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亚洲及世界经济发展添动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
常在……”，伴随着和煦春风，美丽
博鳌再次迎来八方贵客。作为助推

“一带一路”建设的高端平台和中国
主场外交的重要舞台，博鳌亚洲论
坛自成立以来，规模和影响力不断
扩大，为弘扬亚洲智慧、凝聚发展
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连接
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在博鳌亚
洲论坛2018年年会召开之际，经济
日报记者就各方共同关注的相关话
题，采访了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执
行院长杨希雨。

记者：习近平主席多次阐述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您如何评价这一理

念对于世界的意义？

杨希雨：习近平主席一直对博

鳌亚洲论坛非常重视。2013 年和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
坛两次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各国领导人对此给予了热情回
应和高度评价。之所以引起热烈反
响，是因为这一思想本身具有时代
性。全球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时期，国际秩序正在发生结构性变
革，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构建新的
世界秩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此指明了方
向。同时，全球各国、各领域的人
们都普遍给予了认可和积极回应。

记者：博鳌亚洲论坛自成立以

来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杨希雨：17年来，博鳌亚洲论坛
做了很多工作，推动亚洲不断扩大在
全球的影响力，论坛也从一个非官方
的小论坛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国际性大平台。作为非官方交流平
台，博鳌亚洲论坛通过邀请各国、各领
域人士讨论从宏观政策到微观合作等
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有力推动了亚

洲经济发展与合作，创造了众多商业
机会。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
一路”倡议后，博鳌亚洲论坛积极推动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各国家各地
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接。

记者：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

下，博鳌亚洲论坛对亚洲各国各地

区进一步加强合作有何重要性？

杨希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
区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取
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并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难得机
遇。当前，博鳌亚洲论坛推动亚洲各
国各地区发展战略对接，也推动了经
济全球化，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潮流。
对于当前的逆全球化现象，也是一个
很好的回应。对复杂的世界形势来
说，博鳌亚洲论坛凝聚了各国加强合
作的基础，是一股正能量。

记者：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改革开放也将成为博鳌亚洲

论坛2018年年会的重要议题，如何

评价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

杨希雨：长期以来，全球最关注
的问题，就是结构性问题和结构性改
革。中国自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
放，就是针对当时中国存在的现实矛
盾实施的结构性改革。40 年来，中
国走的路、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全世界
的普遍承认。这种全球性认可，也意
味着我们的改革开放对全世界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和榜样。

记者：我国多次提出“中国开

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这对世界

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杨希雨：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取
得了巨大成就，更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未来，我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从摸着石头过河步入顶层
设计推动的改革开放。当前，世界形
势复杂多变，各国都呼吁结构性改
革，期待结构性改革。如果说 40 年
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今天的中国，那
么，未来由顶层设计推动的改革开放
将是领先世界的改革开放，将创造出
令全球更加信服的中国奇迹。

弘扬亚洲智慧 凝聚发展共识
——访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执行院长杨希雨

本报记者 袁 勇

“博鳌时间”正式开启。4月8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拉

开序幕。本次年会以“开放创新的

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为主题，

受到全球瞩目。

开放，让经济发展前景阳光灿

烂；创新，让经济发展欣欣向荣。回

望过往，从“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

起到印度等一大批亚洲国家突飞猛

进，一波又一波的“亚洲奇迹”都是

在日益扩大开放和推动改革创新的

进程中实现的。中国更是通过改革

开放不断走向市场化、国际化，并充

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成为全球经

济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放眼世

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财富增长和

就业增加，使数亿人摆脱贫困，奔向

全 面 小 康 。 这 些 经 验 都 是 宝 贵

财富。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

和投资保护主义沉渣泛起，全球化

局部受挫。但明眼人都清楚，经济

全球化是时代大潮，会有反复却不

可逆转。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

言，逆势而动、抱残守缺都是没有出

路的，搞单边主义只会给自身利益

带来更大伤害。国与国之间只有开

放、联动、包容、平衡，以创新而非简

单的要素投入驱动增长，世界经济

才会朝着更加普惠共赢的方向发

展。亚洲需要新一轮的开放与创

新，这是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共识。

开放打造更广阔的市场，创新

打造更强劲的动力，亚洲有机遇，

也面临着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预测，2018 年亚太地区的经济增

长率将达到 5.4%，高于全球经济

增长率。但是，亚洲现有合作机制

相对碎片化、区域与次区域合作发

展程度不一，加之地缘政治等因素

影响，一些国家之间互信不够，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着 区 域 一 体 化

进程。

对此，亚洲和世界各国有必要

坐下来，共同商讨，寻找出路。和

平与发展依然是主旋律，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发

展，是亚洲和世界各国的共同使

命。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就

提 供 了 这 样 一 个 共 谋 良 策 的 平

台。从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政

策、企业责任、科技创新、共商共建

共享“一带一路”等方面，回顾、探

讨、展望开放与创新之路，让世界

聆听亚洲最强音。此次论坛又恰

逢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贯

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在新的历史时刻，中国将如何

推动开放再扩大、深化改革再出

发，如何为解决世界面临的结构性

改革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呈现中国

方案，也让全球拭目以待。

拥有世界67%的人口和三分之

一经济总量的亚洲，正涌动起新一

轮开放创新的浪潮。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的中国，在新时代展现开

放创新，必将为世界迎来更多繁荣

发展良机。

聆听开放创新的亚洲声音
牛 瑾

《亚洲竞争力年度报告》《亚洲经
济一体化年度报告》《新兴经济体发
展年度报告》是博鳌亚洲论坛每年都
会发布的 3份重要学术报告。4月 8
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在贸易保护
主义不断抬头的背景之下，亚洲经济
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亚洲经济整体
竞争力有所增强。同时，亚洲在前进
的道路上仍需应对一系列挑战，各经
济体需通过积极对话和沟通，共同寻
找未来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整体竞争力逐步增强

“2017 年经济增速为 5.6%，亚
洲经济体以其强劲的经济增长继续
引领全球，亚洲地区整体竞争力增
强，主要经济体发展趋势向好，稳中
有升，综合竞争力稳定性和连续性不
断增强。亚洲主要经济体2017年度
综合竞争力排名保持相对稳定，多数
经济体综合竞争力排名没有太大变
化，但各经济体竞争力综合得分差距
在缩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
国经济部副部长刘向东说。

《亚洲竞争力年度报告》评价分
析了37个亚洲经济体竞争力。从综
合竞争力排名看,新加坡、中国香港、
韩国、中国台湾等排名居前 4 位,中
国、马来西亚、越南等经济体排名也
逐步攀升。从发展视角看，亚洲经济
在全球经济增长中仍将处于重要地
位。亚洲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仍然
大于竞争，特别是亚洲各经济体发展
阶段、资源禀赋和制度政策等方面的
差异，使经济互补性较强，开展互利
合作将惠及各方。

专家认为，亚洲各经济体之间的
开放竞争可以提高效率，但是各经济
体之间的密切合作更为重要。特别
是外向型经济特征比较明显的小型
经济体，更需依赖与外围经济保持联
动发展。

贸易保护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
持久动力，反而会限制经济发展的可
持续性。亚洲开放型经济体需要规
避陷入贸易保护的陷阱，应在与贸易
保护主义抗争中提升自身的综合竞
争力，快速适应外部环境的新变化，
积极借助创新的力量挖掘新的增长
点。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重心正在

东移，亚洲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出了强
大韧劲，在发展速度、动能和潜力等
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引擎作用。亚
洲较发达的经济体也凭借其高度发
展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水平，不断
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力，并希望在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

2017年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加
速推进。去年 10 月份，中国与欧亚
经济联盟共同签署了《关于实质性结
束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
议谈判的联合声明》，这是亚洲最大
经济体中国与亚洲涵盖空间范围最
广的经济体欧亚经济联盟首次达成
重要制度性经贸安排，亚洲域内最大
的两大经济板块加速一体化。其次，
亚洲国家间的多边贸易和双边贸易
谈判也在持续推进。2017 年，亚洲
域内围绕中国正在展开的双边贸易
谈判就有7个。“一带一路”红利正在
成为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拉
动力，“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正在成为
投资兴业和开展贸易的沃土。

但与此同时，《亚洲经济一体化
年度报告》也认为，亚洲的贸易、投
资和金融也在出现一系列结构性变
化，这将对亚洲一体化进程产生重
要影响。比如，从以全球价值链发
展为基础的全球化来看，一方面来
自西方的反全球化情绪仍然在世界
范围内蔓延，另一方面市场力量似
乎正在重塑作为全球化基础的全球
价值链。不过，包括中国、印度、越
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在内的大多
数亚洲经济体对中间产品实行进口
替代的能力都大大增强，这是令人
鼓舞的变化。

因此，亚洲在前进的道路上仍需
应对一系列挑战。“首先，应制定明确
的政策以处理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
变化，并找到创新性的增长方式。第
二，亚洲各经济体应共同努力，应对
宏观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外部压力，扭
转资本风险性外逃的趋势，抵制西方
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的压力。第三，各
经济体要在协同合作的同时不遗余
力地深化金融改革，以激发本地区的
增长潜力。”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

文重说。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
军则认为，“亚洲在一体化进程和金
融稳定方面依然面临挑战，亚洲各经
济体必须要以高质量和坚决的手段
来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
扭转逆全球化趋势，推动亚洲经济贸
易以更高速度增长”。

新兴经济体总体保持稳定

2017 年，得益于外需大幅增
长，也得益于总体稳定的国内消费
需求，全球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
显提升，并总体呈现向好态势。据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所长张宇燕介绍，去年 G20 成员中
11 个新兴经济体 （E11） 的经济增
速有了明显提高，增长速度加权平
均达到了5.1%。此外，在就业、物
价、财政金融状况、汇率等方面总
体保持稳定。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经济合作
取得了诸多新进展。从内部合作来
看,2017 年 E11 内部贸易占 E11 对
外贸易总额比例持续下降的势头得
到抑制，并超过 2015年的水平，E11
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稳定增长。从

对外合作来看,长期以来E11对发达
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相对较高，但在
2017 年，由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
济体经济复苏良好，发达经济体占
E11的贸易份额出现下降。

尽管当前以 E11 为代表的新兴
经济体拥有良好的经济增长表现，
但是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青年失
业率、收入分化、经济全球化与区域
一体化、公共和私人债务、金融泡沫
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不可忽
视。同时，外需能否持续增长、投资
增长动能能否重塑也值得关注。

展望 2018 年，新兴经济体经济
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但仍需
防范各种风险和挑战，挖掘经济增长
的内生动力，并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
长奠定坚实基础。《新兴经济体发展
年度报告》认为，未来几年，E11经济
中高速增长的态势仍有望延续，但大
幅上行的压力较大，并且不排除个别
国家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与
2017 年相比，2018 年 E11 经济增速
基本持平或小幅上扬的可能性较大，
即按各经济体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
济 总 量 加 权 后 的 经 济 增 长 率 为
5.2%。

4月8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新闻发布会暨旗舰报告发布会现场。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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