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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Ⅸ　　　　

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国际组织，目前已成

为亚洲以及其他大洲有关国家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洲

乃至全球重要事务进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博鳌亚洲论坛致力于

通过区域经济的进一步整合，助力亚洲国家实现发展目标。为了

帮助亚洲经济体拓展对外交流渠道，建立更为广泛的跨区域联系，

博鳌亚洲论坛还十分关注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与合作，并自

２０１０年开始组织编写和发布新兴经济体发展年度报告。
２０１０年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报告首次定义了 Ｅ１１

（新兴１１国）的概念。２０１５年度报告仍以 Ｅ１１为主要研究对象，
介绍了一年来Ｅ１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状况，分析了 Ｅ１１内部以及
Ｅ１１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合作的进展与变化，并对 Ｅ１１未
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展望。

２０１４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Ｅ１１经济在新常态下
总体运行平稳，同时出现结构性减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数据显示，２０１４年Ｅ１１按照不变价ＧＤＰ加权计算的经济增长率为
４９％，较２０１３年下降０３个百分点。包括Ｅ１１在内的新兴经济体
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缘于支撑其增长的一些重

要因素发生了周期性改变，包括以较低利率为特征的信贷周期、

以较高价格为特征的大宗商品繁荣周期、以释放经济潜能为特征

的改革周期以及以多边主义为特征的全球开放周期都面临调整。

尽管Ｅ１１经济增速总体持续放缓，但仍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了
日益重要的角色。２０１４年Ｅ１１经济增速比发达经济体高３１个百
分点，比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总体经济增速高０５个百分点。
Ｅ１１国家的经济规模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也在日益缩小。随
着工业化、城市化、结构转型升级的不断推进，改革的不断深化，

Ｅ１１国家内需增长空间将会扩大，要素供给质量将相应得到提高，
从而创造更多拉动增长的积极因素。此外，Ｅ１１国家之间日益深
入的经济合作亦将成为推动新兴经济体发展的持久动力。

Ｅ１１国家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落实 ＩＭＦ改革方案以及推
动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等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２０１４年，Ｅ１１
国家继续致力于建设一体化大市场、金融大流通、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人文大交流，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果。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致力



　　

Ⅹ　　　　

于为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可持续发展项目筹措资金；初始资金规模为１０００亿美元的应急
储备安排有助于帮助成员国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亚太自由贸
易区建设正在取得积极进展。Ｅ１１国家在贸易投资、产业、能
源、粮食、金融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优势各具特色，相

互之间的互补性甚高，与发达经济体的合作也有新的亮点。

在世界经济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Ｅ１１经济发展的环境将更
加复杂多变，内部挑战与外部压力并存，经济复苏动力仍显不

足。展望２０１５年，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主要发达
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地缘政治经济演化与突发性事件、国际经贸

谈判与合作的进展、Ｅ１１国家新一轮改革的成效等因素，将对
Ｅ１１经济增长前景产生重要影响。在新的一年里，Ｅ１１扭转经济
下行趋势面对的压力较大，但仍将会交出一份相对较好的成绩

单。我们坚信，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并不断推动世界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平衡的方向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