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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改善沿线国家及中国信用水平 

作者：联合资信主权部 

2017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此次论坛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3 年多来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包括 29 位

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来自 130 多个国家和 70 多个国际组织约 1500 名代

表出席了此次论坛。 

“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落实，在中外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成果丰硕，

取得了长足进展。“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使沿线国家及中国从中受益明

显，对沿线国家及中国的信用水平总体上有正面影响。各方在此次论坛上达成

多项共识，通过了联合公报，达成了 270 多项成果，也为各方开启了经济合作

的新空间。 

一、“一带一路”推进顺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

亚期间，分别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

构想。2013 年 11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正式提出。在随后几年里，与“一带一

路”相关的规划或重大政策相继出台，相关职能机构先后建立，中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断加深，项目建设加速落地，“一带一路”取得

长足进展。 

1. “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出炉，核心战略地位确立 

近年来，“一带一路”从提出到落实，稳步推进，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

重要任务。2014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一带一路”列为国家三大战略

之一，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内印发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一带一路”正式成为中国国家战略。2015 年 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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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由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组长，

初步建立了落实“一带一路”顶层设计的国内领导和协调机制。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印发《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该文件从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

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阐述了“一带一路”的主张与内涵，提出了共

建“一带一路”的方向和任务，标志着“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完成。2016 年 3

月，“一带一路”正式列入了中国“十三五”时期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举措，成

为中国未来几年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2017 年 3 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继续成为中国 2017 年度及未来几年的主要工作任

务。 

2. 国内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一带一路”战略推进 

国家政策方面，中国各部委关于“一带一路”文化行动发展计划、信息建

设计划、中医药发展规划、金融保险业服务建设、司法服务保障等文件也于近

年出台，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已得到全方位的政策支持。2017 年 5 月 8

日，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将生态环保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

各方面和全过程，在长期建成较为完善的生态环保服务、支撑、保障体系，将

切实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保能力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 

地区政策方面，早在 2015 年 11 月，中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已相继出台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或战略规划，“一带一路”建设

实施方案衔接工作已基本完成。根据方案，各地将在多个领域推动重点工作和

重大合作项目，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经贸合作、能源资源合作、金

融合作、人文合作、生态环境、海上合作等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

断推进，中国各省区市也发文不断完善相关政策规划，保障了“一带一路”建

设的顺利进行。 

金融支持方面，一是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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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

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二是 2015 年 12 月 25 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正式成立，为基础设施建设较薄弱的亚洲国家或成员国提供资

金支持。三是通过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加强对外投融

资合作和经贸合作。四是鼓励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

债券。 

3. “五通”建设进展取得了重大成就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原则。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近年“五

通”建设进展顺利，成果丰硕，促进了中国及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1。 

政策沟通方面，一是开展双边合作，目前中国已与超过 70 个国家签订相关

谅解备忘录或协议，与 56 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二是深化多边合

作，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

合作机制带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三是推进高层互访，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8 月期间访问了 37 个国家，均提出

了“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强烈响应。四是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实现对接，如

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蒙古“草原之路”等。 

设施联通方面，截至目前，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超过 130

个铁路、公路、海运等双边和区域运输协定；与相关国家开通了国际道路客货

运输线路 356 条；“中欧班列”已开行 39 条，已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

以及亚非欧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由大型企业承建的具有示范性作用的大

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能源项目分别达到了 38 项、40 项；六大经济走廊建设

稳步推进，信息、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项目稳步落地，形成层次清晰、初

具规模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网络。 

                                            
1 相关统计来源于《坚持规划引领、有序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三周年进展报告》。 



 
 

“一带一路”倡议改善沿线国家及中国信用水平 

   

 

 

 4 / 15 

 

贸易畅通方面，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中国已对外签署自贸协定 14 个，

与 18 个国家建设了 52 个经贸合作区，在沿边重点地区设立重点开发开放试验

区 5 个、边境经济合作区 17 个。 

资金融通方面，“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催生了大量跨境投资、贸易结

算、货币流通等跨境金融需求，亚投行、丝路基金、政策性银行也不断加大对

“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力度。截至 2016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和境外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者其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

业务清算行已拓展到 20 个。 

民心相同方面，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面向中国普通旅行开放免签的国

际和地区有 21 个，施行落地签的有 37 个，便利了不同国家的民间交往；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的关于科技方面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56 项，涵盖

航天、能源、生态等多个领域，科技合作日益紧密；此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

医疗、文教合作也得到顺利推进，向 51 个国家派遣了 52 支医疗队伍，与沿线

国家累计签署 41 个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 

二、“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改善沿线国家信用水平2 

1. 完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状况，助力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状况普遍较差，且不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不均衡。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6-2017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

东欧地区在基建指数上的排名较为靠后，主要是因为这一地区基建起步较早，

目前基础设施老化的情况较为普遍；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大多数国家受经

济发展水平影响，基建状况总体较差，部分国家（柬埔寨、孟加拉国、巴基斯

坦等）基建排名处在 100 名以外；西亚地区近年来依靠石油带来的财富大兴基

建，因此排名相对较为靠前。从投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来看，各地区的平均

值均低于 30%，在基建设施落后的情况下其对基建投资的力度仍然较低，无法

满足经济增长及人民生活对于基础设施的需求。 

                                            
2 沿线国家样本见附表，共计 40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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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论坛 

图 1  沿线国家与中国基建发展水平（排名）和投资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设施联通一直是建设的优先领域。2014 年

~2016 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对外投资超过 500 亿美元，新签对外承包合同

额超过 3000 亿美元。2016 年，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

126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增速较上年（7.6%）显著提升，中国对沿线国

家的基建投资力度不断加强，极大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此外，近 3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诞生了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如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

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中缅油气管道项目等，这些项目的落地极大提高了当地

的基础设施水平，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了资金支持。其中，中国的政策性银行提供的贷款发挥了重大作用。截至

2016 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经累计服务了 9 个沿线国家和 3 个经济走廊规划工

作，发放贷款 1682 亿美元，支持项目超 600 个；进出口银行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签约项目数量超过 900 个，发放贷款超过 4500 亿元，涵盖基建、能

源、经贸、产业投资等领域。此外，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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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等新设机构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支持，有效解决了沿

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 

从经济增长情况看，2012 年~2016 年，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经济增长

较快，GDP 五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5%以上；受国际能源价格下滑影响，西亚地

区经济增速有所放缓，GDP 五年平均增长率为 3.80%左右；欧债危机后，中东

欧地区经济增长呈缓慢回升态势，GDP 五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60%。在“一带

一路”建设的助力下，我们预计未来两年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速都将有一定程度

的提升。对于一些经济总量较小的沿线国家（如老挝、缅甸等），中国对其基

建项目的投资总额相当于其 GDP 的比值已达到 50%以上，极大推动了这些国

家的经济发展。 

 

资料来源：IMF 

 

图 2  近年沿线国家经济增长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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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建投资增长或使沿线国家政府债务水平增长 

除来自于中国的投资以外，“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当地

政府，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重政府债务压力。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及公共投

资项目效率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增加基建投资会导致政府债务水平的提

升。 

近年来，沿线各国政府债务水平（一般政府债务总额与 GDP 的比值）整

体呈上升趋势，其中西亚地区政府债务水平较低，但自 2014 年以来上升了逾

10 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国际能源价格下滑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迫使

政府增加债务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政府债务水平

也有小幅增长，主要是政府在基建方面的投资增加所致；中东欧地区政府债务

水平相对较高，但自 2014 年以来总体保持平稳，甚至出现小幅下滑。 

总体看，虽然沿线国家政府债务水平不高，但多数国家政府债务水平近两

年持续增长，随着沿线国家基建项目的持续展开，沿线国家政府债务水平或将

进一步上升。 

 

资料来源：IMF，世界银行 

图 3  沿线国家政府债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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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拓宽沿线国家的外部融资渠道，提升外部融资实力 

“一带一路”沿线基建项目具有回收周期较长、资金需求规模巨大等特

点，而部分沿线国家经济发达程度较低，政府财力不足，难以独立承担大型基

建项目，对外融资渠道也极为有限。 

为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除了中国政策性银行、多边合作组织等

机构为沿线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外，中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也为“一带一路”

建设提供多元化期限和产品结构的融资支持。沿线国家通过这些融资渠道进行

海外融资有助于拓宽其海外融资渠道并积累海外融资经验，政策性的资金支持

也降低了沿线国家的海外融资成本，总体上有助于提升沿线国家的外部融资实

力。 

总体看，虽然基建投资快速增长也可能导致沿线国家政府债务负担加重，

考虑到多数沿线国家政府债务水平普遍不高，“一带一路”将极大促进沿线国

家的经济发展并拓宽其外部融资渠道，总体上有助于改善沿线国家主权信用水

平。 

三、“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信用水平带来正面影响 

1. “一带一路”使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愈发受到全球各国的关注和支持，中

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截至 2017 年 4 月，“一带一路”沿线已涵盖来自

东亚、东南亚、西亚、南亚、中亚、中东欧等超过 65 个国家或地区，占到约

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数量和近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超过 70 个国家或国际组

织与中国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建设谅解备忘录、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双多边重

要文件。 

虽然沿线国家绝大多数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但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发展不断深入，其逐渐得到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认同。2016 年 9 月，中

国与联合国签订“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以加强合作；2017 年 3 月，联合国在

决议中呼吁、敦促各方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敦促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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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加强发展政策战略对接、推进互联互

通务实合作等；2017 年 3 月，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

西兰政府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常以合作的安排备忘录》。 

2. 为中国经济转型注入新动力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常态”，面临经济增速换挡、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等多重压力，“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改善中国经济发展遭遇的一些瓶颈，

为中国经济转型注入新动力。一是中国基础设施生产技术和设备先进、经验丰

富，“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使中国的优势生产力较好地服务于“一

带一路”建设当中。二是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倒逼制造业企业加快结构

调整并向中高端升级，在发展方式上由要素规模扩张向创新驱动发展，增强中

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从而实现产业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三是随着中

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国内需求逐渐饱和，将中国的生产力用于需求巨大的沿

线国家的生产建设当中，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同时还可以打破沿线国

家的发展瓶颈，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共赢的局面。 

3. 促进中国各地区均衡发展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虽然中国各地经济取得了良好发展，但地方

经济不平衡问题也逐渐凸显，“一带一路”战略则为地方经济转型发展带来新

的机遇。“一带一路”规划将中国国内欠发达的西部内陆地区和较为发达的东

部沿海地区列为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区域，给

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及贸易带来较大增长空间。 

2016 年，中国全年 GDP 实际增速为 6.7%，经济增速下滑压力有所减轻，

但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明显。其中中西部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尤其是西藏、重

庆、贵州继续领跑全国，GDP 增长均实现 10%以上的较快增速；新疆、陕

西、甘肃等“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在服

务“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增长强劲；天津、福建等“海上丝绸

之路”重点区域得益于港口和自贸区建设发展，经济增速也较为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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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西部地区带来较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

有利于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大经济走廊、经济带建设的推

进也给中国东北地区和中部省市创造了较大的发展机遇，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各

地区均衡发展。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联合资信整理 

图 4  2016 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经济增速和人均 GDP  

4. 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日益紧密，中国贸易顺差有所扩大 

2016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约为 9535.9 亿美元，较 2015 年下降了

4.9%，主要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全球贸易发展徘徊低迷、国际市场大宗商品

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例总体上保

持增长，2016 年比重达到 25.7%，较 2015 年上升了 0.4 个百分点；出口方面，

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额占中国对外出口总额比重逐年增长，2016 年为 27.8%，

较 2015 年增长了 0.9 个百分点；进口方面，近年中国对沿线国家进口额占中国

进口总额的比重波动下降，2016 年为 23.0%，较 2015 年略下降 0.1 个百分点。 

从进出口净额看，2011 年~2015 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顺差额逐渐扩

大，2015 年为 2262.4 亿美元，较 2014 年增长了 47.2%，较 2011 年增长近 16

倍；2016 年顺差额为 2213.7 亿美元，较 2015 年略有下降，也是近年来的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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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2016 年，中国与 52 个沿线保持贸易顺差，其中与印度的顺差额最大，

达 470.7 亿美元。 

总体看，沿线国家对中国贸易的重要性稳步提升，沿线国家对中国商品和

服务需求不断增加，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顺差有所扩大，增强了中国的创汇能

力。 

 

资料来源：《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 2017》 

图 5  近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 

5. 中国企业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给中国企业带来充足的海外订单。2016 年以来，中国企

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金额保持高速增长，各

月份累计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金额增速均在 20%以上。2016 年，中国

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 8158 份，新签合同

额 1260.3 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 51.6%，同比增长

36%。从沿线国家对外承包新签合同额的行业分布看，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

是沿线国家的建设重点，两者合计占对外承包新签合同总额的比例接近 50%。 

 



 
 

“一带一路”倡议改善沿线国家及中国信用水平 

   

 

 

 12 / 15 

 

 

资料来源：商务部、联合资信整理 

图 6  近年中国与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对沿线国家的项目建设主要以承包项目和基

建实力较强的国有大型建筑企业为主，海外订单增长也将促进这类企业海外收

入大幅增长，改善企业基本面。此外，中国国内“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以及与

沿线国家贸易、金融合作日益紧密，也会给地方建筑施工企业、制造业企业和

金融企业带来新业务和新发展机遇。 

总体看，“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改善中国企业的基本面，也会带动就

业，促进税收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增长，总体上对中国的信用水平有

正面影响。 

6. “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契机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贸易、工程承包、对外

投资等都需要一种国际货币来满足结算和支付需求。人民币目前已是全球储备

货币之一，同时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导国家，沿线国家对人民币的

需求、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以及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货币职能均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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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一带一路”建设提升沿线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一带一路”建设

涉及基建、能源设施投资、贸易结算等众多领域的资金需求，也汇集了众多国

际经济金融合作项目。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导国家，在对外投资、

贸易结算等方面推动人民币的使用，扩大人民币流通规模同时促进离岸人民币

市场的发展。 

二是“一带一路”有助于扩大人民币的适用范围。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

化、国际化过程中，“一带一路”战略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突破提供有利

条件。“一带一路”连接亚欧大陆经济带，可以使人民币被全球更多的经济主

体所接受，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和需求。尤其在人民币正式加入

SDR 后，人民币在沿线国家的认可程度也将大幅提升。 

三是“一带一路”提升人民币的货币职能。“一带一路”在促进中国与周

边国家贸易往来、投资需求增加的同时，不仅增强了人民币结算货币、投资货

币和储备货币职能，还将催生更多对外金融服务，如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建立

人民币清算系统、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等，从货币职能角度助推人民币国际

化。 

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开启沿线各国合作新篇章 

一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一步提升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全

球影响力。本次论坛得到了全球众多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和响

应，除“一带一路”涵盖的 65 个国家以外，阿根廷、智利两国总统和近二十

名拉美国家部长级官员参加了本次峰会，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经济体参与

“一带一路”的意愿有所上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等重要国际组织也表达了积极的合作态度。“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各国的

发展提供了机遇，预计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之

中，“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有望持续扩大。 

二是本次论坛成果丰硕，多领域、深层次合作加速开展。本次论坛期间，

各国政府、地方、企业等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并在“五通”方面达成了 270

多项务实成果。国际运输及战略对接协定、水资源领域谅解备忘录、中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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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升级改造协议等将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

协议、海关合作文件、检验检疫合作协议等将为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提供更多

的便利，《“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将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融资体系

建设，《“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行动计划》、《“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

护合作规划》、旅游合作协议等则将“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到更广阔的合作领

域。总体看，“一带一路”建设将向着多领域、深层次的方向充分发展。 

三是“一带一路”论坛圆满结束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本次论坛期

间，中国承诺通过丝路基金、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加大对“一带一

路”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并在未来五年内从沿线国家进口 2 万亿美元的商

品，这些都为沿线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机，有助于进一步改善沿线国家的基础

设施状况，提升对外贸易水平，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另

一方面，本次论坛也向国际社会表明了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共同立场，在当今国

际上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经济发

展指明了方向，将有助于增进经济全球化的信心，为全球化发展提供新的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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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一带一路”沿线 40 个国家概况（2016 年） 

区域 国家 
人口 

（万人） 

GDP（亿

美元） 

GDP 五年平均

增长率（%） 

人均 GDP 

（美元） 

投资总额

/GDP（%） 

基建指 

数排名 

进出口总额

/GDP（%） 

政府债务

/GDP（%） 

东南亚 

文莱 42.30 111.82  -1.46 26424.43 37.30  47 105.27  3.06  

柬埔寨 1577.60 193.98  7.17 1229.61 22.90  104 142.25  32.96  

印度尼西亚 25870.50 9324.48  5.30 3604.29 34.29  56 31.27  27.85  

老挝 716.30 137.90  7.65 1925.23 - 68 70.96  67.32  

马来西亚 3166.10 2963.59  5.08 9360.47 26.06  2  115.80  56.25  

缅甸 5225.40 663.24  7.47 1269.27 22.58  - 47.32  35.79  

菲律宾 10419.50 3046.96  6.54 2924.29 23.60  91 45.84  33.71  

新加坡 560.70 2969.67  3.27 52960.73 25.34  2 218.53  112.03  

泰国 6898.10 4069.49  3.41 5899.42 22.01  84 99.91  42.24  

越南 9263.70 2013.26  5.91 2173.27 26.58  82 187.45  62.42  

南亚和 

中亚 

阿富汗 3340.00 188.86  4.39 565.44 18.72  - 30.79  8.27  

孟加拉国 16151.30 2279.01  6.47 1411.04 28.45  125  33.01  33.08  

印度 130934.60 22563.97  6.79 1723.30 31.42  42  26.99  69.54  

哈萨克斯坦 1794.70 1337.57  3.52 7452.77 28.23  49  52.77  21.08  

吉尔吉斯斯坦 610.70 65.51  4.42 1072.75 30.13  105  90.55  58.49  

巴基斯坦 19356.00 2841.85  4.06 1468.20 15.21  111  24.48  66.89  

斯里兰卡 2125.20 826.15  5.30 3887.49 29.47  57  34.68  77.34  

塔吉克斯坦 865.50 69.22  6.90 799.83 19.70  41  68.00  35.32  

土库曼斯坦 546.30 361.80  8.85 6622.41 - - 41.72  23.87  

乌兹别克斯坦 3134.30 665.02  8.02 2121.77 30.83  - 25.27  11.59  

西亚 

伊拉克 3606.70 1670.26  7.45 4630.96 - - 56.98  63.69  

伊朗 8046.00 3767.55  0.09 4682.51 31.19  90  21.28  35.00  

以色列 854.40 3183.86  3.29 37262.40 20.44  31  41.19  62.21  

约旦 697.60 387.43  2.61 5553.97 19.85  34  70.10  94.99  

科威特 422.50 1098.59  2.67 26004.71 26.12  59  81.98  18.59  

阿曼 395.70 631.71  4.70 15963.98 38.00  28  117.90  34.27  

卡塔尔 257.80 1567.34  3.86 60786.72 - 10  64.72  47.60  

沙特阿拉伯 3174.30 6396.17  3.45 20150.13 30.33  24  59.09  12.36  

土耳其 7981.50 8574.29  5.48 10742.70 28.68  74  45.42  29.10  

阿联酋 985.60 3713.53  4.28 37677.91 28.14  7  115.51  19.30  

中东欧 

保加利亚 711.40 524.18  1.86 7368.52 20.31  97 101.84  27.83  

克罗地亚 417.00 504.41  0.17 12095.48 18.89  89  66.41  84.38  

捷克 1055.40 1929.91  1.68 18286.33 26.15  54  164.64  37.67  

匈牙利 983.50 1256.75  1.94 12778.29 20.01  114  156.19  74.20  

波兰 3796.70 4675.91  2.61 12315.65 19.64  65  81.30  54.24  

罗马尼亚 1976.00 1870.39  3.19 9465.42 25.46  92  71.29  39.20  

俄罗斯 14344.00 12807.31  0.49 8928.70 25.63  88  46.50  17.04  

塞尔维亚 702.10 377.45  0.65 5376.26 18.06  115  91.12  74.14  

斯洛伐克 542.60 895.25  2.57 16498.53 21.51  102  159.13  52.27  

斯洛文尼亚 206.40 440.09  0.83 21320.16 19.70  58  135.69  78.91  

注：GDP 五年平均增长率为 2012~2016 年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IMF，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