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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及致谢　　

经过多方通力合作，《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竞争力２０１４年度报
告》和大家见面了。本报告是在博鳌亚洲论坛各位领导的直接关

怀下、在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在本报告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各界朋友的大力指导和

支持。尤其需要感谢的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王

春正先生和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先生，他们为本报告提出了很多

宝贵的指导意见；还要特别感谢博鳌亚洲论坛执行总监、博鳌亚

洲论坛研究院执行院长姚望博士，他自始至终为本报告的编写和

出版做了大量协调沟通和推动工作。

本报告的研究工作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专家团队承担，

历时近一年得以完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

王军博士作为总负责人，负责课题的组织、协调和联络工作，带

领研究团队围绕框架论证、篇章设计、理论分析、数据收集、指

标选取、模型构建、算法设计及数据处理等基础性工作展开研究，

并负责本报告的统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徐长春博

士、黄志龙博士、刘向东博士和张焕波博士直接参与了这一课题

的研究工作及报告的撰写。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赵春哲女士和

中国日报网经济部编辑于洪艳女士承担了本报告的英文翻译

工作。

在本报告的形成过程中，美国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

ＡｎｄｒｅｗＰｏｌｋ、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 ＬａｃｈｌａｎＣｒｅｗｓ、日中
经济协会北京事务所所长田村晓彦 （ＡｋｉｈｉｋｏＴａｍｕｒａ）、日本银行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福本智之 （ＴｏｍｏｙｕｋｉＦｕｋｕｍｏｔｏ）、香港中文大
学何佳教授等参与了对本报告的审阅，并对本报告的写作提出了

诚恳且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我们向这些专家表示诚

挚的感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为本报告的出版倾注

了大量心血，对他们的热情付出表示衷心感谢！

本项研究原始数据由港澳资讯提供。对港澳资讯的大力支持，

我们表示特别感谢！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本报告并不必然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和中

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观点，其中的问题和不当之处均由本报告

的编写者负责。



序　 言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经历着国际金融危机洗礼后的重大变

革，亚洲经济体面临着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巨大挑战。

对亚洲的各个经济体来说，刚刚过去的２０１３年是为寻找新的
增长动力源而积极努力的一年。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开始稳固

复苏，经济增长加速迹象已初露端倪，而新兴经济体呈现集体失

速迹象。虽然发达经济体２０１３年增速仅为１２％，远远低于新兴
经济体４５％的增速，但是两者增速差距却由 ２０１１年的 ４５％、
２０１２年的３４％收窄至２０１３年的３３％。经济减速已经成为亚洲
各经济体挥之不去的隐忧，寻找和释放新的增长动力源也相应地

成为亚洲各经济体共同努力的焦点。

近年来，主要发达经济体普遍进行战略调整。如美国推行再

工业化战略，实行出口倍增计划；欧洲重建实体经济竞争优势；

日本实施了新成长战略。这给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亚洲经

济体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其寻求新的增长战略，尤其是试图

转变到由内部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上来。

在国际资本大幅回流及经济增速普遍下滑的双重压力之下，

亚洲经济体积极做出改变，在治理通货膨胀和应对经济下滑方面

做了很多的努力，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环境。具体来看，这些

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内需，通过扩大国内市场应

对国际市场的萎缩；二是加强经济体间的横向经济联系，通过消

除经济体间的经济合作障碍，弥补由于国际市场萎缩带来的出口

下降。这有效地促进了亚洲各经济体间的合作，开拓了共同发展

的新空间。尽管如此，经过一年的努力，亚洲经济体仍在艰难的

探索之中。

展望未来，世界经济仍将继续走在复苏的大道上，向好的态

势已经越来越清晰。发达经济体经济的好转将会提振亚洲经济体

的出口，但由此带动亚洲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外在动力正在减

弱。保持可持续的增长，亚洲应更依赖于内部经济的往来，各经

济体只要继续沿着增强战略互信、优势互补、互利多赢的道路，

通过加强团结与协作，就能构建出推进自身发展的新动力，推动

亚洲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开创亚洲人民更加光明灿烂的明天。

亚洲竞争力研究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它基于客观数据合成综

合指数，对各经济体及企业的竞争力状况进行定量分析。自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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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四年来，它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和传播，在政、

商、学界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有助于亚洲各经济体政府、

企业和国际组织把握亚洲竞争力的变化，抢抓发展机遇。同时，

这项工作也为推进亚洲经济体和企业在理性竞争、优势互补、加

强合作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我真诚希望，本报告能够准确地把

握国际形势变化，为各经济体和企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提供更优

质的智力支持，并协助各经济体认清相对位置，找出办法提升竞

争力，帮助亚洲企业发现发展中的问题，改善经营状况，保持国

际经济新环境下的竞争优势。

最后，对为完成本报告付出心血和智慧的所有朋友、专家学

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一如既往地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加入到用智慧、

热情推动亚洲共同发展的行列中来，力争使亚洲竞争力报告越做

越好，促进各经济体和企业不断提升竞争力，共创亚洲美好未来。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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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趋势确
立，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下行
压力较大

　　２０１３年，尽管全球经济实现了
稳健复苏，但发达经济体

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再次出现了背离，
与前几年截然相反，这次背离的特征是新兴
经济体经济增速快速下行，发达经济体特别
是美国和日本经济持续稳定复苏。

发达经济体复苏基础日渐稳固。２０１３
年，全球经济继续保持低速增长的势头，全
年增速预计为２９％，其中，发达经济体的
增速与新兴经济体的增速预计为 １２％和
４５％，两者的差距由 ２０１１年的 ４５％、
２０１２年的 ３４％收窄到 ２０１３年的 ３３％。
２０１３年，美国和日本的增长较为强劲，前
三季度美国经济的同比增速分别为１３２％、
１６３％ 和 １９７％，全年经 济 增 速 将 在
１６％以上。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失业率
连续下降的推动下，美联储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开始缩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ＱＥ）的规模。
日本在 “安倍经济学”的强力刺激下，经济
形势出现加速增长的势头，前三季度同比增
速分别为０１％、１２％和２４％。为了使日
本摆脱通货紧缩的风险，日本于１２月初再
次出台了１８２０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组合

方案。与此同时，欧元区的经济衰退幅度正
在收窄，第一、二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
－１８％ 和 －０５％，全年经济增速预计为
－０４％。２０１４年，欧洲将逐渐走出衰退区
间，短期内仍然将继续维持当前的宽松货币
政策，但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规模的可能性
已经很小。前些年债务负担较重的爱尔兰已
经完全摆脱了国际社会的救助，中期内财政
和债务状况将逐渐步入正轨。

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２０１３年，新兴经济体尽管面临经济下行压
力，但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是一枝独秀，仍
然保持着 ７７％的稳定增速。俄罗斯、印
度、巴西、南非的经济增速都在４％以下，
俄罗斯、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 （以下
简称印尼）、马来西亚等新兴经济体一度面
临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从增长前景看，
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美国、日本和欧元区成员
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综合领
先指 数 （见 图 １１） 分 别 为 １００６９、
１０１１３和 １００８９，不仅在荣枯线 １００之
上，而且都创了近两年来最高水平；相反，
同期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该指数分别为
９７８８、９７８８和９９８８，不仅都在荣枯线
１００以下，且都刷新或接近金融危机以来
的最低水平。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困境，不
仅表现在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上，还体现
在汇率、国际收支平衡、金融脆弱性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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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明显恶化上。例如，印度卢比、巴西
雷亚尔对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幅度都在
２０％以上，汇率的大幅贬值并没有对国际收
支状况有明显改善，２０１３年 １—１０月，印
度货物贸易逆差高达１２９４亿美元，为金砖
国家之最；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如马来西
亚、印尼、泰国、韩国、中国台湾等，都面
临着与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相似的问题，

即外债规模较高或中短期外债的比例较高；
新兴经济体中拉美国家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
压力也较大，一些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率上
升、财政赤字高企、国际收支失衡、资本外
逃和货币贬值的多重挑战。综上所述，２０１３
年，全球经济复苏趋势确立，但增长的动力
已经由新兴经济体主导转向发达经济体和新
兴经济体并驾齐驱的态势。

图１１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ＯＥＣＤ综合领先指数对比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

１２　亚洲各经济体经济增速下行的
趋势明显，但差异较大

２０１３年，亚太地区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主
要地区，经济增长低位徘徊和增速下行的趋
势明显。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
的 《亚洲发展展望２０１３》报告称，由于中国
和印度这两个亚洲最大的经济体经济增速放
缓，预计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将从２０１２
年的６１％下滑至２０１３年的６０％，低于亚洲
开发银行２０１２年底对２０１３年亚洲经济增速的
预期 （６７％）。此外，一些机构也下调了
２０１３年初的预期值。在这种趋势下，亚洲各经
济体的差异仍然较大。

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是亚洲大
部分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增速

下行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基本没有
受到 ２０１３年新兴市场金融动荡的影响。
２０１３年，中国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特别是消
费需求的战略。由于国际国内大环境压力，
中国出现了自２０１０年第一季度以来连续１３
个季度经济增速下滑。２０１３年第一季度增
长７７％，第二季度增长７５％，增速在第
三季度止跌回升至７８％。相应地，亚洲开
发银行在１２月把２０１３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
值上调至７７％，较１０月的预测值上升０１
个百分点。２０１４年１月，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ＩＭＦ）再次上调对中国 ２０１４年经济增
长的预期值至 ７５％ （见表 １１），比之前
的预期值增长了０５个百分点。２０１３年１—
１１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１９６％，
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２３１％，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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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高于整体投资增速；反映居民消费的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１３１％。２０１３年
第一至四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
为４３、３４、３５和３９个百分点，资本形
成总额的贡献分别为２３、４１、４３和４２
个百分点，净出口的贡献由第一季度的１１
个百分点下降至 －０３个百分点，这表明随
着中国政府稳增长政策的实施，投资再次取
代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相反，出
口再次陷入低迷的局势。从经济景气指数变
化来看，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９８９，消费者信心略显不足，制造业采购经
理人指数 （ＰＭＩ）为 ５１４，与 １０月持平，
为２０１２年５月以来的最高点，连续１４个月
位于临界点以上，这表明中国政府稳增长的
政策成效显著，产能过剩问题正在走出最坏
的困境，制造业继续稳中向好。总之，上述趋
势预示着中国经济将变得更健康、更可持续。

日本在 “安倍经济学”三支利箭 （极度
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
改革）的强力刺激下，经济增速连续企稳向
好。２０１３年前三季度，日本经济同比增速
分别为０１％、１２％和２４％，其中，私人
消费同比增速分别为 １６％、１８％ 和
２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速分别为 －
１３％、０７％和４３％，出口在弱势日元的
推动下也在第三季度实现了 ３％的正增长。
在日本经济复苏中，尽管私人消费增速对经
济增速的贡献最大，但公共投资仍然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日本于２０１３年１月通过
了１１７０亿美元 （总额 ２２６７６亿美元）
的政府投资计划，并于１２月初再次出台了
１８２０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组合方案，这
使得第三季度日本公共投资同比增幅高达
１９％，创近二十年的新高。２０１３年 ４月 ４
日，日本央行宣布超宽松货币政策，承诺将
无限量购买资产，两年内将基础货币扩大一
倍至２７０万亿日元，并将通货膨胀目标设定
在２％。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日本政府出台
以放松行政管制、刺激民间投资为重心的经

济增长新战略。至此， “安倍经济学”中的
三支利箭全部射出。从经济景气指数来看，
２０１３年１—１１月，日本消费者信心指数平
均为４３８，远高于２０１２年全年４０的平均水
平，１２月，日本制造业ＰＭＩ高达５５２，创二
十年来的新高；经济景气先行指数和综合指
数都创了近年来的新高。尽管 “安倍经济学”
从长远看会有些负面效果，但至少在短期内
使日本经济走出了长期通货紧缩的阴霾，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同比
涨幅为１５％，经济增长的前景比较乐观。

印度经济由于改革进展缓慢、宏观政策
空间受限，经济总体上延续了２０１２年以来
的逐步放缓趋势。２０１３年前三季度，印度
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实际同比增速分别为
４８％、４４％和４８％，经济增速较前几年
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印
度央行连续三次下调基准利率，同时在
２０１２年９月印度宣布了新一轮的经济改革
措施，包括进一步开放零售业、航空业等多
个行业，并提高外资进入其保险和养老金市
场的上限。从各项经济指标来看，２０１３年
１—１０月，印度工业生产指数月均增速为
０６８％，创近年来的新低。２０１３年，印度
制造业 ＰＭＩ首次跌落到荣枯线 ５０以下，８
月创２０１３年的新低 （４８５），此后随着印
度经济政策的调整，１１月缓慢回升到５１３，
但仍远低于２０１２年约５４的月均水平。实体
经济的下滑，使得印度引为自豪的服务业也
陷入衰退，１１月印度服务业 ＰＭＩ为 ４７２，
创历史新低。国际收支方面，前三季度印度
货物贸易逆差高达１２９４亿美元，尽管服务
贸易仍然保持了５２２亿美元的顺差，但前三
季度印度经常项目逆差仍高达４５２亿美元。
这一状况使得印度的外汇储备额出现了鲜有
的减少，两年来印度官方外汇储备额减少了
４５０多亿美元。综上所述，相对落后的基础设
施和滞后的经济结构改革是制约印度经济增
长的瓶颈，为此，ＩＭＦ预计，印度２０１３年经
济增速为３８％，低于中国的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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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也延续了全球新
兴经济体同步下行的趋势。２０１３年，东盟
继续依靠内需增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逐
渐缩小成员间经济发展差距，为努力实现
２０１５年建成东盟共同体而努力。据 ＩＭＦ预
测，２０１３年东盟经济体增速为 ４９％，比
２０１２年的５７％回落０８个百分点，比年初
预计的５４％低０５个百分点，区域内最大
的３个经济体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经济增
速出现明显下滑，２０１３年的经济预计增速
分别为５３％、４７％和３１％，比２０１２年
下滑０９、０９和３４个百分点。经济形势
较好的是菲律宾，预计增长６８％，与２０１２
年持平，文莱经济预计增长 １４％，老挝
８３％，柬埔寨７０％，缅甸６８％，新加坡
３５％，越南 ５３％。导致印尼、马来西亚
和泰国经济增长减缓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疲软
和投资下滑，其中，印尼作为全球煤炭与棕
榈油生产大国，受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下行的
影响较大。２０１３年前三季度，印尼经常项
目逆差高达２４３亿美元，这也是印尼金融局
势出现持续动荡的根本原因。泰国前三季度
经济增速分别为５５％、２９％和２６％，马
来西亚的投资增速从２０１２年的２１％下滑至
２０１３年上半年的９３％，印尼的投资增速从
过去３年平均增长９％下滑至５２％，泰国的
投资增速从２０１２年的１３３％下滑至２０１３年
上半年的５１％，这一趋势使得各经济体的经
济增速均出现下行态势。越南经济增长继续受
到银行系统问题困扰，信贷和投资都受到压
制，２０１３年经济增速也低于前几年，前三季度
越南经济增速分别为４９％、５１４％和５４２％。
２０１３年第三季度，韩国经济环比增长

１１％，经济复苏势头整体良好。１０月，韩
国央行发布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韩国经济展望
报告》预测，韩国 ２０１３年经济增速为
２８％。这一增速与２０１０年的６０％、２０１１
年的３７％相比，仍然有所下降，但却高于
２０１２年的增速。其中，私人消费增长
１９％，设备投资下降 １２％，建设投资增

长６１％，商品出口增长５５％，进口增长
３８％。韩国经济部门认为，２０１３年韩国经
济正处于复苏阶段，经济形势在不断回升，
其中，第二季度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对
财政投入的追加和调整，第三季度增长主要
是因为消费和出口有所恢复、设备投资开始
实现正增长等。要使目前经济增长势头持续
下去，韩国政府必须通过稳定汇率、适当扩
大财政支出、降低税负等政策来促进投资，
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为韩国的实体经济稳
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２０１４年，韩国的经
济增长将从 ２０１３年的 ２８％跃至 ３７％，
２０１５年将达到４０％。

２０１３年，澳大利亚的经济继续低位徘
徊，前三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 ２１％、
２４％和２３％，全年增速预计为２５％。这
是由于２０１２年中国经济下行导致全球对澳
大利亚资源需求萎缩，使得澳大利亚矿藏类
资源投资下降幅度快于预期，同时非资源行
业的投资复苏极为缓慢。事实上，自进入２１
世纪以来，澳大利亚资源出口增速一直高于
非资源类产品。随着前期投资扩充和产能增
加及全球资源类产品价格下跌和需求萎缩，
２０１２年，澳大利亚的出口增速大幅下滑。
从经济增长的前景和景气状况看，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澳大利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从１１月
的１１０３下降至１０５，下滑近５％，创自７
月以来新低。消费者信心下降主要是因为失
业问题急剧恶化，使得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
性担忧进一步加剧。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澳大利
亚失业率为５８％，长期失业人数达到１１年
来最高水平，失业时间超过 １年的人数达
１４４１００人，为 ２００８年 ８月 最 低 水 平
（６３４００人）的两倍以上。１１月，失业数据
也创下自１９９８年９月以来的最高纪录，预计
２０１３年澳大利亚失业率将升至６２５％，这是
因为矿业投资达到顶峰，澳大利亚经济增速
持续低于潜在水平。
２０１３年，作为西亚地区经济领头羊的

土耳其，经济企稳回升的趋势明显。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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