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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功遏制疫情：截至目前，新冠疫情在东亚与太平洋（EAP）部分地区已得到遏制 , 但印尼和菲

律宾除外，其他国家亦仍面临威胁，最近一次爆发是在缅甸。那些成功遏制疫情的国家采取了综合性措

施，包括严格限制人员流动、实行广泛检测以及开展鼓励民众谨慎防范的宣传活动等。

2. 经济困境：新冠疫情以及防疫措施导致经济活动大幅下降。不仅如此，疫情带来的全球衰退又

给依赖贸易和旅游业的 EAP 经济体造成沉重打击。总体来说，近期各国经济表现与其疫情防控成效以

及受外部冲击影响的程度相关。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产出萎缩 1.8%，本地区其他国家平均萎缩 4.0%。

按照每天 5.50 美元的贫困线（2011 年购买力平价）衡量，预计新冠疫情的冲击在 2020 年将使本地区贫

困人口增加 3800 万人，其中包括本应在今年脱贫的 3300 万人和返贫人口 500 万人。

3. 救助：为应对疫情，EAP 各国政府承诺平均拿出近 5% 的 GDP 用于支持公共卫生系统、平滑居

民消费以及避免企业破产。但由于这些国家过去在社会救助方面的平均支出不到 GDP 的 1%，因此扩大

救助规模和实施都很困难。在一些国家，迄今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收入下降家庭和 10%-20% 有资格获

得救助的企业拿到了政府救助。救助非正规部门劳动者和企业的难度最大。大多数 EAP 国家税基较窄，

在危机久拖不决的情况下，维持这些救助措施将给政府财政带来压力。

4.复苏前景喜忧参半：一些国家疫情得到成功遏制，国内经济活动逐步恢复。但本地区经济严重依

赖世界其他地区，而全球需求仍然低迷。随着全球经济活动逐渐恢复，贸易将出现回升，但旅游业不太

可能很快恢复。尽管短期资本已返回本地区，但全球不确定性仍然抑制国内外投资。政府财政紧张，因

此刺激经济的能力有限。预计 2020 年本地区将仅增长 0.9%。预计 2020 年中国经济将增长 2%，这是因

为 3 月初以来中国一直将新增感染人数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并优先推动复工复产和增加公共投资。相

比之下，2020 年 EAP 其余地区预计平均收缩 3.5%。2021 年本地区经济前景将更为明朗，预计中国将

增长 7.9%，EAP 其余地区将增长 5.1%，这是基于地区经济持续复苏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活动正常化

的假设，并与疫苗可能问世相关联。不过，预计未来两年本地区所有经济体的产出仍将远低于新冠疫情

暴发前所预测的水平。受疫情冲击严重影响的一些太平洋岛国前景尤为严峻，预计到 2021 年底，这些

国家的产出仍将比危机前水平低 10% 左右。

5. 对包容性增长的不利影响：新冠疫情将通过破坏投资、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等途径对长期包容性

增长产生持久影响。公共和私人债务上升、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和不确定性增加很可能抑制公共和私人

投资，并危及经济稳定。疾病、粮食不安全、就业流失和学校停课可能导致人力资本受损以及终生收入

下降。公司倒闭和劳资关系的中断可能意味着宝贵无形资产的损失，从而损害生产率。贸易和全球价值

链受到的干扰可能导致部门和企业之间的资源分配效率下降并抑制技术传播，从而损害生产率。如果不

采取措施对疫情的这些后果加以补救，可能会使本地区下个十年的年均增长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贫困人

口由于获得医疗和教育服务、就业和融资的机会减少，其权利的丧失将尤为突出。但另一方面，疫情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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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技术扩散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它对增长和分配的不利影响，因为新技术可以提高生产率并改善

贫困人口的服务获取。 

6. 综合性的政策视角：当前做出防控疫情和提供救助的政策选择时，最好要考虑其对未来经济复

苏与增长的影响。另外，一个领域（如卫生）的政策选择也会影响到其他领域（如经济）的目标。各国

政府都面临艰难的权衡取舍，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救助措施或消费刺激可能会使政府负债累累，从而无力

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来促进增长。政府如何通过间接税、所得税和利得税、通货膨胀或金融抑制等手段来

决定公共债务负担在不同群体之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分配，都会对增长和分配产生重要影响。这场危机显

示，在以下七个关键领域采用动态视角可以有助 EAP 各国做出兼顾当前和未来、适当权衡得失的政策

选择：  

• 建立疫情智慧防控能力（包括检测、追踪和隔离能力）有助于通过更有针对性、对经济干扰较低

的措施来遏制病例激增。例如，初步分析表明，开放公众检测、包括对无症状人群的检测，可在

一个月内将感染人数减少 10%。与此同时，开展国际合作来激励疫苗研发并为公平高效地分配疫

苗做好准备，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复苏。

• 启动财政改革有助于实现在不牺牲公共投资的情况下增加救助支出。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

严峻的预算约束——除中国以外的 EAP 国家收入动员水平极低，平均仅占 GDP 的 18%，而世界

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为 25%，发达经济体为 36%。本地区国家对间接税依赖较大，有些国家 50%

以上的政府收入来自间接税。在本次危机造成消费急剧收缩的形势下，这种情况更加剧了财政收

入损失。预计 2020 年本地区国家的巨额赤字将使政府债务占 GDP 比率平均上升 7 个百分点。本

已高企且不断增长的私人债务给政府财政带来了额外的间接风险。通过更具累进性的所得税和利

润税扩大税基，并减少用于累退性能源补贴的浪费性支出（有些国家这类支出超过 GDP 的 2%），

将有助于提高经济复苏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 面对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EAP 各国政府需要维持来之不易的金融审慎声誉。虽然本地区各国主

要是通过国内借款来为赤字融资，但也有一些国家正在引导中央银行购买主权债券。如果这类措

施超过某种限度，可能会破坏央行独立性并损害通胀控制，而这两点对于维持本地区的宏观经济

稳定至关重要。过度依赖银行系统作为支撑经济的渠道也可能带来风险。现有数据表明本地区银

行资本相对充足，但在审慎措施和会计规则有所放宽的情况下，不良贷款却仍有上升。宽松政策

尽管可能是目前需要的，但各国也要对提高透明度和尽早恢复财务纪律做出可信的承诺，这将有

助于降低金融动荡的风险。

• 社会保护具有三重作用：减轻危机的直接影响；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帮助劳动者重新融入经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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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防止危机对人力资本造成长期伤害。各国需要扩大社会保护以覆盖全体现有和新增贫困人

口，同时加强对社会保护服务提供的基础设施投入，确保人们在需要时可以得到帮助。马来西亚

拥有全民身份证体系，移动电话覆盖面广，普惠金融程度较高，凭借这些条件实现了大规模的现

金转移，落实率达到 99%，受益人数超过千万。相比之下，许多太平洋岛国的社会保护体系还有

待发展，需要建立在面临重大冲击的情况下能够进行调整和扩大规模的灵活制度。

• 制定智慧学校战略（包括卫生规程、社交距离、确保学生重新入学的策略等）以保护学生、教职

员工及其家人，可以防止人力资本的长期流失，尤其是防止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流失。新冠疫情

造成的学校关闭可能导致 EAP 国家损失 0.7 个经学习成效调整的受教育年限，意味着本地区一名

普通学生在其整个工作生涯中的预期年收入会下降 4%。

• 对企业的支持是必要的，一方面要防止破产和失业，同时又不能阻碍工人和资源向其他企业和部

门的合理再分配。本地区多数国家都向企业提供了支持，但企业获得支持的机会并不均衡，某些

国家只有 10-20% 企业获得了政府援助。对企业的支持必须尽可能基于透明、客观的标准，而这

些标准不能只考虑企业以往经营情况或当前受到的影响，而且要考虑未来的发展潜力。为了避免

援助措施被不合理的过度延长，政府可明确将援助的退出与可观察的宏观经济复苏指标挂钩。许

多微型企业和非正规企业存在于金融和税收系统之外，援助措施很难覆盖到它们，对这类企业最

好是通过社会保护干预来提供支持。

• 此次危机加快了四个现有贸易趋势：EAP 地区先行复苏强化了贸易区域化；避免供应链过于依赖

个别经济体的诉求促使全球价值链从中国向外转移；数字化促进了制造业服务化；虽然各国在某

些领域实行贸易开放，但对自力更生的渴求也使其在另一些领域加大了贸易保护。 EAP 国家需

要深化贸易改革，尤其是金融、交通运输、通信等仍受保护的服务业的贸易改革，以提高企业生

产率，同时避免对其他行业进行保护的压力，并使人民能够利用因疫情而加速崛起的数字经济机

遇。仅以中国为例，如将中美双边贸易协定中的优惠条件扩大到所有国家，与此同时开展深化国

内改革和市场开放的计划，就可使自身及全地区的 GDP 增加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