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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3月26日讯（记者王子
遥/文 李昊/图） 3月26日上午，博鳌亚

洲论坛2024年年会首场新闻发布会在

博鳌举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

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年会的主题是

“亚洲与世界：共同的挑战，共同的责

任”。当前全球形势纷繁复杂，只有国

际社会共同迎接挑战，共同肩负责任，

切实加强合作，才能推动世界继续走上

和平与繁荣的轨道。

今年年会设置了“4+1”个板块议

题。“世界经济”“科技创新”“社会发

展”“国际合作”等板块议题，分别从

不同领域入手，深入分析当前亚洲与世

界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探讨世界发展中

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共迎挑战”

板块则从不同的嘉宾视角出发，探讨如

何加强合作、共迎挑战，将举行一系列

的双边对话会和企业家圆桌会。

李保东称，希望通过相关板块议题

的探讨，进一步增进各方共识，助力国

际社会的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实现可持

续发展。

李保东强调，当前世界经济增速表

现疲软，国际形势变乱交织，自然灾害

和极端天气频发，全球治理需求日益紧

迫，世界发展和安全面临诸多挑战。但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也正逐步走出疫情

的阴霾，科技创新带来了新的增长动

力。希望通过此次年会的讨论，凝结各

方智慧，团结亚洲与世界的力量，携手

向前，攻坚克难，共创未来。

发布会上，论坛发布了《亚洲经济

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4年度报告》与

《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2024年度报

告》两份旗舰报告。

记者了解到，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

年会为期4天，有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2000名代表和来自约40个国家

和地区的1100余名记者参会。大会设置

了包括开幕式、企业家对话会、分论

坛、圆桌会、报告发布会等活动，为各

方展开深入交流、开展广泛合作提供了

高层次对话平台。

南国都市报3月26日讯（记
者王子遥）3月26日，博鳌亚洲论

坛2024年年会首场新闻发布会在

博鳌举行，发布会上正式发布了

《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4

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提出，2024年亚洲经济体GDP

规模占全球之比预计为49%。

亚洲仍将是全球经济
增长贡献最大地区

《报告》提出，2024年仍将

是全球经济动荡和分化的一

年，但是亚洲经济增长和地区

经济一体化的动能仍然强劲。

在经济增长方面，《报告》认为

在相对强劲消费和积极财政政

策的支持下，今年亚洲经济的

增速有望高于 2023 年，达到

4.5%左右，仍将是对全球经济

增长贡献最大的地区。

从2024年亚洲不同地区的

经济增长表现来看，东亚地区

经济增速预计与2023年的增

速持平；南亚地区经济增速预

计 从 2023 年 的 5.4% 上 升 到

5.8%，继续居亚洲各地区的首

位；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速可能

从2023年的4.5%降至4.3%；西

亚地区的经济增速则有望从

2023年的2.5%上升至3.5%。按

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24

年亚洲经济体GDP规模占全球

之比预计为49%，较2023年提

高0.5个百分点。

亚太地区已成全球最大
零售电商市场

在就业方面，《报告》指出受

经济形势持续疲弱影响，2024年全

球就业不甚乐观，但亚洲整体失业

率预计低于全球水平。2024年，亚

洲整体失业率预计为4.71%，明显

低于同期5.16%的全球失业率。

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报告》

认为亚洲有望扭转2023年的下行趋

势。受全球经济增速下降、地缘政

治冲突、国际金融环境依然偏紧等

因素影响，2024年亚洲乃至全球贸

易与投资增长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同时面临供应链分化的冲击。但

是，亚洲数字贸易加速发展和旅游

业复苏加快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 （RCEP）等经贸安排持

续推进，亚洲价值链和产业链重构

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效应有望

逐步显现，亚洲贸易与投资也将因

此增添新的动力。

《报告》特别关注到了亚洲数

字订购贸易的蓬勃发展以及数字交

付贸易的增长迅速。根据 《报

告》，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零售电子商务市场。2023年，中国

（第一）、日本（第四）、韩国（第

五）、印度（第六）的零售电商市

场销售量在全球排名在前十以内。

RCEP升级有利于应对
世界经济碎片化影响

《报告》指出，从区域经贸规

则层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取得了积极进展，

RCEP升级将更加有效应对世界经

济碎片化的不利影响。

《报告》称，作为当前全球人

口总量、经济总量和货物贸易量

最大的自贸区，RCEP自对所有签

署国全面生效以来，通过不断释放

制度红利，助推区域内贸易投资蓬

勃发展，产业链供应链联系更加紧

密，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经济一

体化注入强劲动力，为世界经济实

现恢复性增长贡献新的力量。

RCEP通过统一关税承诺、原

产地规则、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以及其他贸易规则，最大限度整

合了区域内各成员的27个贸易安

排和44个投资协定，有效推动多边

贸易体系发展，维护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

自RCEP生效实施以来，多数

经营主体对扩大出口市场、享受便

利化措施、增加贸易机会、改善营

商环境、利用规则享惠等方面给予

积极评价。域内成员之间的产业

链供应链合作显示出较强韧性，不

仅RCEP成员受益明显，而且还产

生积极的外溢和示范效应，成为多

重危机之下带动全球贸易投资增

长的有利因素，有效缓解世界经济

碎片化的不利影响。

为更加有效推进区域经济一

体化和应对世界经济碎片化，

RCEP还需进一步升级规则标准，

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

成员范围。

南国都市报3月26日讯（记者周静泊）3
月26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首场

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

界2024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聚焦

“迈向零碳电力时代 推动亚洲绿色发展”主

题，建议亚洲各国应通过政策、产业、技术、市

场等方面多维度、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携手迈

向零碳电力时代。

《报告》指出，据麦肯锡全球碳中和模型的

测算，全球电力行业需在2050年前减少99%

以上的碳排放量，才能达到1.5摄氏度控温目

标，这意味着需要建立零碳电力系统。而亚洲

能源需求和碳排放居全球首位，据IEA预测，

到2025年，亚洲将消耗全球一半的电量。目

前，亚洲电源装机持续增长，可再生能源投资

力度加大，太阳能和风能为亚洲可再生能源发

展的重点领域，中国对亚洲能源装机发展的贡

献率超五成，对亚洲绿色能源装机发展的贡献

率约为七成。

《报告》分析，在迈向零碳电力，实现绿色

转型的过程中，亚洲主要面临电力供应安全

性、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碳关税等挑战，需要

电力系统统筹各类资源有序发展，协调各类电

源充分发挥作用，确保电力系统的充裕性和条

件能力以应对。同时还应加强网源协调，鼓励

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与电网的协调发展，包括

建立合理电价机制、制定配额制度等。

据《报告》预测，亚洲将在电力供给侧大力

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水电、核电等非化石能

源发电方式，积极推动储能设施规模化发展，构

建多元化清洁能源供应体系。《报告》指出，在应

对气候变化共识下，协同推动亚洲国家政府间

和行业层面绿色电力产业对话交流，将有力促

进亚洲绿色发展。亚洲各国应通过政策、产

业、技术、市场等方面多维度、全方位的国际合

作，建设迈向零碳电力时代的亚洲合作机制。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举办首场新闻发布会

亚洲和世界如何共迎挑战共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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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4年度报告》

亚洲经济动能仍然强劲 《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2024年度报告》

中国对亚洲绿色能源
装机发展贡献率约七成

3月26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举办首场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