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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2023年
博鳌亚洲论坛。每年
春季，来自于亚洲和
全球各地的领导者都
会汇聚于此，回顾过
往，规划未来，并付
诸 思 考 、 讨 论 和 行
动。虽然这是一年一
度的盛会，但我们的
关注点和挑战每年都
会发生变化。在经历
了三年的疫情、冲突
和通胀之后，如果我
们能够在规划和执行
方面有所建树，那么
2023年有望成为世界
向好的关键转折点。

不确定性依然是
今年的年度热词。整
体通胀正在减轻，但
核心通胀依然处于高
位。经济增长似乎开
始触底反弹，但前路
依然坎坷。欧洲在能
源危机应对方面要好
于预期，但俄乌冲突
依然在持续，而且很
有可能升级为更大的
危机。全球贸易顶住
了去全球化和保护主
义浪潮，创下了历史

新高，但后劲不足，
可能会在2023年陷入
停滞。总的来说，这
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格
局，我们有充分理由
满怀希望和信心，但
需要担心和解决的问
题也不在少数。

充满不确定性的
世界，扑朔迷离的经
济未来

在过去三年中，
新冠病毒、冲突和通
胀 轮 番 踏 上 舞 台 中
心，成为了不确定性
的罪魁祸首。虽然它
们性质各不相同，但
其影响却都是灾难性
的。虽然新冠疫情是
一种公共卫生危机，
但却在全球金融危机
之后给经济带来了最
为严重的破坏。俄乌
冲突具有地缘政治特
征，但却将能源和食
品价格推升至令人咋
舌的高位。在大多数
人看来，通胀是一个
货币现象，但它却成
为了2022年的首要经
济问题。不管是单独

出现还是同时发生，
上述因素将经济拉入
了不确定性的泥沼，
而且至今依然深陷其
中 。 在 这 个 “ 黑 天
鹤”与“灰犀牛”事
件频现的时代，任何
经济体都无法幸免于
难，未来无确定性可
言。

2 0 2 3 年 依 然 如
此。新冠病毒并未消
亡，它依然与我们相
伴而且随时可能会暴
发新的疫情，给已然
堆积如山的经济问题
带来更多麻烦。俄乌
冲 突 已 经 进 入 了 第
二 个 年 头 ， 目 前 还
没有结束的迹象，而
且不排除未来某个时
候会升级。整体通胀
终于见顶，而且随着
央行采取果决的降温
措施，有望进一步下
滑，但核心通胀依然
在高位徘徊。已有人
在批评说，过度紧缩
会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以及低收入国家的债
务危机。然而，如果

通胀因犹豫和观望失
去控制，同样可能会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受此影响，人们
如今很难进行预测。
经济学家之间也出现
了分歧。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审慎乐观，将
全球经济增幅修改为
2.9%，上调了0.2个
百分点。该机构称，
有鉴于经济增长开始
触底反弹而且通胀见
顶，2023年可能会成
为向好的转折点。然
而，世界银行却警告
说，全球经济衰退正
在逼近，并称2023年
的经济增速将是史上
最为羸弱的经济增速
之一，而且“已经来
到了经济衰退的危险
边缘”。

可以肯定的是，
即便不发生出乎意料
或令人震惊的事情，
相比变故频发的2022
年，2023年的形势将
更加严峻。所有经济
体 ， 不 管 是 发 达 国
家、新兴经济体还是

发展中国家，都必须
做好准备，在2023年
再度迎接各种难关和
挑战。在不确定性大
行其道的“新常态”
下，“喘息”成为了
一种奢求。

不过，希望还是
有的。好消息在于，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
的亚洲依然是全球增
长最大的希望和首要
生力军。二者加起来
将贡献全球四分之三
的经济增长，仅中国
和印度就将贡献半数
的经济增长。

地缘政治裂缝加
上地缘经济分化

整个世界面临的
问题不仅仅是不确定
性，它在意识形态和
地缘政治方面正变得
四分五裂。地缘政治
对抗的苗头在数年前
便 已 显 现 ， 如 今 其
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
人们的预期。随着各
国重新站队以及力量
重新结盟，我们将看
到地缘政治裂缝会不
断扩大。过去30年得
来不易的和平红利可
能会提前结束。在全
球范围内，各国2022
年的国防开支超过以
往。作为人类一直追
求的两个目标之一，
世界和平的延续再次
遭到了质疑。

共同发展目标也
在经历类似的遭遇。
地缘政治会导致地缘
经济碎片化。长期以
来有关经济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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