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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会简报 
（总第 1 期）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2016 年 3 月 22 日 

 

 

分论坛 1 

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会新闻发布会 

暨博鳌亚洲论坛学术发布会 

 

时  间：2016 年 3 月 22 日下午 1 时 45 分至 3 时 15 分 

地  点：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大厅 A 

发布人：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周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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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所长 姚枝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 王军 

中国投资公司原副总经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 谢平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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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亚洲正成为全球直接和间接投资最具有亮点的地区，亚洲国家之

间中间品、贸易相互依存度在下降，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有机

的、自我的增长机制 

 新兴 11 国在 2015 年增长率明显放缓 

 中国综合竞争力 2015 年排名保持第九，印度通过一系列改革措

施极大降低了通胀率和失业率，使国内经济重新回到高增长的轨

道 

 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加快互联网化发展，与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开

展多元化合作与竞争，将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的重要力量 

 每个国家在推动结构性转型时，必须以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作为

参照对象 

 

 

概  要： 

 

2016 年 3 月 22 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会新闻发布会暨博

鳌亚洲论坛学术发布会上，周文重介绍，今年年会主题是“亚洲新未

来：新活力与新愿景”。论坛参会代表总数是 2100 人，分别来自 62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13 人，包括东道主中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比利时首相米歇尔、柬埔寨首相洪森等。参会

代表当中企业代表 1122 人，包括近 200 家世界 500 强企业的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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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要围绕“创业创新”、“互联网+”、“G20及国际产能合作”、“全

球经济新问题”、“文化体育”、“宗教”等六大方面，设置了 88 场活动，

包括开幕大会，51 场分论坛、15 场圆桌会议，5 场主题餐会，10 场

对话创业者和 6 场电视辩论。 

亚洲正成为全球直接和间接投资最具有亮点的地区 

林桂军发布《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2016 年度报告》 并表示，

亚洲跟随全球经济在发展变化，亚洲贸易正在失去引擎的作用，增

长速度低于 GDP 增长速度，但亚洲的出口在全球份额仍在稳步提升。

在全球经济处于低迷的背景下，亚洲正成为全球直接和间接投资最

具有亮点的地区，特别是东盟国家直接投资流入达到了新高，韩国、

印度、越南等国在绿地投资方面进展非常快。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亚洲国家之间中间品、贸易相互依存度在下降，如主要零部件贸易

从 2012 年的 61.1%降到 2014 年的 59%，储蓄和投资的开放度也在

下降，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资本账户开放推进速度仍然较慢。经济

同步性指标在降低，如股市等，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有机的、自

我的增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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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 11国在 2015 年增长率有明显放缓 

姚枝仲发布《新兴经济体发展 2016 年度报告》。该报告主要有

四个特点：一是 G20 中的新兴 11 国在 2015 年增长率有明显放缓，

从 2014 年的 5.1%下降到 2015 年的 4.5%，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始终保持在 50%以上。同时，增长绩效有所分化，中国、印度在前，

处于 7%的中高速增长梯队，印尼处在 5%左右的中速增长区间，其

他部分国家处于低速增长区间和负增长状态；二是大宗商品市场低

迷对新兴经济体国家造成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巴西、俄罗斯、沙特、

墨西哥等冲击较大；三是国际贸易低迷，2015 年世界贸易负增长 10%

以上，新兴 11 国也是负增长，目前区域贸易谈判发展趋势没有朝着

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发展；四是新兴经济体的金融脆弱性表现

很明显，部分国家货币出现大幅度贬值，预计 2016 年新兴 11 国增

长率从 4.5%下降到 4.4%。此外，要关注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导向、

大宗商品价格反弹趋势、“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

货币金融市场危机可能性这四个不确定性因素。 

中国综合竞争力 2015年排名保持第九，印度排名急追直上 

王军发布《亚洲竞争力 2016 年度报告》并表示，亚洲四小龙连

续第三年领跑榜单，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保持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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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紧随其后，日本和以色列排在第七位和第八

位，中国仍然排名第九位，其他经济体竞争力表现各不相同，但整

体来讲排名比较稳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印度，综合竞争力比上一

年度有了比较大的提升，上升了六位，排名第 26 位，主要是通过一

系列改革措施极大降低了通胀率和失业率，使国内经济重新回到高

增长的轨道；新加坡连续五年保持亚洲最高效的行政效率，拥有较

强创新活力，特别是国际专利申请量和高科技产品出口方面；中国

香港在营商制度和金融市场方面高效稳定并且值得信赖，但还需要

改善在高等教育和创新方面的一些能力；韩国教育投入始终是保持

一个比较高的强度，国际专利申请量也居于亚洲前列，经济复苏总

体上向好；中国台湾继续保持在高科技领域产品出口的强大优势，

特别是人均专利量的申请量上；日本在社会发展方面的竞争力表现

比较突出，但经济刺激的效应正在递减，整体表现不太佳。 

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加快互联网化发展 

谢平发布《互联网金融报告 2016——传统金融的互联网化》并

表示，2015 年互联网金融的最新进展就是传统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

国有的商业银行和传统的商业银行已开始非常重视移动支付市场，

如苹果闪付，互联网证券、互联网保险等领域也方兴未艾，出现了

多种多样的互联网金融创新模式，与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开展多元



 

6 

 

化合作与竞争。《报告》中指出，传统金融与新兴金融相互融合是

大势所趋，传统金融互联网化的过程在未来将进一步演化提升，形

成日趋丰富的创新空间与市场机遇。从发展趋势看, 中国互联网金融

将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力量, 不仅限于提

供互联网技术服务与产品设计，还将在提升中国金融资源的全球配

置能力中发挥积极作用。 

《博鳌观察》、尼尔森、腾讯·企鹅智酷联合首次发布“中国金

融互联网化指数”。该指数总体框架包含投资、融资、支付三大金融

模块，每一个模块均从可得、易得、得益三个维度进行衡量，从而

全面评估金融互联网化对金融消费者的影响。目前，首期融资维度

的中国金融互联网化指数为 108.5，高于 100，表明现阶段网络贷款

已经给融资借贷需求者带来了积极影响，金融互联网化的成效已初

步体现。其中，易得指数 127.2，得益指数 96.4，可得指数 86.5，表

明金融互联网化的最突出贡献在于更容易、更便利、更简单地获得

贷款资源，但网络贷款成本仍高于线下贷款，不是提供贷款资源的

主力渠道。不过，网络贷款中尤其是非银行类融资机构的利率水平

已经明显下降，为融资难的特定群体带来了过去仅依靠传统金融机

构线下贷款无法获取到的贷款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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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结构转型指数”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 

林毅夫首次发布“包容性结构转型指数”。该指数依托于新结构

经济学，即每个国家的发展必须以自己所处发展阶段作为参照对象，

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当中，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推进结构

性改革，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设计这个指数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世

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实现联合国2015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

真正减少贫困，倡导绿色发展，通过关注和分析各种结构性转型因

素，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好实现工业化，发展绿色产业，实现可持续

发展。总体上，该指数从制造业、环境资源、宏微观政策、投资研

发四个方面设置了 41 个具体指数衡量不同国家的结构性发展情况，

通过条件性 CDF 的方法，将低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比较，中等收

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比较，高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比较，指出

在推动结构性转型的时候必须考虑国家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整体

看，中国和印度得分很高，甚至比美国、加拿大做得都好，其他亚

洲国家中日本、马来西亚和越南做得比较好。 

林毅夫表示，中国作为正在推动结构性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可以

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更好引导提升经济发展质量，通过“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建设产业园区等方式降低交易成

本，促进其更好实现工业化发展和绿色经济。这也有利于中国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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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三五”期间保持 6.5%以上的经济增速，早日跨入中高收入国

家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