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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报告：全球经济需要政策大调整，以走出连续六年的缓慢增长 

 

日内瓦，2016 年 9 月 21 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今天说，欲使世界经济重上轨道，

全球领导人必须采取更大胆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强金融监管和采取积极的工业政策。 

该联合国机构在其年度《贸易和发展报告》中称，发达经济体经济放缓对全球增长的拖累最大，但

发展中国家现已陷入低迷。 

贸发会议秘书长穆希萨·基图伊说：“全球政策制定者都面临投资萎缩、生产力下滑、贸易停滞、

不平等加剧、债务水平上升的困境。”他补充说，“要想走出困境，需要大胆反思，而不是冷淡的、一

切往常的反应”。 

 

举步维艰的一年 

在许多发达国家，严苛的财政态势、有时是纯粹的紧缩导致有史以来从经济危机中最为缓慢的恢

复。再加上长期的工资缓慢增长，导致家庭需求不足，生产性投资支出薄弱。 

美利坚合众国的增长今年预计将减缓，在七年为首次降到欧元区增长以下，而在日本，增长继续停

滞不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退出欧洲联盟，即“英国脱欧”将打断该国的增长复苏，但仍然

很难预测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否会产生更大范围的传染效应以及将产生怎样的传染效应。 

 

 

  

* 联系方式:贸发会议通信和信息股，电话：41 22 917 58 28, 41 79 502 43 11,电邮：unctadpress@unctad.org, 

http://unctad.org/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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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经济体丧失经济势头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连锁效应，这些国家今年的增长平均将不到 4%，比危机

前低约 2.5 个百分点。区域间差异较大，拉丁美洲处于衰退之中，而亚洲虽然增长放缓，但是继续稳步增

长。 

发展中经济体增长放缓加重了对全球经济的关切(表 1)。2016 年，全球增长可能低于 2014 和 2015 年

的 2.5%水平，即便下降更多，贸发会议的经济学家也不会感到意外。 

从全球金融危机深渊中出现短暂反弹后，全球贸易放缓更加显著，今年下降到仅 1.5%，低于全球产

出整整一个百分点；该驻日内瓦的机构认为，全球需求不足和实际工资不涨是国际贸易放缓背后的主要

问题。但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能减小不受约束的全球市场力量的消极影响，那么回到保护主义可能引发影

响每个人的向下的恶性循环。 

 

金融监管：钱容易赚，但投资仍陷于低位 

贸发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司长、《贸易和发展报告》的主要作者理查德·科佐－赖特说：“有

效市场的热衷者曾经承诺，放松金融管制可促进生产性投资，但这种承诺并未实现。” 

他说：“相反，利润增加与红利增加、股票回购、兼并和收购同步发生，但不与购进新厂房和设

备、也不与研究和获得技能同步。” 

公司没有把利润重新投入生产能力、工作岗位或自我维持的增长。报告发现，实际上，即便利润

份额上升(图 1)，私营部门投资仍比 35 年前低 3 个百分点以上。报告指出，依赖货币政策和低息信贷

刺激恢复的做法加剧了这种局面。 

贸发会议报告警告说，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容易遭受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包括投机和大规模资本流动)的

影响，新兴经济体放松金融管制后，公司投资利润率开始下降，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报告发

现，1990 年代中期以来，巴西、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等国的投资利润率大幅下降。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在 2014 年第二季度变成负数，2015 年有超过 6,500 亿美元流出，2016 年第

一季度又有 1,850 亿美元流出(图 2)。 

贸发会议报告警告说，尽管 2016 年第二季度略有好转，但恶性通货紧缩仍是一个风险：资本外逃、

货币贬值和资产价格暴跌可能阻碍增长和导致政府收入缩水。若干初级商品出口国已面临债务困境，如

果没有更有序的解决程序，可能出现更糟糕的情况。 

警钟已拉响，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债务水平激增，现已超过 25 万亿美元。 

企业债务激增还伴随着金融资产的积累，以及投资向周期性强和基于租金的部门倾斜(图 3)，例如石

油和天然气部门、矿业、电力、房地产和非工业服务，对于赶超而言，这些部门的战略重要性有限。 

报告呼吁堵塞企业税务漏洞，并采取财政和监管措施，鼓励长期投资。报告主张建立更加多元化的

金融体系，包括让开发银行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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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胆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是全球增长的关键 

贸发会议报告称，发达经济体可通过将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积极的基础设施支出政策，与宽松的

货币政策和再分配措施相结合，帮助启动可持续的全球增长。再分配政策包括收入政策、最低工资立

法、累进税和适应当地情况的提高福利的社会方案。这类政策也可引导为防范全球和企业金融化所开展

的监管工作。 

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应扩大国内需求，利用监管保护自己在本国环境下免遭金融化风险，并捍卫

其管理任何未预见冲击的政策和财政空间。 

许多这类措施需要在国际层面上作出更好的政策协调，特别是在 20 国集团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

体之间作出协调。 

 

南方的制造业生产力增长 

报告称，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并未变得更加容易(表 2)。一些区域，特别是东亚，通过发展强有力的制

造业出口部门，已成功提高了生产力和收入。但报告发现，其他地区未能将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例提高到 30%以上，即便东南亚邻国也没有做到(表 3)。 

在其他地区，工业化停滞不前，中等收入国家越来越难以进入下一阶段。一些地方出现了“过早去工

业化”，这往往是对市场过度信任的重大政策转变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长期的生产力停滞或下降伴随

着制造业附加值所占比例和就业率的下降，以及投资增长、特别是公共部门投资增长的大幅下降。 

2014 年，仅亚洲就占发展中国家向全世界制造业出口额的 90%，占南南制成品贸易的 94%。东亚、

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得以从制成品出口中创造巨大附加值(图 4)。 

然而，这一模式如今看来不太有把握了。世界总需求薄弱，导致出口市场更加拥挤、竞争更加激

烈。价格和工资下降的压力对即使是最成功的亚洲出口国也造成了打击(表 4)。创造就业，特别是为妇女

创造就业停滞不前。 

在选定产业中进行技术升级或发展规模经济可提供解决方案。但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扩展，一个部门

的龙头企业拥有很大的谈判和定价权，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很难以具有经济影响力的方式进入市场，

而任何生产力的提高都会因价格较低而在国外耗竭。 

发展中国家需要战略性政策，提高其产量、设计和营销能力，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面向发展的竞

争政策和竞争规则也有助于培养国内生产商。但提供全球支持，跟踪价值链不同环节的部门趋势并监测

限制性商业惯例也是有益的。 

此外，区域市场和南南贸易提供了新的出口机会；然而，更平衡的增长战略将需要注意加强当地市

场。 

贸发会议认为，关于结构改革的传统政策建议(这种建议往往在高估币值的同时压低工资)不利于实现

可持续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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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的复兴 

全球环境更具挑战性，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能指望迅速恢复新千年头几年的快速增长。需要采取宏

大而又务实的应对措施，包括将资源转向更加多样化和附加值更高的活动。 

产业政策一向涉及选定关键部门并为其提供支持，但今年的《贸易和发展报告》提出了一种更加精

巧的方法，包括建立联系和打造能力，以便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建设一个符合目的的生产基地，在那

里，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都有足够的试验和学习空间。 

这不仅关乎发展中国家，也关乎正在努力消除后工业时代对长期停滞和中产阶级空洞化的担忧的发

达国家。 

报告呼吁政策制定者更加务实，从成功和失败中学习。 

有能力和稳定的政府机构以及充足的公共资源至关重要。但政府与企业间的对话对于交流信息和建

立信任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是，若企业业绩不佳，国家也应当愿意并且能够撤回或暂停财政支持。 

报告呼吁对支持问题的讨论不要意识形态化，同时也要认识到，单凭产业政策不大可能成功。相

反，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整合宏观经济政策、金融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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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8-2016 年世界产出增长 

(年百分比变化) 

区域/国家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a 

全世界 1.5 -2.1 4.1 2.8 2.2 2.2 2.5 2.5 2.3 

发达国家 0.1 -3.6 2.6 1.5 1.1 1.1 1.7 2.0 1.6 

其中：          

日本 -1.0 -5.5 4.7 -0.5 1.7 1.4 0.0 0.5 0.7 

美国 -0.3 -2.8 2.5 1.6 2.2 1.7 2.4 2.6 1.6 

欧洲联盟(欧盟28个成员国) 0.4 -4.4 2.1 1.8 -0.4 0.3 1.4 2.0 1.8 

其中：          

欧元区 0.5 -4.5 2.1 1.6 -0.9 -0.3 0.9 1.7 1.6 

法国 0.2 -2.9 2.0 2.1 0.2 0.7 0.2 1.2 1.5 

德国 1.1 -5.6 4.1 3.7 0.4 0.3 1.6 1.7 1.7 

意大利 -1.1 -5.5 1.7 0.6 -2.8 -1.8 -0.3 0.8 0.8 

联合王国 -0.5 -4.2 1.5 2.0 1.2 2.2 2.9 2.3 1.8 

2004年后的欧洲联盟成员国 3.6 -3.6 2.0 3.1 0.5 1.1 2.7 3.4 2.6 

东南欧和独联体 5.4 -6.6 4.7 4.6 3.3 2.0 0.9 -2.8 0.0 

东南欧b 5.8 -1.9 1.5 1.7 -0.6 2.4 0.3 2.0 2.8 

独联体，包括格鲁吉亚 5.3 -6.8 4.9 4.8 3.5 2.0 0.9 -3.0 -0.2 

其中：          

俄罗斯联邦 5.2 -7.8 4.5 4.3 3.5 1.3 0.7 -3.7 -0.3 

发展中国家 5.2 2.4 7.8 5.9 4.8 4.6 4.4 3.9 3.8 

非洲 5.5 3.2 5.2 1.1 5.6 2.0 3.7 2.9 2.0 

北非,不包括苏丹 6.3 2.8 4.1 -6.6 10.1 -3.7 1.5 2.9 1.7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包括南非 6.1 5.8 6.7 4.7 4.6 5.2 5.8 3.5 2.8 

南非 3.2 -1.5 3.0 3.2 2.2 2.2 1.5 1.3 0.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3.7 -2.1 5.9 4.5 3.0 2.7 1.1 0.2 -0.2 

加勒比 2.6 -0.9 3.1 2.2 2.1 2.9 2.8 3.6 2.5 

中美洲，不包括墨西哥 3.8 -0.7 3.7 5.4 4.8 3.6 3.9 4.1 4.0 

墨西哥 1.4 -4.7 5.2 3.9 4.0 1.4 2.2 2.5 2.2 

南美洲 5.0 -1.0 6.6 4.8 2.6 3.3 0.3 -1.4 -1.8 

其中：          

巴西 5.1 -0.1 7.5 3.9 1.9 3.0 0.1 -3.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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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5.7 3.8 8.8 7.0 5.2 5.5 5.5 5.1 5.1 

东亚 6.9 5.9 9.7 7.8 6.0 6.3 6.2 5.4 5.5 

其中：          

中国 9.6 9.2 10.6 9.5 7.7 7.7 7.3 6.9 6.7 

东南亚 4.2 1.6 8.0 4.8 5.8 4.9 4.4 4.4 4.3 

南亚 4.8 4.4 9.1 5.5 3.1 5.0 6.3 6.1 6.8 

其中：          

印度 6.2 5.0 11.0 6.1 4.9 6.3 7.0 7.2 7.6 

西亚 4.0 -2.0 6.2 7.7 4.1 3.4 3.0 2.9 2.1 

大洋洲 2.0 0.8 4.1 3.7 2.7 2.2 3.6 4.7 2.9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国家账户合计数据库、世界

经济现状和前景：截至 2016 年中的最新情况、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6 年)、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6 年 4 月)、《经济学

家》信息部国家数据数据库、摩根大通全球数据观察和国家资料来源的计算。 

注：国家总数的计算根据以 2005 年定值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缩略语：独联体，独立国家联合体。 

a 预测。 

b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塞尔维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图 1 - 发达经济体 1980-2015 年私营部门的投资和利润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联合国统计司和国家资料来源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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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所选国家组别 2000-2016 年净资本流动 
(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金融统计数据库，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数据库；以及各

国中央银行。 

注：按国家组别分列的经济体示例如下：转型期经济体(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

联邦和乌克兰)、非洲(博茨瓦纳、佛得角、埃及、加纳、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

亚、尼日利亚、南非、苏丹和乌干达)、拉丁美洲(阿根廷、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智利、哥伦

比亚、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亚洲，不包括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黎巴嫩、马来西亚、蒙古、巴基斯

坦、菲律宾、大韩民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和越南)。 

   
图 3 - 各部门对 2010 至 2014 年债务总额和资本存量名义价值增加的贡献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汤森路透世界展望数据库的计算。 

注：上图显示以下国家的汇总数据:阿根廷、巴西、中国、智利、印度、印度尼西亚、马

来西亚、墨西哥、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南非、泰国和土耳其。名义价值以美元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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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按收入组别分列，1950-1980 年和 1981-2010 年赶上美国的概率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麦迪逊项目数据库的计算。可查阅：http://www.ggdc.net/ 

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2013 年版(2016 年 9 月 2 日访问)。 

注：国家分类为三个收入组别:低收入(人均收入低于美国的 15%)、中等收入(人均收入占

美国的 15-50%)、高收入(人均收入占美国的 50%以上)。概率(0-1)表示在上述两个时期内所观

察到的跨收入组别变化的相对频率。 

 

表 3 - 选定组别和经济体 1970-2014 年制造业在总附加值和就业中所占比例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联合国统计司和格罗宁根增长和发展中心 GGDC-10 部门

数据库的计算。 

注：以不变价格的计算结果基于以 2005 年定值美元计算的附加值。区域数值为未加权平

均值。制造业对应《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 3 次修订版中的 D 部门。按国家组别分列的经济

体示例如下：发达国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西班牙、瑞典、联合王国

和美利坚合众国)、北非(埃及和摩洛哥)、撒哈拉以南非洲(博茨瓦纳、埃塞俄比亚、加纳、肯

Table 2  

PROBABILITY OF CATCH-U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Y INCOME GROUP, 

1950–1980 AND 1981–2010  

  1950–1980  1981–2010 

Ending position 

 

Starting position 

Low  

income 

Middle 

income 

High  

income 
 

Low  

income 

Middle 

income 

High  

income 

Low income 0.85 0.15 0.00  0.91 0.07 0.01 

Middle income 0.12 0.70 0.18  0.21 0.71 0.08 

High income 0.00 0.06 0.94  0.00 0.19 0.81 

Source: UNCTAD secretariat calculations, based on the Maddison-Project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2013 version. 

Note: Countries are classified in three income groups: low income (with their per capita income below 15 per cent of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middle income (15–50 per cent); and high income (more than 50 per cent). Probabilities (ranging 

between 0 and 1) present the observed relative frequency of a change between income groups within the two considered 

periods. 

 

http://www.ggdc.net/%20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http://www.ggdc.net/%20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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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马拉维、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阿根廷、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

哥、秘鲁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东亚(中国、中国台湾省和大韩民国)、东南亚(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表 4 - 按国家组别分列，1980-2013 年中高等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总额的比例 

(百分比) 

Table 4 

SHARES OF EXPORTS OF HIGH- AND MEDIUM-SKILL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MANUFACTURES IN TOTAL EXPORTS OF MANUFACTURES, BY COUNTRY GROUP, 1980–2013 

(Per cent) 

Country group Trade partner 1980 1990 2000 2006 2013 
Percentage 

point change 

Developed economies Developed economies 67.4 73.6 77.1 76.8 77.6 10.2 

 Transition economies .. .. 70.5 76.6 78.7 8.1 

 Developing economies 70.5 77.1 81.3 81.8 82.4 11.8 

 Asia 69.7 78.8 84.5 83.4 83.7 14.0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75.2 76.7 77.6 79.1 81.5 6.3 

 Sub-Saharan Africa 69.0 73.3 76.2 81.4 79.6 10.7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68.5 74.5 79.0 80.8 81.2 12.8 

 World 68.6 74.1 78.0 77.8 78.7 10.2 

Transition economies Developed economies .. .. 45.1 38.2 49.2 4.1 

 Transition economies .. .. 60.3 53.0 55.3 -4.9 

 Developing economies .. .. 37.8 39.0 50.9 13.1 

 Asia .. .. 38.9 44.9 59.2 20.3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 53.9 64.3 78.8 24.8 

 Sub-Saharan Africa .. .. 32.7 30.2 54.9 22.2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 .. 30.8 21.8 25.4 -5.5 

 World .. .. 46.1 41.8 51.1 5.0 

Developing economies Developed economies 32.6 45.2 62.6 63.8 64.8 32.2 

 Transition economies .. .. 43.3 48.6 54.3 11.0 

 Developing economies 48.3 52.9 67.3 73.6 73.3 25.0 

 Asia 55.6 55.2 71.0 78.3 78.4 22.8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44.3 54.8 60.7 66.7 67.4 23.1 

 Sub-Saharan Africa 35.8 37.4 47.7 51.4 52.3 16.5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36.9 38.0 50.1 54.8 56.6 19.7 

 World 37.4 48.2 63.9 67.9 69.1 31.7 

Asia Developed economies 32.8 44.8 60.5 62.8 62.5 29.7 

 Transition economies .. .. 40.4 46.6 54.7 14.3 

 Developing economies 47.2 52.9 67.8 74.9 74.1 26.9 

 Asia 55.0 55.7 71.2 78.9 78.7 23.8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39.2 45.5 53.9 62.8 64.1 24.9 

 Sub-Saharan Africa 34.6 32.7 40.8 46.1 50.3 15.7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31.9 34.9 48.8 54.3 57.6 25.8 

 World 38.0 47.9 63.5 68.5 69.0 31.0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Developed economies 41.9 56.8 76.4 75.5 80.9 39.0 

 Transition economies .. .. .. .. .. .. 

 Developing economies 52.3 51.3 65.9 68.9 73.0 20.8 

 Asia 30.5 26.5 54.4 55.7 64.3 33.8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63.1 60.4 67.5 70.7 74.2 11.1 

 Sub-Saharan Africa 50.6 55.3 67.7 68.7 74.9 24.3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47.8 31.7 58.6 75.0 82.4 34.6 

 World 46.9 54.8 74.1 73.2 78.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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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类别

5-8,667 和 68 除外)的计算；以及联合国统计司主要统计汇总数据库。 

注：中高等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类别见《2002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第三章附件 1；

这些类别基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 2 次修订版。亦见表 4.2 注释。 

 

图 4 - 选定经济体 1995-2011 年国内附加值在制成品出口额中所占比例的变化以及制造业在总附加值
中所占比例的变化  

(百分点变化)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附加值衡量贸

易”(TiVA)数据库的计算；以及联合国统计司主要统计汇总数据库。 

注：“变化”指 2011 年与 1995 年当前比例数值之间的百分点差值。直线显示拟合值。 

访谈和更多信息，请联系 Matthew Brown 或 Catherine Huissoud，电话：+41 22 917 58 28，

电邮：unctadpress@uncta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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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in total value added

Sub-Saharan Africa Developed economies .. 23.7 35.1 42.6 46.7 23.0 

 Transition economies .. .. .. .. .. .. 

 Developing economies .. 43.6 53.9 53.7 52.3 8.7 

 Asia .. 44.8 42.9 42.0 38.8 -6.0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44.3 41.2 34.5 61.9 17.6 

 Sub-Saharan Africa .. 49.9 59.7 58.3 55.1 5.1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 21.3 48.1 60.8 53.1 31.8 

 World .. 30.3 41.5 47.3 49.2 19.0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Developed economies .. 23.9 32.4 45.2 49.8 25.9 

 Transition economies .. .. 63.0 61.5 62.1 -0.9 

 Developing economies .. 69.4 77.3 73.3 75.5 6.0 

 Asia .. 72.8 48.6 69.3 62.4 -10.4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61.4 57.3 64.9 57.6 -3.8 

 Sub-Saharan Africa .. 40.8 49.8 56.1 49.0 8.2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 47.6 53.4 54.3 49.9 2.3 

 World .. 42.9 45.5 53.8 58.7 15.8 

Source: UNCTAD secretariat calculations, based on UN Comtrade database (SITC categories 5–8 less 667 and 68);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UNSD), Main Statistical Aggregates database. 

Note: For the categories of manufactures of high- and medium-skill and technology intensive, see TDR 2002, annex 1 to chap. 
III; the categories are based on SITC, Rev. 2. See also note to table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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