗和社会保障，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气候和清洁能源行动。《概览》估

计，长期来看，该一揽子政策将使本区域的贫困人口减少近 1.8亿人，并减少约 30%的碳排放。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同时采取大胆的政策行动，如停止化石燃油补贴并推行碳税，该一揽子政策将

造成一定的财政和债务负担。在其他潜在的筹资解决方案中，《概览》还建议特需国家和财政空间

有限的国家应采取债换发展倡议。《概览》呼吁向存在重大“复原力差距”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国

际援助。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一份关于“在 COVID-19 时代及其后预防债务危机：

采取行动正当其时”的政策简报中建议，各国应消除当前的流动性制约因素；解决未偿债务，为危

机应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行动创造投资空间；并改革国际债务架构。 

 

总之，《概览》建议，本区域各国应积极应对不利冲击，以尽量减少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得而复失

的情况。在危机时期，需要快速和强有力的对策来保障可持续发展，风险管理必须成为发展规划和

决策的核心。 

 

作为自 1947 年以来的年度出版物，《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是联合国关于本区域进展情况历

史最为悠久的报告。《概览》提供了相关的分析，为有关当前和新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政策挑战

的政策讨论提供指导，以支持亚太区域包容的可持续发展。 

 

《2021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概览》全文可查阅：https://bit.ly/APSurvey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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