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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央行 4 月 19 日将今年

印 尼 经 济 增 长 预 测 数 据 从 早 先 的

4.7%至 5.5%下调为 4.5%至 5.3%。印

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表示，这与全

球经济增长前景一致。

根据印尼央行预测，今年全球经

济增长将由早先预计的 4.5%下降到

3.5%。世界银行此前也将今年世界经

济增长预期由 4.1%调低至 3.2%。

佩 里 表 示 ，俄 罗 斯 和 乌 克 兰 之

间 持 续 的 政 治 紧 张 局 势 ，将 使 世 界

贸易出现下降。随着全球经济增长

放 缓 ，印 尼 的 出 口 增 长 将 受 到 抑

制 。 同 时 ，出 口 增 长 受 限 叠 加 全 球

能 源 和 食 品 价 格 上 涨 ，又 将 影 响 印

尼未来内需改善。

不过，近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

企支撑了印尼的出口。2022 年 3 月，

印尼出口额达 265 亿美元，环比增长

29.42%，同比增长 44.36%，连续第 23

个月保持贸易顺差。

印尼央行同时决定将基准利率维

持在 3.5%的低水平不变，与市场预期

一致。

印尼大学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经

济学家特乌库·里夫基认为，当前经济

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印尼央行需要维

持稳定的货币政策，实施有利于增长

的审慎宏观政策。

印尼金融银行宏观经济分析师艾

尔曼·法伊兹表示，印尼央行目前最关

注的是国内核心通胀率。迄今为止，

印尼的核心通胀率“仍处于温和上升

阶段”。他进一步表示：“如果核心通

胀率超过目标区间的上限 4%，央行将

开始调整利率。”

佩里此前在谈到当前能源和食品

价格上涨问题时表示，印尼央行“不会

对第一波影响作出回应”，而将在通胀

压力产生重要影响时再作反应。

印尼宝石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乔舒

亚·帕尔德德表示，印尼央行至少在

6 月前保持基准利率不变。“如果基准利率上调过快，将对需求

端产生影响，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乔舒亚估计，印尼央行下半年

才会开始加息。

乔舒亚认为，当前的关键是要判断通胀是由需求拉动还是

成本推动。目前的情况是，供给驱动为主要诱因。印尼央行表

示，如果需求方开始增加，将考虑使利率正常化。

世 界 银 行 最 新 发 布 的 南 亚 地 区 经 济

简报指出，受俄乌冲突影响，原本面临诸

多挑战的南亚经济，增速较先前恐有所放

缓。报告预测，2022 年和 2023 年该地区经

济将分别增长 6.6%和 6.3%，前一数值比今

年 1 月 所 做 的 预 测 下 降 了 足 足 1 个 百

分点。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大 背 景 下 ，南 亚 许 多

国 家 本 就 面 临 大 宗 商 品 价 格 上 涨 所 带 来

的 困 难 ，外 部 压力传导至国内，使本国金

融 市 场 更 趋 不 稳 。 俄 乌 局 势 升 级 无 疑 加

剧 了 这 些 国 家 面 临 的 挑 战 ，包 括 通 胀 走

高、财政赤字继续扩大等，有可能引发更

多问题。

由于财政失衡和外部失衡，斯里兰卡

经 济 前 景 高

度 不 确 定 ，

甚 至 一 度 宣

布 进 入 紧 急

状 态 ，许 多

人 认 为 这 个

国 家 正 在 面

临“ 严 重 的

经济危机”。

尼 泊 尔

虽 未 遭 遇 如

此 严 峻 的 形

势 ，但 同 样

有 危 机 感 ，

并 开 始 未 雨

绸 缪 。 财 政

部 、国 家 计

划 委 员 会 等

部 门 官 员 近

期 针 对 限 制

进 口 、加 强

外 汇 储 备 、

挽 救 经 济 等

议 题 进 行 了

数小时的讨论，希望通过多项措施避免可

能发生的经济危机。

印度复苏进程比其他国家好一些，但

劳动力市场复苏不完全和通胀压力居高不

下，恐会长时间制约家庭消费。

而在马尔代夫，由于化石燃料进口价

格高企对经济影响很大，加之来自俄罗斯

和 乌 克 兰 的 游 客 减 少 ，经 济 增 长 前 景

不佳。

总体来看，尽管南亚地区各国经济复

苏均有起色，但近段时间的国际政经局势

令所有国家和地区都面临不小挑战。

南亚各国遭遇经济困局有一个共同的

诱因——国家自身“造血”能力有限，经济的

稳 定 性 与 增 长 动 力 长 期 严 重 依 赖 外 部 因

素。在全球经济形势尚不明朗的背景下，这

些国家的复苏进程必然受到影响。

举例来说，疫情在过去几年间重创了

斯里兰卡的经济支柱之一——旅游业。斯

旅游业占 GDP10%，是其主要外汇收入来

源之一。疫情暴发以来，斯旅游产业一度

陷入停摆，外汇收入骤降。同时，斯主要生

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都高度依赖进口，经

济整体抗打击能力薄弱。这些因素共同导

致了该国今日的困境。

疫 情 同 样 让 尼 泊 尔 外 汇 主 要 来 源 之

一——侨汇大幅减少，尼泊尔外汇储备严

重不足，面临出现经济危机的风险。

对各国而言，摆脱当前困局的关键在于

谋求协作，同时加速推动国内经济转型，提

升“ 造 血 ”能 力 ，以 减 少 对 外 部 环 境 的 依

赖。专家认为，南亚各国若想顺利渡过难

关，必须着眼未来、消弭分歧、通力协作。

当前，“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个项目

正在帮助相关国家提升经济动能，南亚许

多国家亦是受益者。因此，各国应借“一带

一路”东风，努力提升自身经 济“ 硬 实 力 ”

以及抗风险能力，如此方能更好应对复杂

多变的全球局势。

印尼央行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陈小方

俄乌局势冲击南亚国家经济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施普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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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欲加入欧盟难成共识
仇莉娜

近日，有关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动

态不断：先是欧洲议会高票通过决议支持

乌克兰获得入盟“候选国地位”；再是欧盟

委 员 会 主 席 冯 德 莱 恩 8 日 在 访 问 基 辅 时

表示，尽快推动乌克兰入盟，争取在今夏

把 乌 方 申 请 文 件 提 交 欧 盟 委 员 会 ；紧 接

着，18 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欧盟递交

填 写 完 成 的 申 请 入 盟 问 卷 调 查 表 。 乌 克

兰入盟之势似乎看涨。

国际舆论场上关于“乌克兰何时入盟”

的 讨 论 和 预 测 逐 渐 增 多 。 大 部 分 观 点 认

为，鉴于以往经验，乌克兰的“通关路”道阻

且长，且可能没有结果；另一些分析人士则

不无担忧地表示，乌克兰若加入，恐非欧盟

之福。比如，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中央大学

经济学教授费尔南多·科利日前在西班牙

媒体撰文警告，乌克兰加入欧盟将会为整

个欧洲“带来灾祸”；美国路德维希·冯·米

塞斯研究所经济学家瑞恩·麦克马肯则指

出，乌克兰若加入欧盟，将成为欧盟资源的

“净消耗者”，这一事件将成为“迄今为止欧

洲最大‘慈善案’”⋯⋯

乌克兰加入欧盟为何引来各种质疑？

其实不难理解。

2015 年由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债问

题犹未远去，欧盟内部一些富国对于部分成

员国自身经济“虚弱”、需要长期“输血”依旧

耿耿于怀，面对乌克兰这一“欧洲最穷国之

一”“敲门”，难免心生疑虑。具体来说：

其一，加剧欧盟内部经济不平衡，特别

是发达国家与相对落后国家的分化。冷战

结束后，随着中东欧国家大批量加入，欧盟

成员国之间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经济政策

偏好分歧日显。而乌克兰 2020 年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仅为 3726.9 美元，为欧洲倒数

第二，仅高于摩尔多瓦，不到保加利亚的

40%，甚至不及德国的 8%。

其二，可能加剧欧盟内部资源分配矛

盾，滋生不满情绪。比如，瑞恩·麦克马肯

认为，几十年来，欧盟财政资源从欧洲北部

和西部流入东部和南部是一大症结，吸纳

乌克兰将使这种不匹配情况更加严重。欧

盟实施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补助计划等

时，往往需要分出更多资金投向东欧或南

欧的困难国家，特别是在英国这一会费大

国离开后，资金缺口无疑加剧了欧盟特别

是其富裕成员国的压力，更易招致法、德等

大国以及丹麦、瑞典、奥地利、荷兰和芬兰

“节俭五国”的不满。殷鉴不远，就在 2020

年欧洲新冠肺炎疫情胶着之际，欧盟峰会

上“富国”和“穷国”就抗疫财政刺激方案的

“共担债务”等问题爆发激烈争吵，原定两

天的会期最终耗时四天四夜，欧盟内部资

源分配矛盾可见一斑。

其三，加入欧盟后，会有更多乌克兰人

涌入西欧高福利国家，将进一步加剧当地

的外来移民问题、社会经济负担，增加欧盟

内部分歧。

其 四 ，欧 盟 内 部 对 俄 强 硬 声 音 将 显

著增多，恐进一步恶化欧俄关系，也使得

欧 盟 能 源 供 应 面 临 更 多 风 险 。 俄 乌 宿 怨

短 期 内 恐 难 化 解 ，而 一 旦 乌 克 兰 加 入 欧

盟 ，很 可 能 使 欧 盟 内 部 制 裁 俄 罗 斯 能 源

出 口 的 压 力 加 大 ，加 剧 严 重 依 赖 俄 能 源

的 成 员 国 与 其 他 成 员 国 之 间 的 分 歧 。 因

此 ，能 源 危 机 频 发 的 欧 洲 可 能 将 面 临 更

严 峻 的 能 源 问 题 ，而 由 此 带 来 的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等 能 源 涨 价 恶 果 ，将 不 得 不 由 欧

盟民众吞下。

其实，欧盟内部的分歧及一系列治理

难题，并非完全是由乌克兰“是否入盟”带

来的。其区域一体化进程始终在曲折中前

行，几大掣肘也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首 先 是 成 员 国 财 政 问 题 难 以 改 善 ，

多 国 财 政 赤 字 及 债 务 水 平 攀 升 。 根 据 欧

盟 委 员 会 此 前 发 布 的 秋 季 经 济 预 测 报

告 ，去 年 欧 元 区 财 政 赤 字 占 GDP 的 比 重

为 7.1% ，公 共 债 务 占 GDP 的 比 重 为

100% ，比 债 务 危 机 最 严 重 时 期 还 有 所 上

升 ，且 未 来 难 有 明 显 下 降 。 而 债 务 压 力

持 续 存 在 实 际 上 压 缩 了 欧 盟 成 员 国 尤 其

是 西 欧 和 北 欧 成 员 国 支 持 欧 盟 层 面 增 加

财政支出的空间和意愿。

其 次 是 成 员 国 利 益 分 歧 与 日 俱 增 。

欧债危机爆发后，一些南欧国家曾集体反

抗 欧 盟 的 财 政 紧 缩 政 策 ，威 胁 退 出 欧 元

区。而在难民危机中，中东欧国家坚决抵

制欧盟的“难民分摊计划”，各国一度纷纷

关闭边境，要求中止《申根协定》。当前，

欧 盟 内 部 围 绕 俄 罗 斯 提 出 以 卢 布 结 算 能

源的要求也没有形成统一立场，德国、匈

牙 利 、奥 地 利 对 于 禁 止 进 口 俄 能 源 态 度

谨慎。

此外，欧盟治理体系的深层悖论——

治理权能分裂在疫情期间更加凸显。疫情

早期，欧盟危机应对机制基本处于失灵状

态，其内部甚至出现相互截留医疗物资的

闹剧。危机的无边界性与政治、社会的边

界性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导致在疫情危

机面前，欧盟陷入治理困境，引发公信力和

合法性危机。

眼下，本就困难重重的欧盟似乎做出

一副加速通过乌克兰入盟申请的姿态，这

会否像一些分析人士所担忧的那样，最终

给欧盟民众带来更大经济负担？

总体来看，鉴于乌克兰当下的经济发

展水平落后，“拥抱”乌克兰或将给欧盟有

限的财政资源带来更大负担，同时带来更

多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得欧盟作为经济高

度一体化的组织，在诸如关税同盟、共同农

业政策、共同商业政策等方面的分歧增多，

更加难以凝聚共识。

或许正如瑞恩·麦克马肯所言，“欧盟

仍然可以接纳乌克兰为成员国，但乌克兰

将成为一个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都带来巨

大挑战的国家”。

左 图 4 月 2 日 ，

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一

家市场，商贩向顾客

展示充电式手电筒。

新华社记者

唐 璐摄

下图 4 月 13 日，

顾客在印度新德里一

家市场内购物。

贾韦德·达尔摄

（新华社发）

图为欧盟总部大楼外景图为欧盟总部大楼外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