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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简报 
（总第 2 期）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2018 年 4 月 8 日 

 

发布会 

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会新闻发布会暨旗舰报告发布会 

 

时  间：2018 年 4 月 8 日下午 3 时 30 分至 4 时 30 分 

地  点：新闻中心海鸥厅 

发布人：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周文重 

嘉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林桂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张宇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刘向东 

 

主要观点： 

 2018 年年会主题将围绕亚洲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分为四个板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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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与“一带一路”、开放的亚洲、创新、改革再出发。 

 过去一年亚洲贸易出现好转，但在一体化进程与金融稳定等方面

仍面临极大挑战。 

 要以高质量坚决手段完成 RCEP 谈判，扭转逆全球化趋势，推动

亚洲经济、贸易高速增长。 

 以 E11 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向好，贸易增长迅速，预计

今年经济增长速度为 5.1%。 

 亚洲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亚洲地区整体竞争力逐步增强，亚洲

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动力。 

 

概  要：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新闻发

布会暨旗舰报告发布会上介绍了本届年会相关安排情况。 

周文重指出，本届年会主题为“开放创新的亚洲  繁荣发展的

世界”，年会主题将围绕亚洲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分共分成四个板块，

为“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开放的亚洲”、“创新”、“改

革再出发”。 

本届年会参会代表总数为 2000 多人，分别来自于 63 个国家和

地区，其中企业界代表 1645 人，约占 82%左右，包括 72 家世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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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的企业董事长、CEO。注册与会的媒体人员达 1700 多人，来自

43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0 多家媒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奥地利总

统范德贝伦、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蒙古国总理呼日勒苏赫、荷兰

首相吕特、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将应邀出席年会。 

三大学术报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林桂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

东分别在会上发布了博鳌亚洲论坛三大学术报告：《亚洲经济一体化

报告》、《新兴经济体报告》、《亚洲竞争力报告》，重点发布亚洲一体

化进展、以 E11 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状况、亚洲国家竞争力排名等。 

林桂军表示，《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2018 年度报

告》考察了过去一年亚洲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增长。总体上，在过

去一年里，亚洲贸易较前一年相比出现好转，但距离亚洲黄金时代

还比较遥远。 

报告指出亚洲经济形势的两大变化，一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日

益兴盛，在意识形态理论上面几乎占据了主导地位。二是亚洲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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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动机仍然处在不确定状态，在全球价值链里各个经济体的之间

相互依存度仍然持下降趋势。同时，2016 年资本市场出现动荡，亚

洲贸易发展在一体化进程、金融稳定上都面临极大挑战。 

因此，《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提出要以高质量坚决的手段完成

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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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宇燕发布《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 2018 年度报告》时

表示，估计 E11 的今年经济增长将会维持去年势头，预计经济增长

速度为 5.1%。 

该报告显示， 2017 年全球贸易增长扭转了过去几年低于经济增

长速度的现象，全球贸易迅速提升。得益于外需大幅增长和总体稳

定的国内消费需求，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明显提升，总体呈现向

好态势。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达到 6.9%的中高速增长，对全球

经济增长贡献约 1/3，并继续扮演着最大贡献者的角色。 

虽然 E11 与 G7 的经济增长均提速，但近两年前者对后者的增

速差距不断拉大，说明在全球经济周期性回升的过程中，新兴经济

体比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提速更快，对世界经济加速回暖的拉动

作用更加显著。此外，新兴经济体的就业市场总体稳定，通胀压力

有所缓解，国际贸易强劲复苏，金融市场总体保持稳健，但外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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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持续攀升和国际直接投资增长乏力。 

2017 年，E11 各国间经济合作取得诸多新进展。E11 内部贸易

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持续下降的势头得到抑制，相互之间直接

投资稳定增长。E11 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占其对外贸易份额出现下

降。在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政策内顾倾向加重的背景下，E11 与

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谈判进展缓慢。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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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泡沫以及特朗普税制

改革的溢出效应等因素对 E11 经济增长存在影响。2018 年，新兴经

济体经济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相较于 2017 年，E11 的经济

增速基本持平或小幅上扬的可能性较大。 

刘向东发布《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竞争力 2018 年度报告》，对 37

个亚洲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行评价分析。报告研究结果显示，随着亚

洲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亚洲经济体整体上初步受益于一体化的红

利，保持强劲增长动力。 

从竞争力角度来看，亚洲地区整体竞争力有一个逐步增强的过

程，特别是主要的经济体发展形式呈现出趋稳向好稳中有升的特点，

综合竞争力稳定性连续性不断得到增强。 

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四小龙”仍然保持一流的竞争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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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优势是他们长期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传统的发达经济体则凭着

长期的物质积累基础保持世界一流的优势。几个东盟新兴经济体呈

现出向上态势，而南亚的其他经济体综合竞争力总体表现不甚理想，

受基础设施发展及技术创新能力制约，综合竞争力排名比较靠后，

但“一带一路”推进区域联动可以转变这些地区的发展空间，竞争

力会得以提升。 

因此，从综合竞争力排名看，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中国

台湾等开放成熟的经济体排名居前，而中国、马来西亚、越南等经

济高成长的新兴经济体的排名也逐步攀升。从近 8 年所做的竞争力

评估结果看，亚洲经济体竞争力的排名总体保持稳定，日本、澳大

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因其长期积累的基础设施状况、社会发展水

平、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等优势，稳居 37 个经济体综合竞争力排名

的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