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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博鳌亚洲论坛 3月23日发布的《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2017年度报告》

显示，2015年，亚洲贸易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首次出现负增长。加剧的社

会冲突、民粹主义的抬头，让世界正陷入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这一切都

大大增加了亚洲一体化进程的不确定性，东亚经济体问题暴露得尤为突出。

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成为亚洲各

经济体的战略共识。 

全球价值链出现危机 

“在过去 20年到 30年里，全球价值链作为驱动亚洲经济增长最重要

的因素可能出现了危机。”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在博鳌亚洲论坛学

术发布会上表示，2015年，东亚经济体的贸易总额下降 8%，而进口总额

下降 12%，“可以说东亚贸易的萎缩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进口的减少所致。” 

据林桂军介绍，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欧盟需求不振影响了亚洲国

家的出口。但 2015 年主要变化是亚洲自身进口的变化，不能完全归咎于

美国、欧盟经济的需求疲软。 

报告显示，亚洲的贸易 60%或者以上是中间品的贸易，也就是零部件

生产所需要的中间投入。2015年，东亚进口下降最剧烈的正是中间品的进

口。林桂军介绍，中间品的贸易是用来衡量全球价值链变化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指标，如果中间品贸易下降，说明全球价值链活跃度下降，或者说明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正日益成熟。 



 

 - 3 - 

林桂军进一步表示，2015年，亚洲主要的经济体包括中国、韩国、香

港、日本、泰国、新加坡等，中间品进口的降幅平均在 20%以上，有些国

家可以达到 30%，这些变化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了巨大影响。 

究其原因，他认为共有三点：第一，东亚经济体自身生产所需零部件

能力的提升。不仅是中国，所有东亚国家这方面都取得了进步。第二，东

亚经济自身的需求不振所导致的进口下降，因此扩大内需是东亚经济体面

临的艰巨任务。第三，发达国家中间品外包需求的减少可能也是主要原因

之一。 

他认为，全球价值链的变化与机器人和 3D 打印技术的提升也有很大

的关系，很多企业正在积极开发以机器人取代远距离进行加工的技术。但

是没有数据显示，全球价值链因此遭受到的损失是多少。 

亚洲区域贸易依存度降低 

报告显示，近年来亚洲区域内贸易的依存度呈现上下波动的特征，

2015 年降至最低点。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主要亚洲经济体如中国、日本、

韩国和印度，都在降低其贸易对亚洲的依存度。随着中间品贸易的萎缩，

亚洲经济体在生产上的一体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倒退。 

数据显示，2015年，亚洲对自身的贸易依存度从 2014年的 55.65%

跌至 2015年的 51.48%。其中，中国对亚洲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指数降至

46.24%；日本下降将近 3个百分点，为 54.19%；韩国继续下降了 1.2个



 

 - 4 - 

百分点，至 59.50%。 

林桂军表示，这两年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东亚经济体几乎所有衡量

一体化的指标都出现了倒退的迹象。比如贸易的依存度、生产网络的一体

化程度、投资的依存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研究显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使很多经济体依赖于中国的经济，而且

依赖程度甚至超过作为一个整体区域的东盟。2015年，主要经济体对中国

的贸易依存度均超过 10%。其中韩国对中国的依存度为 23.6%，日本为

21.6%。另一方面，中国较少通过贸易依赖这些经济体，因为中国的外贸

更具多样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王军说，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持续放

缓，但是由于体量上面中国保持了 6.7%的中高速增长，对于世界经济的贡

献率已经超过了 30%，位居世界第一。 

“一带一路”为亚洲经济一体化提供新思路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表示，亚洲当前的一体化进程处于关键时

期，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报告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亚洲各经济体的战略共识，带动

了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

引领下，中国设想与沿线经济体发展诉求对接，催生了一系列亚洲次区域

经济合作设想。如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都是中国与“一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24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