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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会简报 
（总第 39 期）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2016 年 3 月 23 日 

 

 

分论坛 24 

世界经济展望 2016：对话博鳌亚洲论坛理事 

 

时间：2016 年 3 月 23 日下午 5 时 45 分至晚上 6 时 45 分 

地点：东屿岛大酒店 依永厅 

主持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周文重 

嘉宾：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日本前首相 福田康夫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 曾培炎 

巴基斯坦前总理 阿齐兹 

马来西亚前总理 巴达维 

利丰有限公司荣誉主席、冯氏集团主席 冯国经 

新加坡荣誉国务咨政 吴作栋 

爱立信董事长 约翰森 

俄罗斯工商会主席 卡特林 

三星副会长 李在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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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常务副省长 毛超峰 

法国前总理 拉法兰 

三菱商事高级顾问、原会长 佐佐木干夫 

新西兰前总理 Jenny SHIPLEY 

泰国前副总理 素拉杰 

塔塔集团名誉董事长 拉坦·塔塔 

 

主要观点: 

 当前世界经济主要有三个风险点：汇率贬值不确定性、油价大幅

以及债务风险高位徘徊。因此，G20 会议应发挥积极协调和稳定

市场作用，应对好油价和汇率问题，建立起能源资源价格的协调

机制和主要货币汇率的协调机制。 

 要想获得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结构性改革不可或缺。例如，

中国供给侧改革，政府只有痛下决心才能带来相应改革成效，当

前应平衡好短期财政政策、短期金融政策和长期构造改革政策。 

 中国经济处于转型调控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逐步放缓是一个有

质量的主动调整，不会出现“硬着陆”。供给侧改革既包括减税

政策，但更强调通过改革和创新，主动推动结构性调整，要做加

法，也做减法，并且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协调对接。 

 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最关键的原则，是要让市场能够实现最大的潜

力，还要大力推动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以此作为重要改革的支

柱，通过减税、规制放宽等政策推动形成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氛围，

进而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推动结构性改革，世界上年轻一代

创业者将创造出更好的财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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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推动对亚洲新未来愿景的长期考虑，支持中国关于建立澜沧江

－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的倡议，形成南亚湄公河流域、南亚其他

地区、甚至是中东地区的次区域和区域间的合作。 

 亚洲应进一步加强与非洲大陆的合作，可设计很多项目将亚欧非

大陆相连接。亚洲经济体有资本、有人力、有技术，应进一步在

非洲大陆大展宏图。 

 中国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国内市场总体需求依然很大，没

有需求萎缩的问题，经济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仍有很大回旋余

地，供给侧改革可实现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概  要: 

 

2016 年 3 月 23 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世界经济展望 2016：对

话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分论坛上，各位理事就世界经济的主要风险

点、推动结构性改革和展望亚洲新未来愿景进行讨论。 

 

当前世界经济的三个主要风险点 

曾培炎指出，2016 年，世界经济的预期并不太乐观，可能要比

2015 年要差。主要有三个风险点：一是汇率贬值不确定性。当前，

美元走强的趋势没有变，欧元区和日本实现了负利率，新兴市场国

家货币存在着下调的压力，不排除有一些国家在汇率贬值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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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引发货币贬值竞争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二是油价大幅波动。

如果油价或者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再度下滑，对依赖资源出口的新兴

经济体来说，将会遇到巨大困难；三是债务风险问题。这个问题近

年一直在高位徘徊，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没有明显改观，都保持在 GDP

的 1 倍以上，日本差不多是 2 倍，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

长较快，可能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为此，在国际上应重点应对

好油价和汇率两个问题，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不确定性所在。

建议即将在中国召开的 G20 会议，应充分发挥积极协调和稳定市场

的作用。从长远来看，应推动在 G20 框架下建立起能源资源价格的

协调机制和主要货币汇率的协调机制。 

 

结构性改革不可或缺 

福田康夫表示，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前途坎坷，应采用短期财政

政策、短期金融政策和长期构造改革政策这三大方法，搞好三者之

间的平衡，要想获得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结构性改革不可或缺。

政府只有痛下决心才能带来相应的改革成效，比如中国的供给侧改

革，希望以此迅速使经济发展取得健全性的效果。相应的，在全球

化和世界贸易当中需有新的驱动力，如东盟“10+6”机制、日韩中

三国 FTA 谈判等，其中的国际协调非常重要，各方面必须同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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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要大力推动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以此作为重要改革的支

柱，通过减税、规制放宽等政策推动形成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氛围，

进而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曾培炎表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转型调控的关键时期，经济增

速逐步放缓是一个有质量的主动调整，不会出现“硬着陆”。GDP

结构已发生重要变化，服务业占比超过 50%，债务支出主要用于建

设投资且整体风险可控，货币政策总体稳健且适度灵活，外贸顺差

仍然较大，外汇储备充足，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正在推行的供

给侧改革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尽管包括减税政策，但更

强调通过改革和创新主动推动结构性调整，如商事制度改革、人力

资本创新投入、户籍制度改革等，要做加法，也做减法。做加法主

要是促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补短版，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做减

法主要是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尤其是钢铁和煤炭行业，并且

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协调对接。 

 

改革要充分发挥市场的最大潜力 

阿齐兹表示，新兴经济体在未来决策中要关注市场发展趋势，

根据不同情况探讨如何监管、如何进一步开放、如何让私营部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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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三个原则，不能搞一刀切。结构性改革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而言都是要做的，需要根据改革时间、深度及范围决定做什么。

考虑短期的同时，也要有长期的愿景，最关键的原则是要让市场能

够发挥最大潜力。 

曾培炎指出，中国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国内市场总体需

求依然很大，没有需求萎缩的问题。经济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仍有

很大回旋余地，宏观政策把握得当，通过供给侧改革，完全可以实

现平稳的新旧动能转换，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目标逐步推进，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冯国经表示，“十三五”规划中，服务行业的目标应达到 56%，

创造就业最大的领域是服务行业，而服务行业现在的作用还没有充

分体现出来，特别是高附加值领域，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社会既

有生产者又有消费者，加快实现再平衡，也有利于去产能时的人员

结构调整。同时，“一带一路”对于私营企业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全球市场中 OECD 国家在全球消费领域占比已经下降到 70%，未来

世界上一半的消费将有可能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要充分挖掘新的非

经合组织国家的巨大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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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森表示，欧洲必须要改革。最近几年最大的改革领域就是

养老金改革，资金的来源结构更好，劳动力市场总体更为灵活。同

时，世界上年轻一代创业者如果更关注自己的企业、运作好企业，

将创造出更好的财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毛超峰认为，中国有两个不平衡，一个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一

个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恰恰是这种发展的不平衡给中国经济未来发

展带来很大空间。中国老百姓对高水平、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始终

是中国经济增大的巨大潜力。例如，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效果明显，

2015 年到海南旅游的人数突破 5000 万人次，有 3500 万人次是通过

乘坐飞机的方式。 

 

对亚洲新未来愿景的长期考虑 

吴作栋表示，预期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在 3%到 4%，东南亚会看

到积极但较为平和的增长，新加坡如不进行转型，增长速度会继续

放缓。因此，博鳌亚洲论坛应寻找方法集合大家智慧，探讨形成亚

洲的新未来。例如，东盟“10+6”和中日韩，甚至扩展到整个亚太

APEC 地区，不仅讨论短期影响，更应具有自我使命感，推动对未

来愿景的长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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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拉杰表示，支持中国关于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

的倡议，这可帮助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国家创造更

多就业并增加收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也能促进南亚湄公河流

域的合作，以及南亚其他地区、甚至是中东地区的合作，形成促进

次区域和区域间的合作。 

拉法兰认为，亚洲应进一步加强与非洲大陆的合作，非洲在未

来 25 年可能是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可设计很多项目将亚欧非大陆

相连接。亚洲经济体有资本、有人力、有技术，应进一步在非洲大

陆大展宏图，因为非洲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