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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Pacific Report                             APRDI    

亞 太 發 展 報 告 2022 年 11 月 21-27 日 

 

 后疫情时代世界急需稳定可靠的新机制来带动经济和科技的稳步发展。 

 台湾基层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大败，地理防线退至嘉义阿里山以南地区。  

 岸田内阁欲激增防卫费预算比例，此举将激起朝野对国家未来的热议。 

 马来西亚无法选出单一的国家领导力量，民众寄希望减少内斗抓民生。 

 

 

❖ 全球治理 

 

后疫情时代全球复苏机制缺失  

        亚太地区是世界增长引擎，

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复苏过程中

自然被寄予厚望。但是从最近亚

太领袖峰会的情况来看，短期内

世界似乎很难看到明确有效的复

苏机制。在全球经济前景迷茫、

欧洲遭遇能源危机的背景下，第

27 届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7）在 APEC 峰会前夕悄

无声息地召开也算是一个征兆。 

        因为与会各方谈不拢，

COP27 最后破例推迟两天闭

幕，但是削减化石燃料的提议最

终仍未出现在决议中。考虑到

2023 年 COP28 将在产油大国阿

联酋举行，舆论对于本世纪末升

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的目标更加

丧失信心。 

        为了打破会议僵局，欧盟在

原定会议闭幕日前一晚提出一个

计划，提议设立一个新基金，用

以解决“损失与损害”赔偿计

划，为受气候变迁影响的发展中

国家提供财务援助。但因大国的

反应冷淡也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的

协议，以至于联合国秘书长古铁

雷斯明言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

间明显存在不信任。 

        之后举行的 APEC 峰会为全

球气候合作传来积极信号，中美

之间陷入僵局的气候合作有望解

冻。但气候问题发展到最后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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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合作，碳排放还是会和国

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搅在一起，让

各国为之缠斗，因此中美两国也

未必想好要如何深入开展谈判和

引领全球的制度实践。

 

        亚太现在仍在进行着一场持

续的地缘科技贸易竞赛。而这场

旨在围堵中国的科技竞争实质上

与台海局势密切相关，太平洋西

岸的美国盟友体系，包括日本、

韩国、台湾在内的半导体设计和

生产经济体如果要密切配合美国

的战略，那就需要做出史无前例

的调整，同时暗地里展开残酷的

竞争，最后搞乱的仍是全球的产

业链和供应链。 

        台湾的龙头企业台积电、韩

国的三星和美国的英特尔明争暗

斗，这些企业将动用巨大的资金

和人力成本变动现有的产业链布

局。其中占据全球高端芯片市场

近三分之二的台积电，被迫在美

国的亚利桑那州和德州开设新厂

的同时，又在日本的熊本县也设

厂以分散市场风险，但其创始人

张忠谋却一直反对到海外设厂，

即使在美国的重大压力之下，仍

将最先进的制程放在台湾本土，

凸显出整个科技战的逻辑之艰

难。 

        后疫情时代世界急需稳定可

靠的新机制来带动经济和科技的

稳步发展，同时应对人口、气

候、文化等发展和融合的难题，

但目前仍然看不到过于乐观的信

号和趋势。 

        

 

美国加息节奏何时转折 

        本周一开始美股就以下跌开

盘，美联储鹰牌理事沃勒

（Waller）更是明言市场误读了

联储的报告，认为市场的反弹来

得过早了一些，但市场还是充斥

着美国加息步伐将趋缓的信息。        

既然美联储表示加息是为了压制

夸张的通胀水平，那么经济表现

才是加息何时趋缓的参考坐标，

而不是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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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储本周公布的月初加息

会议记录，的确有放缓加息的暗

示。记录指出美联储讨论到了货

币政策渗透到经济的滞后性，以

及衡量其效果过程与花费时间的

不确定性。联储内部经济学家首

度警告美国明年经济衰退的机率

接近 50%。决策官员也讨论到美

国公债市场的稳定性等。 

        然而美国经济最近有了一个

比较大的变化，今年美国从欧洲

进口的金额已经超过从中国的进

口，美国对欧洲的出口也在持续

增长，这种趋势会鼓励欧洲和美

国企业更多的本地制造，这涉及

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生产成

本，而成本是通胀的主要原因之

一。看来美联储需要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来判断美国经济衰退和通

胀表现的趋势。 

 

❖ 港台大湾区 

 

台湾基层选举民进党大败        

        26 日台湾举行了四年一度

的地方行政首长选举，此次选举

按惯例被视为对执政党的中期考

核，甚至会被视为下届台湾领导

人选战前哨。蔡英文领导的民进

党遭遇惨败，21 个县市长仅得 5

席，其中一席还是离岛澎湖，获

得史上最小地方执政版图。而国

民党则获得 13 席，让台湾本岛

大部分地方“染蓝”，更让民进

党尝到了自建党以来地方选举最

大败绩。民进党这次不仅输在了

数量上，更输在了质量上，让该

党的支持者感到十分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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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国民党不是仅靠点数

取胜，而是彻底将对手击倒在拳

台上。国民党这次赢回了曾经丢

掉的最重要的台北和桃园市，而

且是以绝对无可争议的优势赢

下，台北市长更是被蒋家第四代

孙、仅 43 岁的蒋万安夺得。台

北、桃园，以及强势反转的基

隆，加上原本就在国民党手里的

新北和台中，六都中的绝大部分

政治势力这次由国民党掌握，再

加上外围的民进党重镇宜兰等台

东县市，国民党不但已经相当自

信地跨过“浊水溪”，更是将民

进党的地理防线击退到嘉义阿里

山以南地区，这让一直沉浸在喜

悦中的民进党感受到了民心转变

之快带来的寒意。 

        其次，民进党差点没有保住

南台湾的票仓，更是让支持者惊

魂不定。台南和屏东一直是深绿

板块，但现任台南市长黄伟哲仅

小赢国民党谢龙介 4.6 万多票，

写下 20 多年以来台南市长选举

民进党与国民党得票差距最小的

一次；屏东县长更为胶着，民进

党当选者周春米只比国民党的苏

清泉多 11000 票而已。

 

        再从两大党议员当选席次观

察，民进党从 2018 年的 238 席

成长为 277 席，增加了 39 席，

国民党则从 394 席减为 367 席。

但从分布来看，大多数议会以国

民党席次居多，民进党只在台南

市、云林县与嘉义县拿下较多的

席次。在 2014 年、2018 年和今

年选战中，国民党皆拿了较多的

席次，国民党席次维持在四成左

右，民进党约三成，长期而言，

国民党在地方政治中仍具优势。

 

        最后，此次台湾基层民主选

举有一个结果被媒体忽略，但是

这个结果却是全台湾人民的胜

利。21 个县市长当选席位中，

新竹、台中、彰化、南投、云

林、宜兰、花莲、台东、嘉义、

屏东最后当选者都是女性，一共

10 位，占近一半。科技和文明

让女性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

来，不仅可以贡献社会生产力，

而且在政治治理方面也是妇女可

顶半边天。台北市落选的无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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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候选人黄珊珊，尽管没有当

选， 但是在没有大党支援的情

况下，得票超过 25%，实属不

易；新竹市落选的民进党候选人

沈慧虹也是女性，得票排在第

二。

 

❖ 日韩东北亚 

 

膨胀的日本防卫费—美日同盟下日本是何“算计”？      

        本周日本国内除了岸田文雄

可能即将通过改组内阁来压制党

内、社会舆论的不满声音的相关

动态新闻外，来年日本防卫费预

算也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激烈辩

论，乃至成为了内阁改组的原因

之一。 

        周三，日本政府召开了防卫

费预算的座谈会，结果一石激起

千层浪，来自于社会各界以及在

野党的反对声浪不绝。首先从防

卫费的增加比例来看，就打破了

过去在一定程度上所遵循的“有

序增加”的惯例。按照目前暂定

的比例来看，5 年后防卫费占

GDP 的总额将从 1.24%大增到超

过 2%。目前日本经济状况依旧

处于低迷，那么所增加的防卫费

从何处来？除了国债，日本政府

提出从 2023 年开始提升所得税

率和法人税率。但对于当前的日

本社会来说，增税无异于令不少

国民和企业的生存状况雪上加

霜。近期在国会辩论和其他公开

场合，目前的内阁成员对于增税

问题的答复也是表现不佳。 

        其次，下一年度的防卫费预

算膨胀也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日本

军事战略的转向，即从被动防御

转向主动出击。过往日本的防卫

费中的大头支出主要是军备的更

迭和基建维护，以及兵员待遇的

提升。但此次的防卫费中，明确

提出“参照北约标准，加大科技

研究投入，强化防卫体系”。这

无疑会引起朝野内外对于日本未

来卷入军事冲突的极大担忧，毕

竟北约作为军事安全组织，日本

一旦与北约看齐，剑指何方，不

言自明。 

        另一方面，日本在膨胀防卫

费的背后，也包含着逐步迈向

“正常、独立”国家的野望。正

如相关会议报告所两处地方所描

述的，第一，针对长程导弹的危

险，再一次强调日本需要具有主



6 

 

动地反击能力。这背后便涉及了

军工企业生产的布局和导弹技术

的引进、研发。第二，要求提升

海上保安厅的力量和海空自卫队

的联合作战能力。日本未来面对

的冲突基本都集中在海空，但根

据目前的宪法规定只有国土受到

攻击时才能反击。因此，强调多

方面的联合作战能力除了应美国

的要求，恐怕日本自己也有着未

来希望能够在修宪的同时完成军

事力量定位的转变，向联合化、

一体化的军队迈进。

 

重要信息 

        1、韩国明年经济前景暗

淡，企业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

面临退市企业的数量增加。11

月 21 日，韩国交易所对上市公

司的第三季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分

析，结果显示 9 家上市公司已经

陷入了资本被蚕食状态。年底之

前，因赤字累计而资本开始受到

减损的上市公司正在增加。 

        重灾区集中在航空业，德威

航空的资本蚕食率达 66.9%。而

韩亚航空及子公司釜山航空、首

尔航空，57.3%的资本受到减

损。该公司的负债率在去年年底

为 2410.6%，而今年第三季度上

升到了 10298%。受到新冠疫情

冲击和国际旅游的低迷，特别是

对华旅游的收入剧减，不少韩国

的航空公司处于亏本状态。同时

韩元贬值导致外汇负债增加，资

金筹措困难，更是令经营状况雪

上加霜。 

        在韩国整体经济情况依然堪

忧的情况下，国内消费疲软，出

口不振，恐怕许多无法偿还贷款

利息的“边际”企业将迅速增

加。特别是物价持续上涨，利率

上调则不可避免，企业的金融负

担会比现在更大。负债多的企业

的情况会进一步恶化，风险也可

能会扩散到投资这些企业的整个

韩国的国内外金融市场。对于韩

国政府而言，要想阻止“边际”

企业的连锁破产，必须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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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引导企业改变收益结

构。如果仅仅建议企业依靠金融

支援来延长寿命，最终只会扩大

亏损规模，陷入恶性循环。 

 

        

        2、美日韩经济同盟的小缩

影，日韩电讯商“双剑合璧”缔

结合作协议，瞄准元宇宙、6G

与媒体领域。11 月 21 日，日韩

移动通信龙头企业 SK 电讯

(SKT)和 NTT DOCOMO 表示，

双方决定在元宇宙、通信基础设

施和媒体业务三大领域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共同研究 6G 等新一

代通信网络领域的主要技术。 

        另外，双方正在讨论可以让

两家公司的在线视频服务(OTT)

产生协同效应的方案，如共同制

作电视剧和综艺等，然后由两家

公司在韩国和日本进行独家播

出。日韩的这两家电讯商都是具

有高度官方背景的，两家的合作

相信不仅仅是市场行为，更是有

着政府的穿针引线。假如放在美

日韩经济同盟的框架背景下来

看，合作领域可以说是针对中国

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不少进展的项

目。日韩通过两国的合作，整合

彼此的技术和市场，欲在下一阶

段的通信市场竞争中抢占主导

权。 

 

 

        3、日本国内政局或再生波

澜，岸田内阁走到一个新的十字

路口。根据包括朝日新闻、读卖

新闻等不少媒体的信息确认，日

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在考虑是否在

明年初再一次重新改组内阁。传

出这个消息可以说是并不让人意

外的。从近两个月的日本政府动

态来看，岸田文雄的国内施政可

以说是遇到不少“滑铁卢”，即

便是今年 8 月才改组的内阁，现

今也是风雨飘摇。 

        第一，国内通胀高企，日元

贬值过快导致社会消费、生产萎

缩，民众不满情绪爆发。在多家

进行的舆论调查中，岸田政府支

持率已经下滑到 30%左右，反对

率接近 50%。岸田文雄如果再不

想办法改变现况，恐怕会受到更

多党内不满和舆论压力。 

        第二，内阁阁员丑闻不断，

政府形象受到巨大打击。从 10

月 24 日算起，已经接连有经济

再生大臣、法务大臣和总务大臣

被更迭，而他自身近日也被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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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出在去年众议院选举中，使用

了“空白支票”，可能涉及非法

收受政治献金的问题。 

        第三，政府明年的财政预算

案受到的质疑和批判比预期更

大，目前内阁的应付能力恐不

及。明年的日本政府预算预计将

进一步膨胀，在给予社会企业和

国民的新冠“特殊补贴”、半导

体和振兴工业、防卫费等方面支

出显著增加。这势必会引起在野

党和社会舆论的激烈议论，而目

前内阁的不稳显然无助于政府明

年预算案的制定。

❖ 一带一路与南洋观察 

 

马来西亚大选：撕裂社会的新时代 

        马来西亚的大选终于落下帷

幕，其结果却是令人大跌眼镜。

此次大选中，三大政党联盟（希

望联盟、国民联盟、国民阵线）

居然没有一个赢得组建政府所需

的议会多数席位，马来西亚历史

上第一次出现“悬浮议会”。而

直到 24 日各党派协议后，才由

马来西亚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宣

布，任命希望联盟的公正党主

席、前副总理安瓦尔接任马来西

亚第 10 任总理，其后他将主导

组建“团结政府”。 

        马来西亚此次出人意料的选

举结果，不仅是马国政局混乱的

体现，也是社会各群体诉求撕裂

的反映。除了宗教因素的影响之

外，青年群体的崛起是本次选举

的一大关键变数。自 2018 年巫

统的统治结束之后，马来西亚四

年内换了三任总理，政局长时间

的混乱也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

满，特别是年轻群体，他们萌生

了强烈的“求变”意愿。加之本

次选举的选民统计采用 18 岁自

动选民登记制度，这使得本届选

民人数从上一届的约 1500 万人

增加至超过 2110 万人，增幅超

过四成。而希盟作为此前最大的

反对党，以及该盟此前推翻国阵

统治的历史，都令他们获得了年

轻选民的青睐。 

        但这事实上也并不能完全代

表该群体的诉求，他们希望彻底

改变当下混乱的政局，但“悬浮

议会”的现状意味着该国政坛的

分裂将持续下去。尽管安瓦尔是

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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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群众也期待他成为一个懂得

民间疾苦的首相，但“团结政

府”的建立就意味着新政府的领

导力和执行力或将存在弱点。 

        涵盖所有政党的大团结政

府，或许能暂时消除政党之间的

对立，减少朝野各派的对抗，从

而维持政治稳定，并带动国家经

济及整体发展。但其代价却是无

法有效落实希盟所主张的制度改

革及反贪议程。这不仅意味着其

背后的选民将迎来又一次失望，

还意味着未来马国政局的曙光也

许仍未到来。但也有相应的利好

消息，此次各大联盟的施政纲领

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改善民生的意

向，在未来团结政府施政的过程

中，这或许是一个能起到正向影

响的积极因素。

 

 

 

电动车行业的攻防战

        电动车行业正在成为全球最

重要的朝阳行业之一，各国不仅

在该行业积极地谋篇布局，市场

的攻防态势也逐渐显现。本周越

南电动汽车制造商 VinFast 的首

批电动车已正式出口到美国，这

标志着该国电动汽车工业向美国

和欧洲市场迈出一大步。与此同

时，菲律宾也宣布将取消电动车

进口关税。 

        本周菲律宾将拟定未来五年

对进口纯电动车及零部件实施

“零关税”政策的行政令文本，

以在国际燃料价格高涨背景下刺

激本国电动车消费增长。这一

“进”一“出”的消息，都反映

了东南亚国家对电动车行业的看

好，以及他们对未来行车工业发

展的判断。 

        如果说以上行为算是部分国

家的积极“进攻”态势，那德国

采购比亚迪电车的巨大阻力则展

现了国家的“防御”心态。此

前，德国最大的出租车公司席克

斯特表示，将在未来六年内，向

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购买十万

辆电动车。此言一出则迅速招致

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弹。许多议员

表示此举不仅会破坏德国自身的

汽车制造工业，还可能变相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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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监控用的间谍工具，从

而影响国家安全。 

        攻守之间的进退，也反映了

当下电动车行业所牵动的国际局

势。经济颓靡的预期下，对朝阳

行业的争夺是大国间势在必行的

国家战略。而中美作为该行业的

先发国家，处于产业链的上游，

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其

中中国的制造业大国身份，以及

政府补贴等鼓励行为，使得其研

发和制造成本在行业竞争中具有

强大的优势，这也是各国竞相与

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合作的重要原

因。 

        虽然部分汽车大国始终对此

抱有警惕，但经济上的巨大利益

也使它们难以简单地摆脱对中国

产业链的依赖。因此，为了对抗

中国汽车的崛起，未来诸如德

国、日本等汽车制造大国应该会

加大对电动车行业的投入力度，

以期能争夺该行业的优势竞争地

位，而这种转型不单会影响其自

身的产业结构，对世界经济的竞

争态势也会有深远的影响。此

外，这种竞争对于掌握相关原材

料的国家也是重大利好，如印

尼、拉美各国等。

 

 

 

法语国家凝聚力的衰落 

本周突尼斯举办了第 18 届

法语国家组织首脑会议，其邻国

阿尔及利亚的总统特本却远赴卡

塔尔参加世界杯开幕式，而拒绝

参加此次会议。阿尔及利亚作为

世界上第三大法语国家，本应是

法语国家组织的重要成员，但该

国对于法语国家的联盟却没有太

多的归属感，对该组织一直采取

抵制的态度。自 2002 年时任阿

尔及利亚总统的布特弗利卡在贝

鲁特参会后，虽然双方关系有所

改善，但阿方也仅是以特邀观察

员的身份进行。 

阿尔及利亚对法语国家组织

的抵制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其一

是源于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和文

化。法语国家组织虽然表面上是

一个文化性质的联盟，但法语背

后所蕴含的价值观才是该组织的

深层内核。这种文化与精神与阿

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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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着根本冲突的，这总会触及

到该国沉重的殖民历史。因此，

虽然法语还是官方语言，但作为

一个伊斯兰国家，阿尔及利亚近

年来始终致力于去法语化的教

育，并树立英语作为第二外语。 

这种语言转向的第二个更为

现实的原因是法国影响力的衰

落。此前阿尔及利亚宣布申请加

入金砖国家的意向，也表明了该

国在未来的主要合作伙伴和依赖

对象。事实上，在各大国争相扩

大地缘影响力的当下，法国在非

洲的影响力正在逐渐被俄罗斯和

中国蚕食。无论从经济或是政治

领域，中俄能为非洲国家带来的

现实利益显然会比法国更为诱

人。而法国现在自身的实力难以

支撑其进一步扩张影响力，其身

后的欧盟近两年来也深陷泥潭，

这也令非洲各国在取舍时愈发坚

定。目前看来，这种趋势在可预

见的时间内，可能会越发明显和

不可逆转，欧洲和非洲的联系可

能会走入逐渐疏离的状态。

  

重要信息 

        1、泰国大麻合法化正引发

社会讨论。自今年 6 月份泰国宣

布大麻合法化之后，泰国社会的

反对声浪始终此起彼伏，目前持

反对意见的群体已囊括学者、医

生、教师等多个重要的群体。反

对的原因则集中在新法案中没有

明文禁止以消闲为目的吸食大

麻，仅列明在公共场所吸大麻是

违法的。而大麻使用者和业者则

担心大麻合法化进程会因此回到

原点，从而对旅游业造成冲击。

该事件的后续发展关键在于政府

对大麻法案的修订能否平衡好各

界的需求。 

        2、澳大利亚严审关键金属

投资。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已要求

国库部、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与

其他利益相关者展开合作，审查

在锂、稀土等领域展开的外来投

资项目。结合其此前对于中国在

这些关键金属领导地位的发言，

可以推测其审查的重点对象是中

国。此前，在拜登采取行动限制

中国对关键供应链的影响力之

后，加拿大政府已令三家中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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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从三家锂矿商撤资。此次澳洲

的行为可看作是这项行动的后续

动作。 

        3、拉美地区正遭受饥饿危

机。由于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缓

慢和通胀高企不下的影响，拉美

地区陷入极端饥饿和贫困的人口

比例从 2021 年的 12.9%上升到今

年的 13.1%。其中智利可能是最

悲观的国家，该国经济可能在

2023 年陷入衰退。而经济的颓

势叠加上全球粮价的居高不下，

使得该地区的粮食危机更为严

重，贫困和饥饿正使得该地区的

民生问题更为严重，这可能也是

该地区国家集体左转的影响因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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