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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哈迈德·M·赛义德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疫情冲

击下，今年亚洲经济增长将显著下滑。当务之急是控制疫情，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公共卫

生战略是重中之重。同时，疫情也对中国等亚洲经济体经济转型提出了新要求。

日前，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在此前65亿
美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援助基础上，追加
135亿美元用于帮助成员体应对疫情冲击。
为此，经济日报记者就亚洲经济前景、中国经
济抗疫、全球化发展方向等话题，专访了亚行
负责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副行长哈
迈德·M·赛义德。赛义德副行长曾先后担任
摩根大通在阿联酋的董事总经理、美国财政
部副助理部长。

赛义德表示，在疫情冲击下，今年亚洲经
济增长将呈现显著下滑，没有哪个亚洲国家
和地区可以毫发无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
美国“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
的不确定性，赛义德认为东亚和东南亚等较
为开放的地区，以及主要依赖旅游业的太平
洋地区将遭受重创。他结合亚行4月3日发
布的《亚洲发展展望》指出，今年亚洲经济增
速将降至2.2%，但明年有望反弹至6.2%，前
提是疫情结束且经济活动正常化。亚行预
计，全球因疫情造成的损失在2万亿美元至
4.1万亿美元之间，相当于全球GDP的2.3%
至4.8%。

赛义德评估，疫情持续时间越久、破坏程
度越深。特别是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

经济体因疫情冲击将出现增长停止甚至萎
缩，这将成为亚洲经济走弱最大的负面外
部因素。他认为，一段时期以来，亚洲因经
济融合受益良多。然而，疫情导致的全球
化倒退恐对全球经济产生结构性负面影
响。即便疫情结束，经济增速会反弹，但增
长的结构性压力仍将持续。

为此，当务之急是控制疫情，制定和执
行有效的公共卫生战略是重中之重。各国
政府应有效支持医用口罩、手套、防护罩、
防护服、呼吸器等个人防护物品供应链，尤
其要支持弱势群体，保障其消费需求和日
常活动。对受到疫情冲击的商业体尤其是
中小企业，要保障它们能获得充裕的流动
性。但是，相较美国和欧洲国家，温和的核
心通胀率和持续下滑的原油价格，给亚洲
经济体提供了下调利率的空间。此外，由

于过去20多年来宏观经济调控得当，很多亚
洲经济体尚有财政刺激空间，如采取应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扩大公共支出和基
建投资的办法。

谈到中国经济在积极抗击疫情中的表现
和在坚定深化全球化中的作用，赛义德认为，
随着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中国国内经济二季
度表现应好于一季度。同时，由于供应链受
到影响，且外部需求变得很弱，中国对外贸易
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困难。

赛义德进一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在冲
击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亚洲经济体经济转型提出了新要求。从中期
看，经济增速会有所下调，但发展的可持续性
将有所增强；从长期看，人口日益老龄化和单
位资本生产力相对下降，将使潜在增长承
压。因此，渐进式改革以及不断强化的地区

和全球协作将有助中国经济实现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在

研发投入上已超越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国家，成为新的创新强国，这当中蕴
含着亚洲的新机遇。赛义德特别指出，中国
已一跃成为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经济体之
一，位列全球研发支出最多的国家行列。“因
此，已完成从增量型、追赶型创新向基础型、
前沿型创新转型的中国，还可通过‘新基建’
等创新发展应对疫情冲击。”赛义德说。

赛义德最后表示，“在上述过程中，亚行
时刻准备着进一步扩充各类资源帮助成员
体”。此次疫情应对中，亚行总额高达200亿
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资金中，将有130亿美元
通过其反周期支持机制下设立的新冠肺炎大
流行应对方案帮助各成员体政府推行有效的
反周期支出计划，重点是关注贫穷人口和弱
势群体。除了提供采购医疗设备和物资的紧
急援助，亚行还将致力于消除疫情对经济的
中长期影响，如消费和投资急剧下降、旅游业
和出口萎缩、贸易和生产紊乱等。为此，亚行
一直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等国
际组织以及中美等国疾控部门协同合作。

疫情冲击对亚洲经济体转型提出新要求
——访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哈迈德·M·赛义德

本报记者 田 原

本报新加坡电 记者蔡本田报道：4月21日下午，新加
坡总理李显龙通过电视和广播电台发表全国讲话，宣布因防
控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原定于从4月7日起至5月4日的病毒
阻断措施延长至6月1日。

李显龙表示，从目前的疫情来看，新加坡不可能在现阶段
就完全解除所有病毒阻断措施，让一切恢复正常；社区传播的
病例一旦成功减少，就可以进一步调整，考虑放宽一些措施；
长痛不如短痛，希望国人能够理解必须先阻断病毒传播，才有
可能重启经济、迈向复苏。请遭受疫情严重影响的企业和员
工不要对延长病毒阻断措施时间失望，政府将会继续帮助企
业和员工，度过阻断措施期限延长的困难时期，为企业和员工
提供的援助也将保持不变。

李显龙指出，在国民积极配合、共同努力下，政府采取的
病毒阻断措施已经发挥作用，病毒在社区传播已经趋向稳定，
现在每天平均确诊病例不到30例；人人坚守阻断措施，继续
在疫情中相互帮助十分重要，呼吁民众除为了购买食物或日
用品，否则就应该留在家里减少出门，更不应搞聚会。

李显龙强调，当前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因素、令人担忧，10
多天以来确诊总人数不断飙升，仅在4月21日就确诊1111
例新增病例，几乎所有新增病例都来自外籍劳工宿舍；无论外
籍劳工是否生病或出现发烧、流感症状，即使他们身体情况良
好没有出现症状，政府都将为外籍劳工做病毒检测。

新加坡病毒阻断措施

延长至6月1日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欧洲不
断蔓延，多个国家已经采取了
严格防疫措施，其中最重要的
一项就是限制居民出行。这些
限制措施使得欧洲国家居民对
网上购物的需求急剧升温，导
致欧洲各大电商承受的压力
增大。

由于欧洲各国居民对疫情
的担忧不断加剧，不少人开始
避免外出购物，转而选择在网
上购买生活用品和食品等日常
必需品，导致部分商品在网上
出现紧缺，物流受到极大影响，
尤其消毒用品比较紧张。以记
者所在柏林地区为例，这里仅
有几家提供网购和送货服务的
超市，已经无法预约到两周之
内的送货时间，能够送货的订
单平均需要9天至12天。除此
之外，此前预约好的订单甚至
会因临时缺货被大幅“砍单”。

记者一位邻居日前在网上
订购了超过100欧元的食品，
但送到手中的商品仅有不到五
分之一。各电商平台也开始限
制单品购买数量，肥皂、牙膏、
卫生纸、蔬菜和肉蛋奶等商品
基本被限制在2件到3件，超出这一限制则无法下单。

记者也有过一次被“砍单”的经历。已经下单的一笔60
多欧元的日化用品订单，等待多日仍未接到物流信息，结果
发现该订单直接被“无声”取消了，但下单的时候平台未给出任何
异常提示。据记者了解，大部分电商平台会及时通知客户订单取
消及其原因，像这种不声不响地取消订单的情况应属偶然。

各大电商供货之紧张状况窥一斑而知全豹。除了物资问
题外，物流配送环节也面临不小挑战。据悉，受疫情影响，亚
马逊近日已经对在法国和意大利两国的物流配送服务实施限
制。在德国，亚马逊也对商家入库产品作了限制。亚马逊德
国此前表示，鉴于目前日常生活用品和医疗卫生类商品短缺
明显，亚马逊将优先接收此类商品入库，并优先派送该类商
品。除食品日化外，目前宜家等家居品牌也调整了送货规定，
如宜家规定原本应由配送人员直接搬运至室内的大件产品目
前只能放在住户门口，一些家电电商更是规定大件家电只能
放在居民楼门口。这给很多用户带来了很大不便。

令人欣慰的是，不少电商和物流服务都根据当前疫情防
控需要作出灵活调整，普遍实施“无接触”配送。快递员都可
根据客户需要将包裹放置在家门口后自行离开，原本需要客
户签收的环节也取消，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当前防控措施。

市场分析认为，当前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电商在库存和
物流方面的紧张虽较之前有所缓解，但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
间。未来，随着防控措施放松和疫情缓和，电商面临的压力也
将随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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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海泉 高伟东报道：当地
时间4月21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会同
其他国际组织联合发布《全球粮食危机报告》
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或导致全球遭受
严重饥饿人口数量增一倍，到2020年底这一
数字将超过2.5亿。

报告预测，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
响的后果之一，2020年全球面临严重粮食不
安全的人口数量将大幅增加，如不立即采取
应对行动，到2020年底，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约2.65亿人将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比
2019年的1.35亿增加1.3亿。对此，迅速实
施和维持粮食援助方案至关重要，这将为全
球近1亿易受伤害民众提供生命线。

报告指出，2019年遭受严重粮食不安全

的大多数人来自受冲突、气候变化和经济危
机影响的国家，其中10个国家出现了最严重
的粮食危机。这10个国家是也门、刚果、阿
富汗、委内瑞拉、埃塞俄比亚、南苏丹、叙利
亚、苏丹、尼日利亚和海地，其人口合计占全
球粮食危机总人口的66%，即 8800万人。
2019年，南苏丹有61%的人口处于粮食危机
或更严重状态，其他国家如苏丹、也门、中非、
津巴布韦、阿富汗、叙利亚和海地也有至少
35%的人口处于粮食危机状态。

世界粮食计划署高级经济学家阿里夫·
侯赛因说：“对于几百万已经危在旦夕的人来
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可能是灾难性打
击。我们现在必须共同采取行动，以减轻这
场全球性灾难造成的影响。”

本报比勒陀利亚电 记者田士达报
道：为缓解南非医疗机构诊治压力，并为无
条件居家隔离的患者提供安全隔离场所，
南非豪登省政府日前宣布，将该国最大的
会展中心——约翰内斯堡会展中心改建为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隔离诊治医院。

该中心可容纳超过2000名患者，先期
拟配备500张病床，并于本周投入使用。
每间病房均配备卫生间、淋浴、电视和紧急

呼叫按钮。
据悉，4月15日中国驻南非使馆邀请中

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召开视频
会议与南非政府有关部门分享我国雷神山
医院和方舱医院建设经验。

图为南非约翰内斯堡会展中心，目前正
在改建为方舱医院将用于收治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

（南非豪登省政府供图）

南非最大会展中心改建方舱医院

本报纽约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联合国
大会4月20日通过一项开展国际合作的决
议，旨在确保全球获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药品、疫苗及医疗设备。

据报道，这份决议由墨西哥起草，请求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
并提议确保全球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
够及时公平地获得检测（设备）、医疗用品、药
物和未来的新冠疫苗。

与联合国安理会不同的是，联合国大会
没有否决权。在正常情况下，大会以协商一
致或多数投票方式通过决议。但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大流行，联合国大会改变了方式，以避

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线下会议，而且决
定至少要到5月下旬，包括美国在内的5个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才可行使“单独
否决”的权利。据了解，联合国大会193个会
员国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

决议说，新冠疫情大流行对人类的健
康、安全和福祉构成威胁，并产生了前所未
有的多方面影响，包括对社会、经济、全球
贸易和旅行的严重干扰以及对民生的破坏性
影响。

决议重申，人人无一例外地有权享有最
高标准的身心健康，公平获得医疗卫生产品
是一个全球优先事项，有质量保证的医疗卫

生产品具有可获性、可及性、可接受性和可负
担性，这对于战胜这场大流行病至关重要。
决议在团结一致、多边合作基础上强调联合
国系统在协调全球控制和遏制新冠肺炎疫
情大流行的传播对策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
并认可世界卫生组织发挥的关键作用。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指责世卫组
织对疫情危机处理不当，紧接着宣布美国“断
供”世卫组织。此举引发了国际社会多方
批评。

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与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在内的联合国系统其
他相关机构密切协作，从而促进和确保合理、

透明、公平、高效、及时地获得和分发预防
工具、实验室检测试剂和辅助材料、必需医
疗用品、新的诊断手段、药物和未来的新冠
病毒疫苗，以便将其提供给所有需要帮助
的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此外，决议鼓励会员国与所有相关利
益攸关方合作，增加疫苗和药物研发资金，
借力数字技术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加强必
要的科学国际合作。

这是联合国大会针对新冠疫情通过的
第二项决议。4月初，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一项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决议，呼吁为加
强抗疫而合作。

联大通过一项开展国际合作决议

确保全球获得抗疫医疗物资与设备
认可世卫组织发挥关键作用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 高伟东报
道：当地时间4月21日，国际劳工组织发布
系列报告《新冠肺炎疫情：刺激经济和就业》
最新一期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经济社
会多部门造成破坏性影响，各国应采取措施
确保这些部门运作，以减轻疫情影响。

报告说，疫情对经济社会若干部门造成
重大影响，包括公共应急服务、保健服务、教
育、食品零售、汽车、旅游、民航、农业、海运和
渔业，以及纺织、服装、皮革和鞋类等。几乎
所有部门的产出和就业都出现巨额亏损，发
展中国家将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其贫困率正
在上升。各国政府为遏制病毒传播采取的严
厉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企业生存和工人生计，
并对各国经济造成了更广泛的损害。

具体来说，旅游部门受到的打击尤为严

重。据估计，仅欧盟旅游业每月就将损失约
10亿欧元收入；拥有200万海员的海上航运
部门和拥有25万海员的邮轮部门就业受影
响尤其严重；汽车行业也在普遍停工中苦苦
挣扎，工人们被迫待在家里，供应链陷入停
顿，工厂关闭；由于旅行限制，国际航空运输
协会（IATA）估计，该行业客运收入可能骤
降2520亿美元，比2019年的数字低44%；由
于限制措施抑制了消费需求，纺织、服装、皮
革和鞋类行业订单大量被取消，导致巨大收
入损失，影响到约217万工人；农业和粮食安
全也受到严重影响。

国际劳工组织敦促各国政府将社会保护
扩大到所有人，并将就促进和保留就业、短期
工作、带薪休假等措施提供咨询意见，以确保
经济在疫情结束后变得强大、可持续。

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报告指出

疫情影响经济社会若干部门

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联合发布报告警告称

全球面临粮食危机人口将增一倍

第51个世界地球日到来

4月22日是第51个世界地球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珍
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为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五十周
年纪念公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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