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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严重衰退ꎬ对国际格局变动

和全球化趋势也产生深远影响ꎬ在疫情冲击下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增长率

下降ꎬ通货膨胀率高企ꎬ对外贸易萎缩ꎬ汇率大幅波动ꎬ国家治理能力面临严

峻考验ꎮ 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ꎬ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也面临一

系列新的困难和挑战:成员国间贸易下降ꎬ区域内一些重要的合作项目难以

推进ꎬ非传统安全问题被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等ꎮ 疫情背景下ꎬ应充分发挥

上合组织重要的平台作用ꎬ协调各方立场ꎬ凝聚更多共识ꎻ加强各国经济发

展战略的对接ꎬ挖掘新的合作潜力ꎻ分层次推进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

作ꎻ继续优化营商环境ꎬ提高区域内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水平ꎻ加强数字经济

领域的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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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博士ꎮ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一场全球性健康危机ꎬ也导致二战以来最严

重的全球经济衰退ꎮ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ꎬ疫情对全球

经济产生巨大冲击ꎬ导致许多国家经济严重衰退ꎬ预计世界经济将收缩

５ ２％ ꎬ疫情还将严重破坏增长前景ꎬ并进一步降低未来几年居民生活水平ꎮ
各国控制疫情消耗了大量财政资金ꎬ财务压力的加大引发了一系列违约ꎬ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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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球经济深度衰退①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发布«全球经济

展望»报告指出ꎬ新冠肺炎疫情自暴发以来死亡人数已逾百万ꎬ近 ９ ０００ 万人

陷入极度贫困ꎬ国际社会在扩大对脆弱国家的资金援助等方面加强了合作ꎮ
自 ２０２０ 年第三季度起ꎬ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快于预期ꎬ各国为应对疫情迅速推

行了相应的财政、货币及监管措施ꎬ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的预测相比ꎬ经济衰退程

度有所缓和ꎬ避免了 ２００８ 年那样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ꎮ 然而ꎬ尽管世界经济

正在逐步复苏ꎬ但很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坎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②ꎮ

一　 疫情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

２０２０ 年ꎬ国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ꎬ全球经济严重衰退ꎮ 疫情影响下ꎬ全球经济出现严重下滑ꎬ一些公

共卫生系统薄弱ꎬ经济严重依赖全球贸易、旅游业或国外汇款的国家受到的

冲击最为严重ꎮ 下半年全球经济逐步出现复苏迹象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ꎬ预计 ２０２０ 年发达经济体经济下滑

５ ８％ ꎬ与 ６ 月的预测相比上调了 ２ ３ 个百分点ꎬ主要原因是美国和欧元区经

济增长好于预期ꎮ ２０２１ 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预计增至 ３ ９％ ꎮ 美国经

济 ２０２０ 年预计下降 ４ ３％ ꎬ２０２１ 年将回升至 ３ １％ ꎮ 与美国相比ꎬ欧元区经

济下滑更加严重ꎬ２０２０ 年预计下降 ８ ３％ ꎬ２０２１ 年增长 ５ ２％ ꎮ 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预计 ２０２０ 年下降 ３ ３％ ꎬ２０２１ 年增长 ６％ ꎮ 由于对新冠肺炎疫

情采取了控制措施ꎬ亚洲国家经济下滑的趋势比欧洲相对缓和ꎬ预计 ２０２０ 年

下降 １ ７％ ꎬ２０２１ 年增长 ８％ ꎮ 中国经济前景大大好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ꎬ中
国大部分地区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初开始复工复产ꎬ经济活动正常化速度超出预

期ꎬ预计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经济增长约 １０％ (２０２０ 年增长 １ ９％ ꎬ２０２１ 年增长

８ ２％ )ꎮ 然而ꎬ除中国之外的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前景

仍有很强的不确定性ꎮ 在这些国家ꎬ疫情持续蔓延ꎬ卫生保障系统不堪重负ꎬ
实体经济受到重创ꎬ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ꎬ预计这些国家经济都将下滑ꎬ
２０２０ 年经济总量将下降 ５ ７％ ꎬ２０２１ 年将回升至 ５％ ꎬ但 ２０２１ 年的反弹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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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使经济恢复至 ２０１９ 年的水平ꎮ

表 １ 世界经济发展及预测(％)

指标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预测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世界经济增长率 ３ ６ ２ ８ － ４ ４ ５ ２

　 发达经济体 ２ ２ １ ７ － ５ ８ ３ ９

　 　 美国 ２ ９ ２ ２ － ４ ３ ３ １

　 　 欧元区 １ ９ １ ３ － ８ ３ ５ ２

　 　 英国 １ ３ １ ５ － ９ ８ ６ ０

　 　 日本 ０ ３ ０ ７ － ５ ３ ２ ３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４ ５ ３ ７ － ３ ３ ６ ０

　 　 新兴和发展中亚洲 ６ ４ ５ ５ － １ ７ ８ ０

　 　 　 中国 ６ ６ ６ １ １ ９ ８ ２

　 　 　 印度∗ ６ ８ ４ ２ － １０ ３ ８ ８

　 　 新兴和发展中欧洲 ３ １ ２ １ － ４ ６ ３ ９

　 　 　 俄罗斯 ２ ３ １ ３ － ４ １ ２ ８

　 　 拉美和加勒比 １ １ ０ ０ － ８ １ ３ ６

　 　 中东和中亚 １ ９ １ ４ － ４ １ ３ ０

世界贸易总量变化(货物和服务) ３ ７ １ ０ － １０ ４ ８ ３

　 进口 发达经济体 — １ ７ － １１ ５ ７ ３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 －０ ６ － ９ ４ １１ ０

　 出口 发达经济体 — １ ３ － １１ ６ ７ ０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 ０ ９ － ７ ７ ９ ５

石油价格变化∗∗ ２９ ４ － １０ ２ － ３２ １ １２ ０

消费价格变化　 发达经济体 ２ ０ １ ４ ０ ８ １ ６

　 　 　 　 　 　 　 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经济体

４ ８ ５ １ ５ ０ ４ ７

资料来源:ＩＭＦꎬ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Ａ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Ａｓｃｅｎｔ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ｚｈ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ＥＯ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３０ / ｗｏｒｌｄ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ｏｃｔｏｂｅｒ － ２０２０

∗在印度ꎬ数据和预测以财年为基础ꎬ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 ＧＤＰ 是以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财年的市

场价格为基础的 ＧＤＰꎮ
∗∗英国布伦特、迪拜法塔赫和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的简单平均价格ꎮ ２０１９ 年ꎬ每桶

石油的平均价格为 ６１ ３９ 美元ꎻ基于期货市场的假定石油价格ꎬ２０２０ 年为每桶 ４１ ６９ 美

元ꎬ２０２１ 年为每桶 ４６ ７ 美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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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国际能源价格下跌对本已恶化的经济形势火上浇油ꎮ 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后ꎬ出行的减少和大面积停工导致能源需求急剧下降ꎬ石油库存激增ꎬ
国际油价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创下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月油价跌幅ꎬ疫情叠加国际

能源价格暴跌对全球经济形势造成严重冲击ꎮ 此后ꎬ国际油价的小幅回调也

为经济重启提供了初步支持ꎮ
第三ꎬ失业率上升ꎬ贫富分化加剧ꎮ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极度贫困率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出现首次上升ꎮ 为防止疫情扩散ꎬ各国采取相应的管

制措施ꎬ导致很大一部分人面临收入损失ꎮ 预计 ２０２０ 年将有 ９ ０００ 万人进入

每天收入低于 １ ９ 美元的极端贫困行列ꎮ 疫情导致世界各国失业率上升ꎬ尽
管各国政府已采取各种财政措施ꎬ包括缓解居民收入损失、鼓励企业扩大招

聘、扩大社会援助和提供信用担保等ꎬ但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仍低于疫情暴

发前的水平ꎬ尤其是女性、非正式部门就业者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失业

率更高ꎬ贫富分化加剧ꎮ
第四ꎬ国际贸易萎缩ꎮ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主要国家进出口数据ꎬ

２０２０ 年 １ ~ ５ 月ꎬ除进口在 １ 月降幅同比小幅收窄之外ꎬ其余月份进出口均呈

现跌幅加深的局面ꎬ服务贸易下降趋势更加明显ꎮ ６ ~ ７ 月ꎬ随着全球经济的

缓慢复苏ꎬ国际货物贸易跌幅收窄ꎬ２０２０ 年 １ ~ ７ 月ꎬ主要国家进出口总额较

２０１９ 年同期下降 １２ ２％ (见图 １)ꎮ

图 １　 　 　 世界主要经济体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进出口累计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２０２０ 年第三季度 ＮＩＦＤ 季报ꎮ
注: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美国、欧盟 ２７ 国、英国和日本ꎮ

第五ꎬ财政救助不可持续ꎬ货币政策持续宽松ꎮ 疫情暴发之初ꎬ各国政府

都推出了大规模财政救助政策ꎬ帮助企业和居民渡过危机ꎮ 然而财政救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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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不可持续ꎬ一方面是由于疫情冲击下经济下行导致财政收入大幅减少ꎬ大
规模财政救助消耗大量财政资金导致支出激增ꎻ另一方面原因则是短期的财

政救助可以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内需ꎬ但从长期看却会降低居民就业意愿ꎬ对
供给面造成负面影响ꎮ 因此ꎬ随着疫情的常态化ꎬ各国大多采取宽松的货币

政策来提振经济ꎮ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风险及挑战ꎮ
首先ꎬ疫情的反复ꎮ 全球疫情仍在继续扩散ꎬ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实行了

一段时间限制人员流动的管制性措施后ꎬ由于经济形势恶化ꎬ财政紧张ꎬ不得

不放松管制推动复工复产ꎬ从而导致疫情反复ꎮ 这些国家和地区只得暂停经

济重启进程ꎬ再次实施管制措施ꎮ 可以预见ꎬ在有效的疫苗广泛使用之前ꎬ全
球经济复苏仍有一段很艰难的路要走ꎮ

其次ꎬ全球经济不均衡加剧ꎮ 尽管全球经济正在缓慢复苏ꎬ但很可能要

经历一个漫长、坎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ꎮ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ꎬ除中国之

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偏离疫情前产出预测趋势的程度将会更大ꎬ不
均衡的复苏将导致全球收入水平趋同的前景显著恶化ꎮ 此外ꎬ经济衰退和社

会贫富分化加剧将促使一些国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上升ꎬ全球社会间

的不信任感加剧ꎮ
最后ꎬ金融市场情绪恶化ꎬ主权债务水平上升ꎮ 金融情绪恶化可能导致

脆弱经济体难以获得新贷款(或无法将现有债务延期)ꎬ外部需求疲软所造成

的跨境溢出效应也可能对一些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影响ꎮ 潜在产出的下降意

味着税基的缩小ꎬ从而加大债务偿还的难度ꎬ许多国家被迫在推行短期经济

刺激措施和避免进一步债务累积之间进行艰难的权衡ꎮ

二　 疫情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各国政府被迫采取关闭边境、停工停产、居家隔

离等疫情管控措施ꎬ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社会生活、区域内贸易和各

领域交流合作也受到严重影响ꎬ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依赖程度及

政府治理能力不同ꎬ各国经济抵御疫情冲击的能力也不同ꎮ
(一)经济增长出现分化

２０２０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增长表现出较大差异ꎬ中国、塔吉克斯坦和乌

兹别克斯坦三国维持小幅增长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出现下降ꎬ但降

幅不超过 ５％ꎬ吉尔吉斯斯坦受政局动荡、外需萎缩等因素影响经济下降 ８ ６％ꎬ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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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印度由于人口密度大、医疗条件差ꎬ疫情迅速扩散ꎬ经济受到的冲击也最大ꎮ
中国经济稳步复苏ꎮ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后ꎬ中国政府积极应对ꎬ

果断采取防疫措施ꎬ全国各地医务人员驰援武汉ꎮ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ꎬ各
行业逐步复工复产ꎬ经济形势持续好转ꎮ 面对疫情的巨大冲击和复杂、严峻

的国际、国内环境ꎬ中国经济增长由负转正ꎬ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和发展潜力ꎮ ２０２０ 年ꎬ国民经济延续稳定恢复态势ꎬ供需关系逐步改善ꎬ市场

活力增强ꎬ就业民生得到较好保障ꎬ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１０１ ５９ 万亿元人民

币ꎬ按可比价格计算ꎬ同比增长 ２ ３％ ꎮ ２０２０ 年ꎬ第一产业增加值为７ ７７５ ４万
亿元人民币ꎬ同比增长 ３％ ꎬ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３８ ４２５ ５ 万亿元人民币ꎬ同比

增长 ２ ６％ ꎬ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５５ ３９７ ７ 万亿元人民币ꎬ同比增长 ２ １％ ꎮ 农

业生产形势良好ꎮ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为 １ １６７ ７ 亿公顷ꎬ比 ２０１９ 年增加 ７０
万公顷ꎮ 全年粮食产量为 ６ ６９４ ９ 亿吨ꎬ比 ２０１９ 年增加 ５６５ 万吨ꎬ同比增长

０ ９％ ꎬ谷物产量为 ６ １６７ ４ 亿吨ꎬ同比增长 ０ ５％ ꎮ 禽蛋产量为 ３ ４６８ 万吨ꎬ
同比增长 ４ ８％ ꎬ牛奶产量为 ３ ４４０ 万吨ꎬ同比增长 ７ ５％ ꎮ

工业缓慢复苏ꎮ ２０２０ 年工业增加值为３１ ３０７ １万亿元人民币ꎬ同比增长

２ ４％ 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２ ８％ ꎮ 各经济类型中ꎬ私营企业增长

最快ꎬ同比增长 ３ ７％ ꎮ 各工业部门中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以及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较快ꎬ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８ ９％和 ７ ７％ ꎮ
各类产品中ꎬ发电机组、集成电路、大中型拖拉机和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

增长 ３８ ３％ 、２９ ６％ 、２３％ 和 ２０ ７％ ①ꎮ 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ꎬ２０２０ 年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６ ４５１ ６１ 万亿元人民币ꎬ同比增长 ４ １％ ②ꎮ 服务

业增势较好ꎬ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逆势增长ꎮ ２０２０ 年ꎬ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２ １％ 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ꎬ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速

较快ꎬ分别增长 １６ ９％和 ７％ ꎬ分别比上半年提高 ２ ４ 和 ０ ４ 个百分点ꎮ 这两

个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到 ５４ １％ ꎬ有力支撑了经济较快恢复ꎮ 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分别由前三季

度的 － ５ １％和 － ６ ９％转为增长 ２ ７％ 和 ２ ２％ ꎬ２０２０ 年内首次实现由负转

正ꎮ ２０２０ 年ꎬ最终消费需求、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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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分别为 － ０ ５、２ ２ 和 ０ ７ 个百分点ꎬ稳投资政策持续发力ꎬ投资成为拉动经

济增长的主要动力ꎬ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季回升ꎬ净出口表现好于

预期①ꎮ
塔吉克斯坦经济保持增长ꎬ但内生动力不足ꎮ 受疫情采取管制措施影

响ꎬ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塔经济增长显著放缓ꎬ此后随着管制措施的放松ꎬ经济活动

逐渐恢复ꎬ经济增长也开始加速ꎮ ２０２０ 年ꎬ塔 ＧＤＰ 增长达到 ４ ５％ ②ꎬ经济增

长主要得益于贵金属出口ꎬ农业和工业部门对经济增长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

用ꎮ 尽管塔南部出现了蝗灾ꎬ但农业仍然保持了 ８ ８％的增长ꎮ 工业生产增

长 ９ ７％ ꎬ加工业占工业产值的 ６１ ７％ ꎬ采矿业占 １３ ９％ ꎬ电、气、水的生产和

配送占 ２３ ９％ ③ꎮ 投资减少导致建筑业产值下降ꎬ塔建筑业投资一半以上由

预算资金提供ꎬ１ / ４ 来自国内私营部门ꎬ１ / ５ 来自外国投资者ꎬ疫情下公共投

资的减少和外国投资的中断导致建筑业同比下降 ６ ９％ ꎮ 疫情对服务业影响

最为严重ꎬ２０２０ 年 １ ~ ９ 月ꎬ塔服务业整体增长 １ １％ ꎬ酒店入住率下降 ６７％ ꎬ
餐饮服务同比下降 １９ ５％ ꎬ客运量下降 １４ ３％ ꎮ 然而ꎬ疫情对银行、通信和

医疗保健行业的发展起到了刺激作用④ꎮ

表 ２ 塔吉克斯坦各产业对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率(％)

指标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 ~ ９ 月

ＧＤＰ ７ １ ７ ３ ７ ５ ４ ２

农业 １ ６ ０ ９ １ ５ ２ １

工业 ３ ６ ２ ２ ２ ６ ２ １

建筑业 ０ ５ ０ ８ － ０ ７ － ０ ６

服务业 １ ４ ３ ３ ４ １ ０ ５

资料来源: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ｐｄａｔｅ － Ｆａｌｌ ２０２０ꎬ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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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全球贵金属价格上涨ꎬ塔当局利用全球对黄金的强劲需求大量出口黄

金ꎬ２０２０ 年 １ ~ ９ 月ꎬ塔贵金属出口额达到 ６ ９ 亿美元ꎬ约占总出口额的

５８％ ꎮ 在贵金属出口的推动下ꎬ２０２０ 年 １ ~ ９ 月商品出口增长 ５４ ８％ ꎬ但不

包含贵金属的商品出口则同比下降 ２２ ４％ ꎮ ２０２０ 年全年出口额为 １４ 亿美

元ꎬ同比增幅降至 １９ ８％ ꎻ进口额为 ３１ ５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５ ９％ ꎮ 从需求

面看ꎬ２０２０ 年 １ ~ ９ 月塔国内需求同比下降 ４％ ꎬ主要原因是移民汇款减少导

致居民收入下降ꎬ进而拉低了消费水平①ꎮ 疫情对塔居民收入和就业的打击

更为严重ꎬ预计将有更多人口陷入贫困ꎮ 疫情对外国投资产生巨大负面影

响ꎬ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 ７０％ ꎬ为 ５ ９８０ 万美元ꎬ占 ＧＤＰ
的 １ ８％ ②ꎬ全年直接投资额为 １ ２６ 亿美元ꎮ 采矿业、制造业和金融中介业

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下降幅度最大ꎮ
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勉强维持增长ꎮ ２０２０ 年第一季度ꎬ新冠肺炎疫情尚未

暴发ꎬ乌经济增长 ４ １％ ꎮ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ꎬ受疫情影响ꎬ乌经济增长几乎为

零ꎬ为 ０ ２％ ꎮ ２０２０ 年ꎬ乌 ＧＤＰ 为 ５１８ ５２ 万亿苏姆ꎬ约合 ５２１ ６ 亿美元ꎬ同比

增长 １ ６％ ꎬ人均 ＧＤＰ 为 １ １９５ ８ 万苏姆ꎬ约合 １ ２０３ 美元ꎮ 疫情在对大部分

服务业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刺激了信息和通信业、金融和保险业、卫生保

健及社会服务业的发展ꎬ２０２０ 年这三个行业分别增长 １５ ７％ 、２０ ８％ 和

１４ ３％ ③ꎮ 尽管疫情暴发后移民汇款减少ꎬ但财政支出中预算支付累计增长了

１７％ꎬ最低工资提高了 １０％ꎬ有助于保护国内消费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ꎬ乌
２０２０ 年 ＧＤＰ 将增长 ０ ４％ ~０ ８％ꎬ如疫情有所好转ꎬ管制措施放松ꎬ则 ２０２１ 年

ＧＤＰ 将增长 ４ ８％ ~５％ꎮ 大量年轻人口、高质量的投资及政府各项改革措施

将为乌后疫情时期经济增长提供有力保障④ꎮ
俄罗斯经济下滑ꎬ但局势整体可控ꎮ 近年来ꎬ俄罗斯经济一直维持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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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ꎬ２０１８ 年经济增速为 ２ ３％ ꎬ２０１９ 年仅为 １ ３％ ꎮ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

的暴发叠加国际油价暴跌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严重冲击ꎬ２０２０ 年俄 ＧＤＰ 为

１０６ ６ 万亿卢布ꎬ同比下降 ３ １％ ꎮ 分季度看ꎬ第一季度同比增长 １ ６％ ꎬ第二

季度同比下降 ８％ ꎬ第三季度同比下降 ３ ４％ ꎬ第四季度同比下降 １ ８％ ꎮ 三

次产业中ꎬ农业增加值与 ２０１９ 年持平ꎻ工业受国际能源价格暴跌和减产影

响ꎬ采矿业下降 １０ ２％ ꎬ加工制造业增加值与 ２０１９ 年持平ꎮ 服务业中运输和

仓储业、餐饮和酒店及文化、体育和娱乐等行业下滑最为严重ꎬ分别下降

１０ ３％ 、２４ １％和 １１ ４％ ꎬ金融和保险业出现 ７ ９％ 的增长ꎮ 整体看ꎬ尽管疫

情对经济各部门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ꎬ但俄经济局势整体可控ꎬ不至于出现

系统性经济危机①ꎮ
哈萨克斯坦服务业下降严重ꎬ拖累经济增长ꎮ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哈经济一直保

持 ４％左右的中速增长ꎮ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ꎬ哈是中亚国家中累计

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ꎬ为防止疫情蔓延ꎬ政府出台隔离措施ꎬ企业停工停产ꎬ再
叠加国际油价暴跌的影响ꎬ２０２０ 年哈经济逐季度下滑ꎬ第一季度增长 ２ ７％ꎬ上
半年下降 １ ８％ꎬ前三季度下降 ２ ８％ꎮ 如疫情形势趋稳ꎬ世界经济和国内需求

逐步复苏ꎬ则哈经济有望于 ２０２１ 年第二季度转为正增长ꎬ预计 ２０２１ 年经济增

速为 ２％ ~２ ３％ꎮ ２０２０ 年哈 ＧＤＰ 为 ７０ １３ 万亿坚戈ꎬ约合 １ ６９８ 亿美元ꎬ同比

下降 ２ ６％ꎮ 从三次产业结构看ꎬ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５ １％ꎬ第二产业占

３５ ４％ꎬ第三产业占 ５３ ５％ꎬ服务业产值下降拖累了经济增长ꎮ 第二产业中工

业下降 ０ ７％ꎬ其中采掘业下降 ３ ７％ꎬ加工制造业保持 ３ ９％的增长ꎮ 近年来ꎬ
哈建筑业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ꎬ２０１９ 年建筑业产值为 ４ ９２ 万亿坚戈ꎬ同比增

长 １３ ５％ꎬ２０２０ 年仍保持了 １１ ２％的高增速②ꎮ
巴基斯坦经济下滑ꎬ前景黯淡ꎮ 疫情扰乱了巴基斯坦国内供需ꎬ受限制

措施影响ꎬ企业无法正常营业ꎬ国民收入下降也导致消费者削减支出ꎬ服务业

下降 １％ ꎬ工业生产降幅更大ꎬ只有农业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管制措施影响而略

有增长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ꎬ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财年ꎬ巴 ＧＤＰ 下降 １ ５％ ꎬ疫情的

发展形势、疫苗供应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利的外部环境都对巴经济前景造成压

力ꎬ预计下一财年经济增长约在 １ ３％左右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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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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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经济严重下滑ꎮ 受政局动荡、疫情冲击、外需萎缩等多重

因素影响ꎬ吉经济出现严重下滑ꎬ２０２０ 年 ＧＤＰ 为 ５ ９８３ 亿索姆ꎬ同比下降

８ ６％ ꎬ去除库姆托尔金矿后 ＧＤＰ 为 ５ ２９９ 亿索姆ꎬ同比下降 ９％ ꎮ 从三次产

业看ꎬ农林渔业增加值为 ８０８ 亿索姆ꎬ同比增长 １ １％ ꎬ由于第二、第三产业生

产下降ꎬ第一产业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提至 １３ ５％ ꎮ 工业增加值为１ ２６７亿索

姆ꎬ同比下降 ７ ５％ ꎮ 工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增至 ２１ １％ ꎬ建筑业增加值为 ４９６
亿索姆ꎬ同比下降 ８ ３％ ꎬ占 ＧＤＰ 的比重有所下降ꎬ为 ７ １％ ꎮ 服务业增加值

同比下降 １０％ ꎬ占 ＧＤＰ 的比重最大ꎬ为 ４６ ３％ ꎮ 其中ꎬ批发和零售贸易、汽车

和摩托车维修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１５ ７％ ꎬ在经济中的占比下降 １ ４ 个百分

点ꎬ为 １６ ２％ ꎻ运输和仓储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３０ ９％ ꎬ占比下降 １ 个百分点ꎬ
为 ３％ ꎻ酒店业同比下降 ４５ １％ ꎬ在经济中的占比下降 ０ ６ 个百分点ꎬ
为 １％ ①ꎮ

印度经济下降程度最为严重ꎮ 印度一直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中经济增速

最快的国家ꎬ但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其经济增速明显下降ꎬ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财年 ＧＤＰ 增

长仅为 ４ ２％ꎮ 疫情暴发以来ꎬ印度实施了全国性的封锁ꎬ企业停工停产ꎬ工业

和服务业生产急剧下滑ꎮ 在全球需求疲软、居民收入减少等因素共同作用下ꎬ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财年第一季度 ＧＤＰ 同比下降 ２３ ９％ꎬ据世界银行预测ꎬ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财年印度经济将萎缩 ９ ６％ꎬ此后会缓慢复苏ꎬ风险趋于下行②ꎮ

(二)通货膨胀率高企

各国政府推行防疫管控措施使企业生产能力下降ꎬ食品等价格弹性小的

商品在供给减少的条件下价格快速提高ꎬ进而推高通胀ꎬ上合组织成员国中

大多数国家出现通胀高企的现象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俄罗斯通货膨胀率为 ４ ４％ ꎬ超过 ４％ 的通胀目标ꎮ 在需

求面ꎬ由于食品价格上涨(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食品价格同比增长 ５ １％ )和汇率波

动ꎬ居民和企业对通胀的预期有所提高ꎮ 在供给面ꎬ许多专业领域出现劳动

力短缺现象ꎬ企业因遵守反流行病标准导致生产成本增加ꎮ 在上述因素影响

下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俄罗斯通胀率继续升至 ４ ９％ 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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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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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从 ２０１６ 年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ꎬ将 ４％定为通胀目标水平ꎬ随着国

际油价降低和本国农业市场功能的改善ꎬ通货膨胀率已从 ２０１３ 年接近 １０％
的水平降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的 ４％ ꎮ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ꎬ印度通胀率突破

４％的目标上限ꎬ２０２０ 年 ６ 月超过 ６％ ꎮ
２０２０ 年吉尔吉斯斯坦消费价格指数为 ９ ７％ ꎬ其中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价

格上涨迅速ꎬ与 ２０１９ 年同期相比涨幅达到 １７ ６％ ꎬ面包制品上涨 １５％ ꎬ肉类

上涨 １２ １％ ꎬ食用油上涨 １０ ７％ ꎬ水果和蔬菜上涨 １１ ７％ ꎬ酒精饮料上涨

４％ ꎬ烟草上涨 ８ ６％ ꎬ非食品上涨 ２ ４％ ꎬ服务价格上涨 ３％ ①ꎮ
２０２０ 年ꎬ塔吉克斯坦通货膨胀率在 ４ 月达到 １０ ６％的峰值后开始下降ꎬ

到年底通胀率降至 ９ ４％ ꎮ ４ 月后ꎬ由于农业生产的增长ꎬ加之实行了限制食

品出口的政策ꎬ食品价格指数开始下降ꎬ但由于汇率贬值ꎬ从 ９ 月起食品价格

再次上涨ꎬ到 ２０２０ 年年底食品价格上涨 １３％ ꎮ ４ 月非食品价格指数为 ４％ ꎬ
此后由于运输的中断导致非食品价格出现上涨趋势ꎬ到 ２０２０ 年年底非食品

类商品价格上涨 ５ ８％ ꎮ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国内对药品、清洁用品和消毒产

品的需求激增ꎬ此类产品价格急剧上涨ꎮ 天然气、电力和通信服务价格的攀

升导致服务业价格指数提至 ５ １％ ꎮ 整体上看ꎬ尽管通胀率已转向 ６％ ± ２％
的通胀目标区间ꎬ但汇率的贬值(１１ 月初汇率贬值 ９％ )对通胀又造成新的

压力②ꎮ
近年来ꎬ乌兹别克斯坦一直面临较大通胀压力ꎬ２０１８ 年乌消费价格指数

上涨 １４ ３％ ꎬ２０１９ 年同比上涨 １５ ２％ ꎮ 疫情暴发后ꎬ乌国内食品价格大幅上

涨ꎮ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稳定食品价格ꎬ乌政府自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起免除基本食

品进口关税ꎬ保障国内市场供应充足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乌总统专门召开

会议ꎬ要求在塔什干每个区都建立农产品销售点ꎬ并要求各州、市负责人向民

众通报当地食品保障措施及销售价格③ꎮ 在政府的有力措施下ꎬ乌物价基本

—７９—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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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平稳ꎮ ２０２０ 年年底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１１ １％ ①ꎬ低于 ２０１９ 年通胀

水平ꎬ但下一步的价格改革仍将会对通胀造成压力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巴基斯坦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８％ ꎬ环比下降 ０ ７％ ꎮ 整

体看物价相对平稳ꎮ 食品价格从 ７ 月起上涨幅度较大ꎬ主要是天气原因导致

小麦产量降低ꎬ制糖企业行业垄断现象严重导致供应不足ꎬ进而推动小麦和

食糖价格快速上涨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 １１ 月ꎬ城市食品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１５ １％ 、
１１ ３％ 、１２ ４％ 、１３ ９％和 １３％ ꎻ农村食品价格指数涨幅高于城市ꎬ同比分别

增长 １７ ８％ 、１３ ５％ 、１５ ８％ 、１７ ７％和 １６ １％ ②ꎮ
(三)对外贸易萎缩

上合组织成员国中仅中国和塔吉克斯坦实现了对外贸易的微弱增长ꎬ其
他成员国对外贸易均有所下降ꎬ其中印度下降幅度最大ꎮ

中国出口表现好于预期ꎮ ２０２０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３２ １５５ ７ 万亿元人

民币ꎬ同比增长 １ ９％ ꎮ 其中ꎬ出口 １７ ９３２ ６ 万亿元人民币ꎬ同比增长 ４％ ꎻ进
口 １４ ２２３ １ 万亿元人民币ꎬ同比下降 ０ ６％ ꎻ贸易顺差 ３ ７０９ ５ 万亿元人民

币ꎬ比 ２０１９ 年增加 ７ ９７６ 亿元人民币ꎮ 贸易结构继续优化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 ９
月ꎬ一般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５９ ８％ ꎬ比 ２０１９ 年同期提高 ０ ４
个百分点ꎮ 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６％ ꎬ占出口总额的 ５９ ４％ ꎬ充分发挥了出口

的支柱作用③ꎮ
２０２０ 年塔吉克斯坦外贸总额为 ４５ ５７８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０ ８％ ꎮ 其中ꎬ

出口额为 １４ ０６９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１９ ８％ ꎻ进口额为 ３１ ５０９ 亿美元ꎬ同比减

少 ５ ９％ ꎻ贸易逆差为 １７ ４４ 亿美元ꎮ 主要出口商品仍是贵金属、水泥、皮棉

和干果ꎬ主要进口商品为石油制品和粮食等④ꎮ
俄罗斯出口大幅减少ꎮ ２０２０ 年俄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５ ６７８ ２２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１５ １％ ꎮ 其中ꎬ出口 ３ ３６３ ９３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２０ ７％ ꎻ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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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１４ ２９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５ ３％ ꎬ出口降幅大于进口ꎮ 受国际能源价格大幅

下跌影响ꎬ矿产品出口大幅下降ꎬ２０２０ 年矿产品出口额仅为 １ ７２１ ９６ 亿美

元ꎬ比 ２０１９ 年同期下降近 ４０％ ꎬ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降至 ５１％ ꎮ 疫情下俄

对独联体国家的出口占比上升ꎬ２０１９ 年俄对独联体国家进出口额占外贸总额

的 １２ ２％ ꎬ２０２０ 年提至 １２ ９％ ꎬ其中 ２０２０ 年 １ ~ ９ 月提至 １４ ４％ (２０１９ 年同

期为 １２ ７％ )①ꎮ
近年来ꎬ随着国际能源价格的下降ꎬ哈萨克斯坦外贸增速明显放缓ꎮ

２０１８ 年哈对外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２０ ５％ ꎬ２０１９ 年同比增幅仅为 １ ２％ 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国际能源价格继续下跌ꎬ哈对外贸易大幅缩减ꎮ ２０２０ 年哈对外贸易

总额为 ８５１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１３％ ꎮ 其中ꎬ出口额为 ４７０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１９ １％ ꎬ对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出口额为 ５５ ４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１３ ５％ ꎻ进口

额为 ３８１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４ １％ ꎬ自欧亚经济联盟国家进口额为 １４１ ８８ 亿

美元ꎬ同比下降 ７ ３％ ꎮ 哈对外出口以能源、金属等初级产品为主ꎬ出口商品

中矿产品的占比最大ꎬ为 ６８ ９％ ꎬ金属及制品居第二位ꎬ为 １５ ４％ ꎬ机器、设
备、仪器和交通工具等产品的出口占比仅为 ２ １％ ꎬ进口商品中机器和设备的

占比最大ꎬ为 ４４ １％ ꎮ 中国为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出口对象国ꎬ２０１９ 年中国在

其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为 １３ ８％ ꎬ２０２０ 年增至 １９ ２％ ꎬ其次为意大利ꎬ为

１４ ２％ ꎬ再次为俄罗斯ꎬ为 １０ ４％ ꎮ 俄罗斯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进口来源国ꎬ
自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 ３４ ９％ ꎬ其次为中国ꎬ为 １６ ８％ ꎬ再次为韩国ꎬ
为 １２ ８％ ②ꎮ

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大幅缩减ꎮ 吉对外贸易主要以进口为主ꎬ逆差较大ꎮ
２０２０ 年吉对外贸易总额为 ５６ ４８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１９％ ꎮ 其中ꎬ出口额为

１９ ６４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１ １％ ꎬ主要由于对独联体国家的出口出现了 １３ ２％
的大幅下降ꎻ进口额为 ３６ ８４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２６ ２％ ꎬ自非独联体国家进口

下降 ４０％ ꎬ自独联体国家进口下降 １０ ８％ ꎮ 疫情下ꎬ吉尔吉斯斯坦与欧亚经

济联盟国家的贸易联系更加紧密ꎬ占吉外贸总额的 ４２ ５％ ꎬ俄罗斯取代中国

成为吉最大贸易伙伴国ꎬ吉俄贸易在吉外贸总额中的占比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３ ８％增至 ２７ ６％ ꎬ英国是吉第二大贸易伙伴国ꎬ吉英贸易占比为 １７ ７％ ꎬ
中国为吉第三大贸易伙伴国ꎬ受疫情影响吉中贸易额大幅下跌ꎬ２０２０ 年仅为

—９９—

①
②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таможенная служба ｈｔｔｐｓ: / /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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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５７％ ①ꎮ 疫情下ꎬ为确保粮食安全ꎬ防止出现商品短缺

的现象ꎬ吉政府开始实行出口管控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吉政府临时禁止向欧

亚经济联盟之外的国家出口活牛、活羊、活家禽、大麦、小麦、大米、植物油、鸡
蛋、砂糖和含碘盐等 １４ 种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农产品ꎬ为期 ６ 个月ꎮ

２０２０ 年乌兹别克斯坦外贸总额为 ３６２ ９８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１３ １％ ꎮ 其

中ꎬ出口 １５１ ２７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１３ ４％ ꎻ进口 ２１１ ７１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１２ ８％ ꎻ贸易逆差 ６０ ４４ 亿美元ꎮ 乌与独联体国家贸易额为 １１８ ２９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１８ ２％ ꎬ占贸易总额的 ３２ ６％ ꎮ 其中ꎬ对独联体国家出口 ４０ ９８ 亿

美元ꎬ同比下降 ３４ ３％ ꎻ自独联体国家进口 ７７ ３１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６％ ꎮ 中

国继续保持乌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ꎬ２０２０ 年中乌双边贸易额为 ６４ ３２ 亿美

元ꎬ同比下降 １５ ８％ ꎬ占乌外贸总额的 １７ ７％ ꎮ 其中ꎬ乌自华进口 ４５ ０１ 亿美

元ꎬ同比下降 １１ ９％ ꎬ占乌进口总额的 ２１ ３％ ꎻ乌对华出口 １９ ３１ 亿美元ꎬ同
比下降 ２３ ６％ ꎬ占乌出口总额的 １２ ８％ ꎻ中方贸易顺差 ２５ ７ 亿美元ꎬ继续保

持乌最大进口来源国和最大出口目的地国地位②ꎮ
巴基斯坦贸易逆差收窄ꎮ ２０２０ 年 ４ ~ ７ 月ꎬ巴外贸总额为 ２２５ ４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１ ９％ ꎮ 其中ꎬ出口 ７５ ４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０ １％ ꎻ进口 １５０ 亿美元ꎬ
同比下降 ２ ３％ ꎻ贸易逆差收窄至 ７４ ６ 亿美元ꎬ同比减少 ４ ５％ ꎮ 该时段ꎬ巴
出口增长主要为高附加值行业ꎬ而出口萎缩主要为低附加值行业③ꎮ

印度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中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ꎮ ２０２０ 年 ４ ~ ８ 月ꎬ
印度货物贸易出口额为 ９７７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２６ ６％ ꎮ 其中ꎬ对美国出口额

为 １６８ 亿美元ꎬ同比减少 ２４ ６％ ꎻ对欧盟地区出口额为 １５９ 亿美元ꎬ同比减少

３１ ６％ ꎻ对西亚地区出口额为 １１９ 亿美元ꎬ同比减少 ４６％ ꎻ对南亚地区其他国

家出口额为 ６０ 亿美元ꎬ同比减少 ３５％ ꎻ对东北亚地区出口额为 １６３ 亿美元ꎬ
同比增长 ０ ５％ ꎬ其中对中国出口额同比增幅达 ２７％ ④ꎮ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оциальн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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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印度 ４ ~ ８ 月对华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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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侨汇收入受到影响

俄罗斯为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最主要的侨汇

收入来源国ꎮ 俄罗斯自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起禁止外国公民入境ꎮ ２０２０ 年上

半年ꎬ塔出国务工人员为 １２ ９ 万人ꎬ同比减少 ５７％ ꎬ侨汇收入因此大幅下降ꎮ
根据俄央行数据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ꎬ塔自然人通过俄央行支付系统向

塔汇款 １２ ２４ 亿美元ꎬ同比减少 ３７％ ꎮ 吉侨汇收入也有所减少ꎬ２０２０ 年 １ ~
１０ 月吉侨汇收入为 １９ ５５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２ ３％ ꎮ 疫情暴发初期的 ３ ~ ４
月ꎬ乌跨境汇款收入急剧减少ꎬ６ 月后逐渐恢复ꎬ２０２０ 年 １ ~ １０ 月乌跨境汇款

收入为 ４８ ８３ 亿美元 ꎬ同比下降 ３％ ꎬ其中 ９ 月汇款收入达 ６ ３８ 亿美元ꎬ同比

增长 ８％ ①ꎮ
疫情暴发初期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预测巴基斯坦境外汇

款将大幅减少ꎬ但由于在阿拉伯国家务工的巴基斯坦人失业率下降ꎬ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起ꎬ巴基斯坦侨汇收入与预测背道而驰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ꎬ巴基斯坦侨汇

收入达 ２２ ８ 亿美元ꎬ比 ２０１９ 年同期的 ２２ 亿美元增长 １４％ ꎮ 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起ꎬ巴基斯坦连续 ５ 个月实现侨汇金额超过 ２０ 亿美元ꎮ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财年前 ４
个月ꎬ侨汇累计金额达 ９４ ３１ 亿美元ꎬ同比增长 ２６ ５％ ꎮ

(五)汇率大幅波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欧佩克 ＋ ”减产协议谈判破裂ꎬ国际原油价格暴跌ꎬ原油

期货合约有史以来首次跌至负值ꎮ 此后ꎬ尽管能源价格小幅回调ꎬ但始终在

每桶 ４０ ~ ５０ 美元区间徘徊ꎮ ２０１９ 年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布伦特原油

期货年平均价格分别为每桶 ５７ ０４ 美元和 ６４ １６ 美元ꎬ与之相比ꎬ２０２０ 年原

油平均价格下跌近 ２０％ ꎮ 在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下ꎬ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

国货币大幅贬值ꎮ ２０２０ 年年初ꎬ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为 ６１ ９∶１ꎬ３ 月 ２０ 日

贬值至 ８０ １５∶１ꎮ 此后ꎬ随着减产协议的达成ꎬ油价回升ꎬ卢布汇率也小幅回

调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卢布对美元汇率为 ７３ ９ ∶ １ꎬ与年初相比贬值 １９％ ②ꎮ
哈萨克斯坦坚戈汇率走势与俄罗斯卢布相似ꎬ２０２０ 年年初ꎬ哈萨克斯坦坚戈

对美元汇率为 ３８２∶１ꎬ４ 月一度贬值至 ４４７∶１ꎬ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为 ４１９ ８７∶１ꎮ
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衰退ꎬ国际资本加速从发展中国家流出ꎬ导致本币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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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и Темпы рост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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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元大幅贬值ꎮ 吉尔吉斯斯坦索姆汇率也出现大幅下跌ꎬ２０２０ 年年初索姆

对美元汇率为 ６９ ７∶１ꎬ４ 月一度跌至 ８４ ８∶１ꎬ此后有所回调ꎮ １０ 月吉政局动

荡ꎬ外汇市场再次出现大幅波动ꎬ吉中央银行两次进行市场干预ꎬ抛售 ５ ９５０
万美元ꎬ仍未遏制汇率下行趋势ꎮ １１ 月ꎬ吉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进行了 １１ 次

干预ꎬ共抛售 ８ ４７５ 万美元以稳定索姆汇率ꎮ １２ 月 １ 日和 １２ 月 ７ 日ꎬ吉中央

银行又抛售 １ ５５５ 万美元ꎮ 从 ２０２０ 年年初吉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进行了 ２９
次干预ꎬ累计抛售 ４ ４９ 亿美元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ꎬ索姆对美元汇率为

８４ ８∶１ꎬ与年初相比贬值 ２２％ ꎮ ２０２０ 年年底索姆对美元汇率为 ８３ ２∶１ꎬ与年

初相比贬值 １９ ３％ ꎮ
由于侨汇收入的增加ꎬ巴基斯坦汇率呈上升趋势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巴

基斯坦卢比对美元的银行间市场汇率创下 ８ 个月以来的新高ꎬ达 １５８ ９１∶１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卢比对美元升值 ３ １％ ꎬ巴基斯坦成为亚洲汇率升值排名第三

的国家①ꎮ
(六)国家治理能力面临考验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对国家经济抗风险能力的考验ꎬ也是对各国政府国

家治理能力和应急处理能力的严峻考验ꎮ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武汉暴发后ꎬ中国政府积极应对ꎬ果断采取防疫措

施ꎬ全国各地医务人员驰援武汉ꎬ疫情很快得到有效控制ꎮ 在疫情的冲击下ꎬ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ꎬ中国政府突出底线思维ꎬ在重申“六稳”的同时提出

“六保”政策ꎬ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ꎮ 财政政策方面ꎬ将特别国债主要用于帮扶受

疫情影响最大的中小微企业和家庭ꎮ 货币政策方面ꎬ采取降息等刺激政策ꎬ
宏观政策组合出现从“土地 ＋财政”到“货币 ＋财政”的深层次转化ꎮ ２０２０ 年

年底ꎬ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５ ２％ ꎬ连续 ５ 个月下降ꎬ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４ ２％ ꎬ其中 ２５ ~ ５９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４ ７％ ꎮ 脱贫攻坚成果显著ꎬ８３２ 个

国家级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②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ꎬ俄政府立即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ꎬ关闭与中国的

口岸ꎬ禁止中国公民入境ꎬ但俄罗斯对欧洲疫情估计不足ꎬ防范力度相对薄

弱ꎬ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底随着大量欧洲侨民回撤ꎬ疫情在俄罗斯传播开来ꎮ 俄罗斯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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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为印尼ꎬ升值 ４ ５％ ꎻ第二位为韩国ꎬ升值 ３ ６％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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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经历了两波疫情ꎬ第一波新增确诊病例在 ５ 月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ꎬ９ 月

后随着冬季传染病高发季节的来临ꎬ新增确诊病例数量又不断攀升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ꎬ俄累计确诊人数达 ３３０ 万人ꎬ居全球第四位ꎬ仅次于美国、印度

和巴西ꎮ ２０２０ 年ꎬ俄 １５ 岁以上失业人口达 ４３０ 万人ꎬ失业率升至 ５ ８％
(２０１９ 年分别为 ４３０ 万人和 ４ ６％ )ꎮ 尽管因隔离措施大城市各个经济部门

陷入生产停滞ꎬ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降低中小企业和居民受疫情

影响的程度ꎮ 前两项措施总共预计投入 ２ １ 万亿卢布ꎬ对 ５２ ６ 万家企业(其
中 １７ ６ 万人为个体经营者和雇员)和 ５３０ 万居民给予补贴及政策支持ꎮ 根

据俄政府计划ꎬ到 ２０２０ 年年底用于支持经济的投入将达到 ＧＤＰ 的 ３％ ~
３ ５％ ꎬ其中不包括巨额防疫费用ꎮ 在政府的支持下ꎬ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并不

明显ꎮ ２０２０ 年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 ３ ５％ ꎬ１ ~ １１ 月企业职工月平均实

际工资同比增长 ２ ４％ ꎮ ２０２０ 年养老金实际发放同比增长 ２ ３％ ①ꎮ
哈萨克斯坦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出现新冠肺炎病例先后经历了两波疫情ꎮ 政

府在 ３ 月 ２３ 日和 ３ 月 ３１ 日先后出台两项旨在稳定经济和救济居民的紧急措

施ꎬ投入金额 ５ ９ 万亿坚戈ꎬ主要用于保障就业、失业人群补贴、支付社保费

用和住房建设等ꎮ 哈政府还为 １ ２５ 万家企业主提供延期还本付息的优惠贷

款ꎬ为 １ 年期内贷款降息ꎮ 在政府支持下 ７０ 万家企业获得了总额超过 １ 万

亿坚戈的税收减免ꎮ 哈政府还向居民发放补贴ꎬ超过 １００ 万人领取了食品和

生活用品ꎬ４６０ 万人获得收入补贴ꎬ１８０ 万人享受了延期偿还贷款的优惠政

策ꎮ 启动«就业路线图»ꎬ累计为 １９ 万人解决了就业问题ꎮ ５ 月 ２０ 日ꎬ哈政

府出台«２０２０ 年年底前恢复经济增长的综合计划»ꎬ该计划包括一系列支持

行业发展的措施ꎬ涉及税收减免、扩大信贷规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

业经营和保障居民就业等方面ꎮ 疫情下哈政府被迫在防止疫情蔓延和复苏

经济之间艰难地权衡ꎬ５ 月 １１ 日ꎬ在经济压力下ꎬ哈政府在第一波疫情尚未达

到峰值时就宣布结束紧急状态ꎮ 随着交通管制的放松ꎬ疫情迅速蔓延ꎬ新增

确诊病例在 ６ ~ ７ 月达到峰值后才逐渐减少ꎮ ８ 月下旬ꎬ哈政府又通过第二阶

段解除隔离的决议ꎮ １０ 月下旬起疫情再次反复ꎮ １２ 月初ꎬ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一度超过 ２ ５００ 例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ꎬ哈萨克斯坦累计确诊人数达

１９ １ 万人ꎬ死亡人数在 ２ ２００ 人左右ꎮ 哈政府不得不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５ 日期间再次强化防疫隔离限制措施ꎬ禁止举办新年庆祝等大型

—３０１—

①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ｓ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ｒｕ /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５０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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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活动ꎬ加强公共场所和教育机构的消杀工作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ꎬ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ꎬ下达

总统令宣布比什凯克等城市进入紧急状态ꎬ并禁止大型集会和演出ꎬ取消国

内航班和客运列车等ꎬ疫情一度得到控制ꎮ 但随着议会选举的临近ꎬ国家的

管制措施逐渐放松ꎬ尤其是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以来吉政局动荡ꎬ疫情管制措施形

同虚设ꎬ导致确诊人数激增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吉累计确诊人数达到 ８
万人ꎬ死亡人数为 １ ３４４ 人ꎬ现有确诊病例 ４ ３６１ 人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９ 月ꎬ吉登记失

业人口数量为 ７ ８７ 万人ꎬ失业率仅为 ３％ꎬ但临时失业人口激增ꎬ据吉劳动和社

会发展部初步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约有 １０ 万多人处于失业状态①ꎮ
塔吉克斯坦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首次通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ꎬ之后疫情

迅速恶化ꎮ 该国医疗条件落后ꎬ医护人员缺乏抗疫经验ꎬ处理公共突发事件

的经验也不足ꎮ 塔政府实行了严格的卫生防疫政策ꎬ疫情在 ５ 月底出现拐

点ꎮ ９ 月以来ꎬ随着气温的下降ꎬ传染风险增加ꎬ但塔政府防护措施有力ꎬ并
未出现严重的第二波疫情ꎮ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疫情初期就迅速采取行动ꎬ出台了相应的反危机措

施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ꎬ米尔济约耶夫总统签署«关于减轻新冠病毒大流行和

全球危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的优先措施»总统令ꎬ成立由总理领导的反危机

委员会ꎬ并成立 １０ 万亿苏姆的反危机基金ꎬ主要用于疫情防控、稳定经济和

保障就业ꎮ ６ 月中旬ꎬ乌政府将国内划分为红区、黄区、绿区ꎬ分区而治ꎮ ６ 月

中旬起ꎬ乌逐渐恢复各地区间的交通ꎬ１０ 月初开始开放边境ꎬ取消入境限制ꎬ
恢复国际航班ꎮ 随着隔离管控措施的放松ꎬ经济活动也逐步恢复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ꎬ巴基斯坦政府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实行了部分封锁管

控措施ꎬ包括限制航空旅行、市区内公共交通、宗教及社交聚会ꎬ关闭所有学

校和非必要业务ꎬ限制措施直至 ５ 月后才逐渐放宽ꎮ 第一波疫情在 ６ 月初新

增确诊人数达到峰值后逐渐转好ꎬ１１ 月后又暴发了第二轮疫情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ꎬ印度及时采取措施ꎬ关闭边境并实行隔离监测ꎬ

然而宣布封城引发大规模人口流动ꎬ许多在城市务工的农民返回农村ꎬ从而

导致疫情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及农村扩散ꎬ由于印度人口密度大、贫困人口

—４０１—

①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январе － сентябре ２０２０ г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 ｋｇ / ｒ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ｏｋｌａｄ － ｓｏｃｉａｌｎｏ － ｅｋｏｎｏｍｉｃｈｅｓｋｏｅ － ｐｏｌｏｚｈｅｎｉｅ － ｋｙｒｇｙｚｓｋｏｊ －
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ｋ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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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小城市和农村医疗条件差ꎬ因此疫情在 ６ 月后迅速扩散ꎬ印度已成为全

球仅次于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国家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ꎬ印度累计确诊病例超

过１ ０００万人ꎬ死亡人数超过 １５ 万人ꎮ 疫情导致印度贫困人口激增ꎮ 随着疫

情的蔓延ꎬ印度失业率飙升ꎬ尽管政府已出台政策ꎬ通过各种社会保护措施对

居民和中小企业给予资金支持ꎬ但仍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附近ꎬ任何收

入和工作机会的减少都会增加他们重新陷入贫困的风险①ꎮ

三　 疫情下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ꎬ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也面临一系列新

的困难和挑战ꎬ受疫情管控措施影响ꎬ成员国间贸易下降ꎬ区域内一些重要的

合作项目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ꎮ 疫情还使国际格局和全球化趋势发生重

大变化ꎬ各成员国在疫情下的利益诉求也相应发生变化ꎮ 此外ꎬ非传统安全

问题被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ꎮ
第一ꎬ成员国间贸易下降ꎮ 在疫情影响下ꎬ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外贸易萎

缩ꎬ区域内成员国间贸易也有所下降ꎮ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１ ５％ ꎬ而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贸易呈下降趋势ꎬ中吉和中塔贸易下降幅

度最大ꎬ中吉贸易下降一半多ꎬ中塔贸易下降 ３６ ５％ ꎮ ２０１９ 年ꎬ中国与上合

组织成员国贸易总额为 １ ７８４ ７ 亿美元ꎬ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５ ６６％ ꎮ
２０２０ 年ꎬ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总额为 ２ ４４８ ７５ 亿美元ꎬ在中国对外贸

易总额中的比重降至 ５ ２％ ②ꎮ

表 ３ 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

国别
贸易额(亿美元) 增长率(％ )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中俄 １ ０７７ ６５ ５０５ ８５ ５７１ ８０ － ２ ９ １ ７ － ６ ６

中哈 ２１４ ４６ １１７ ０７ ９７ ３９ － ２ ５ － ８ ０ ５ ０

中吉 ２９ ０１ ２８ ６６ ０ ３５ － ５４ ３ － ５４ ４ － ４７ ３

—５０１—

①
②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Ｉｎｄｉａ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ｉｎｄｉａ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

值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０２２４９ / ｚｆｘｘｇｋ / ２７９９８２５ / ３０２２７４ / ３０２２７７ / ３０２２
７６ / ３５１５７１９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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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国别
贸易额(亿美元) 增长率(％ )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中塔 １０ ６３ １０ １８ ０ ４５ － ３６ ５ － ３６ ０ － ４６ ５

中乌 ６６ ２８ ５１ ４５ １４ ８３ － ８ １ ２ ３ － ３２ ０

中印 ８７５ ８４ ６６７ ２７ ２０８ ５７ － ５ ６ － １０ ８ １６ ０

中巴 １７４ ８９ １５３ ６６ ２１ ２３ － ２ ７ － ４ ９ １７ ５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

(美元值)»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ｃｕｓｔｏｍｓ / ３０２２４９ / ｚｆｘｘｇｋ / ２７９９８２５ / ３０２２７４ / ３０２２７７ /
３０２２７６ / ３５１５７１９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从俄罗斯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情况看ꎬ俄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情况

好于其外贸整体状况ꎮ ２０２０ 年俄对外贸易总额为 ５ ６７８ ２３ 亿美元ꎬ同比下

降 １５ １％ ꎬ在俄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中ꎬ仅与印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贸易

下降幅度大于俄对外贸易整体降幅ꎬ其中俄乌贸易增幅高达 １５ ６％ ꎮ ２０１９
年ꎬ俄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总额为 １ ４９７ １ 亿美元ꎬ占俄对外贸易总额的

２２ ５％ ꎮ ２０２０ 年ꎬ俄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总额为 １ ４０７ 亿美元ꎬ在俄对外

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提至 ２４ ８％ ꎮ

表 ４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

国别
贸易额(亿美元) 增长率(％ )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俄中 １ ０３９ ６９ ４９０ ６１ ５４９ ０８ － ６ ７ － １４ ４ １ ４

俄哈 １９０ ６５ １４０ ３１ ５０ ３４ － ４ ９ － ２ １ － １２ １

俄吉 １６ ９４ １４ ５６ ２ ３８ － １０ ４ － ６ ７ － ２７ ７

俄塔 ８ ３８ ７ ９６ ０ ４２ － １５ ３ １６ ５ １５ ４

俄乌 ５８ ８２ ４６ ６０ １２ ２２ １５ ６ １９ ２ ３ ７

俄印 ９２ ５６ ５７ ９８ ３４ ５８ － １７ ６ － ２０ ７ － １１ ８

俄巴 — — — — — —

资料来源:Федеральная таможенная служба Итоги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с основ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Январь － октябрь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第二ꎬ重要合作项目推进困难ꎮ 在疫情冲击下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双边

和多边合作项目遭遇困难ꎬ这些项目涉及产业投资、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等重

要领域ꎮ 以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合作为例ꎬ目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合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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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项目有 ８０ 余项ꎬ与俄罗斯的合作项目有 ２０ 余项ꎬ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合作

项目有近 ４０ 项等ꎬ疫情对这些重要合作项目的实施进度产生重要影响ꎬ一半

以上项目被迫停工、停产或减产ꎬ造成严重损失ꎮ
第三ꎬ成员国间利益诉求不同ꎮ 当前国际格局的转换处于从量变到质变

的过程中ꎬ疫情加快了国际秩序的重构ꎬ大国间的竞争、博弈和对抗上升ꎬ美
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在下降ꎬ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影响力在上

升ꎮ 在国际秩序重构过程中ꎬ一些领域会出现权力失衡、国际合作停滞不前

的状况ꎮ 在此背景下ꎬ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区域内的利益诉求也发生变化ꎮ 俄

罗斯极力强化由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在区域内的影响力ꎬ推动“大欧亚伙

伴关系”战略的意愿更加强烈ꎬ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与中国在上合组织内

的竞争关系ꎮ 印度与美国关系日益密切ꎬ而中印关系恶化ꎬ导致中国在上合

组织框架内的一些重要倡议屡次受到来自印度方面的阻碍ꎬ在协调一致原则

下ꎬ上合组织一些重要的多边合作难以达成共识ꎮ
第四ꎬ非传统安全备受关注ꎮ 在疫情影响下ꎬ全球化趋势以及国际产业

分工和布局发生深度调整ꎮ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

期ꎬ疫情加速了国际贸易下行趋势ꎬ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放缓ꎮ 疫情发生

后ꎬ很多国家对其全球产业布局进行反思和调整ꎬ各国将在追求产业链、供应

链全球布局高效性的同时对其经济的安全性和自主性进行更多考虑和权衡ꎮ
为保证产业链和供应链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自主性ꎬ一方面价值链、供应链

及重要生活物资的本地化趋势加强ꎬ但另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的逐利性ꎬ其全

球供应链布局将更趋多元化ꎬ以供应多元化的模式来分散风险ꎮ 对上合组织国

家而言ꎬ即使是经济规模较大、政府治理能力较强的国家在严峻的疫情面前也

暴露出很多问题ꎬ公共卫生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更加突

出ꎮ 在区域经济合作中ꎬ各国也将把对经济安全的考虑置于更重要的地位ꎮ

四　 疫情背景下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方向

第一ꎬ充分发挥上合组织重要的平台作用ꎬ协调各方立场ꎬ凝聚更多共

识ꎮ 虽然各成员国对本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定位不同ꎬ利益诉求也不同ꎬ但上

合组织应成为协调各方立场的重要平台ꎬ使其在缓和、协调中印关系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ꎮ 面对疫情ꎬ各国在共同抗疫、尽快恢复合作、发展经济和保障民

生等方面目标一致ꎬ各成员国可采取共同行动ꎬ在医疗卫生、疫苗研制、应急

管理等领域积极开展合作ꎬ并以此为契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凝聚更多共识ꎮ
—７０１—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第二ꎬ加强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对接ꎮ 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资源禀

赋、经济体量、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ꎬ各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定位

不同ꎬ对参与一体化的意愿和积极性也不同ꎬ这些差异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

难以推进ꎮ 因此ꎬ应充分梳理各国经济发展战略ꎬ重视各成员国的利益关切ꎬ
找到务实合作的契合点ꎬ遵循从易到难的原则ꎬ挖掘新的合作潜力ꎮ

第三ꎬ分层次推进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经济合作ꎮ 目前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经

济合作仍以双边为主ꎬ鉴于协调一致的原则ꎬ多边合作的效率较低ꎬ成果并不显

著ꎮ 应积极推进合作机制的改革ꎬ灵活推动三边、“小多边”、“次区域”等形式

的合作ꎬ充分调动有意愿参与合作国家的积极性ꎬ提高多边经济合作效率ꎮ
第四ꎬ继续优化营商环境ꎬ提高区域内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水平ꎮ 根据世

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ꎬ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ꎬ除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两国ꎬ其
余上合组织成员国营商环境指数排名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ꎮ 中国政府成

立了针对每个营商环境指标的工作组ꎬ尤其在建筑许可、获得电力和解决破

产这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ꎬ２０２０ 年营商指数居第 ３１ 位ꎬ连续两年成为营商

环境改善最大的前十个经济体ꎮ 俄罗斯从 ２０１０ 年的第 １２０ 名跃居 ２０２０ 年

的第 ２８ 名ꎬ在获得电力、保护中小投资者和纳税这三方面有所提升ꎮ 但值得

注意的是ꎬ俄罗斯营商环境排名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可得性、行政效

率等指标的改善ꎬ而真正影响经贸和投资合作的关键指标———跨境贸易、投
资者保护和解决破产问题仍有待提高ꎮ 哈萨克斯坦、印度、乌兹别克斯坦和

塔吉克斯坦的营商环境也大有改观ꎮ 整体看ꎬ区域内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水平

仍有很大提升空间ꎬ疫情期间虽然人员与货物往来不便ꎬ但也可借此之机在

提高便利化水平上做文章ꎮ 上合组织成员国中除乌兹别克斯坦为 ＷＴＯ 观察

员国外其余均为 ＷＴＯ 成员ꎬ应充分利用这一条件ꎬ落实贸易便利化协议ꎬ降
低市场准入条件ꎻ密切海关合作ꎬ简化通关手续ꎬ提高边境管理的效率和透明

度ꎻ提高交通基础设施、通信设施及运输服务的可获得性及质量ꎻ加强各国标准

对接ꎬ标准化合作可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适用性ꎬ降低交易及合规成本ꎬ规避技

术性贸易壁垒ꎬ促进技术合作ꎬ这些都对上合组织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ꎮ

表 ５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上合组织成员国营商环境排名

国别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哈萨克斯坦 ６３ ２５

俄罗斯 １２０ ２８

中国 ８９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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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国别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印度 １３３ ６３

乌兹别克斯坦 １５０ ６９

吉尔吉斯斯坦 ４１ ８０

塔吉克斯坦 １５２ １０６

巴基斯坦 ８５ １０８

资料来源: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０ꎬ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２０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 /

第五ꎬ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ꎮ 当前全球已进入数字时代ꎬ网络型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数

字经济发展赋予新的活力ꎮ “互联网 ＋ ”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ꎬ细分领

域市场规模稳定增长ꎬ新产品、新业态层出不穷ꎬ服务模式也不断迭代创新ꎮ
为响应时代的召唤ꎬ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都很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ꎮ 目前ꎬ中
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保持领先地位ꎬ数字经济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约为 ３０％ ꎬ远超世界整体水平ꎮ ２０１８ 年数字经济发展上升为中国国家战

略ꎬ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

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ꎬ首次明确数据可作为生产

要素之一参与分配ꎬ将数字经济的作用推广到经济社会各领域ꎮ 俄罗斯政府

也将发展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ꎬ于 ２０１７ 年批准«俄罗斯联邦数字经

济规划»ꎮ 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颁布的«关于 ２０３０ 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发展目标»
的总统令中ꎬ俄罗斯将数字化转型列为五大战略方向之一ꎮ 哈萨克斯坦也实

行了«数字哈萨克斯坦»国家规划ꎬ并于 ２０２０ 年对该规划进行完善更新ꎬ将原

有的 ５ 个优先方向增至 １０ 个ꎬ根据规划ꎬ２０２５ 年前哈萨克斯坦所有行政服务

将转为线上模式ꎮ 在印度ꎬ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ꎬ电子商务、
移动支付、数字广告、在线旅游等新业态快速发展ꎬ印度政府在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领域进行了大量投入ꎮ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ꎬ发展数字

经济和政府数字化转型是提高乌投资吸引力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最重要步骤ꎬ
并宣布 ２０２０ 年为“科技、教育和数字经济发展年”ꎮ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方式ꎬ隔离期间人们通过互联网居家办公ꎬ开展线上教育ꎬ举办在线视频会

议ꎬ进行网上购物等ꎮ 疫情虽然沉重打击了实体经济ꎬ但也为数字经济的发

展创造了巨大机遇ꎬ因此ꎬ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应加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ꎬ
并以此为基础促进传统领域合作的转型升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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