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大国际组织对亚洲和中国经济的展望 

刘力(2005.4) 

    2005年第一季度已经过去，在国际油价和美元汇率继续动荡的情况下，世界经济未来走势如何

成为各国都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相继发表报

告，对未来世界经济走势进行了预测和展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继续增长，但面临诸多风险 

    4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世界经济展望（2005年4月号）》，指出今年世界经济将继

续增长，但速度有所放缓，并且面临利率上升、石油价格上涨以及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主要风

险。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3%，比2004年的增长率（5.1%）有

所降低，但会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并且在2006年会提高到4.4%。2005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

将放缓至2.6%，其中，美国为3.6%，欧盟为2.1%，欧元区为1.6%，日本为0.8%；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率将由2004年的7.2%降至6.3%，其中，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为4.0%。2006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

增长率将回升至3.0%，其中，美国保持不变，仍为3.6%，欧盟提高至2.5%，欧元区提高至2.3%，日

本回升至1.9%；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则有所下降，平均为6.0%，其中，亚洲新兴工业国提高

到4.8%，印度微降至6.4%，非洲微升至5.4%，拉美国家微降为3.7%。  

    在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高了去年9月份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该报告预测，2005

年和2006年，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实现8.5%和8.0%的增长速度，分别比去年九月份的预测

值高出0.5和1.0个百分点。不过，报告指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可能会高于预测值。该报

告还预测，中国消费品价格将分别上涨3.0%和2.5%，资本项目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

4.2%和4.0%。  

    报告还着重分析了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风险。风险之一是金融市场形势可能变

得紧张。美国长期利率的急剧上升将对国内需求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如果美国利率上升导致其他地

区长期利率上升，整个世界经济都将受到影响。另外，由于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居于创纪录的水

平，因而不能排除美元进一步贬值的可能。风险之二是石油市场高度脆弱，容易受到冲击，石油价

格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居高不下。高油价对那些较不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一些负债严重的新兴市场经

济体以及很多贫困国家来说冲击尤其大。风险之三是全球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不平衡。全球经济增

长仍然过度依赖美国和中国经济增长，欧元区经济和日本经济共占全球经济总量的近四分之一，但

其增长表现令人失望。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全球发展不平衡就将扩大，经济增速更大幅度放慢

的风险也将增加，特别是当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增速同时减缓的时候。  

    世界银行：世界经济增长面临转折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比，世界银行对今后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更谨慎一些。在4月6日公布的

《2005年全球金融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预测2005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由2004年的3.8%降至

3.1%，2006和2007年也大致保持在这一水平。  

    世界银行预测，今明两年，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4%和2.6%，其中，美国为3.9%

和3.0%，欧元区为2.3%和2.5%，日本为0.8%和1.9%。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高得

多，分别为5.7%和5.2%。  



    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增长已经到达顶峰，目前正处于转折点，要求解决全球失衡性问题的压力

日益增大，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将面临重大的风险，而利率上升、高油价和过度的财政支

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大威胁。报告特别警告亚洲国家应当避免过度增加债务负担，包括国

内债务。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和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继续高速增长 

    几乎在世界银行公布《2005年全球金融发展报告》的同时，马尼拉时间4月7日，亚洲开发银行

也公布了《2005年亚洲发展展望》，认为2005-2007年主要工业国经济将保持温和增长，而中国和亚

洲经济则继续高速增长。  

    《2005年亚洲发展展望》预测，2005―2007年，工业国的增长速度分别为2.5%、2.5%和2.4%。

其中，美国为3.7%、3.4%和3.1%，日本为1.3%、1.1%和1.1%，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加快，未来三

年分别为1.6%、1.8%和2.1%。因此，主要工业国的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美国仍将遥遥领先于其它

工业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今后3年，亚洲国家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其增长率分别为

6.5%、6.6%和6.9%。其中东亚的增长率分别为6.7%、7.0%和7.2%。  

    报告在有关中国经济展望部分指出，2004年，为了抑制过热的经济，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的宏观

调控，但是，它仍然取得了9.5%的经济增长率，为1997年以来的最好成绩。报告认为，中国政府的

和谐发展战略和持续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发生作用，高速增长的经济正在实现软着陆。中国经济在

2005—2007年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今后三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5%、8.7%和8.9%。但是，今后

中国经济发展仍将面对巨大的挑战，需要维持农村地区收入增长的速度，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加

快银行系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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