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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区域可以抓住绿色技术这个概念，投资于该领域并将其打造成为自身的优势。  
 

世行东亚与太平洋区域首席经济师内鲁（VikramNehru）昨天在政策研究院（IPS ）举办的

座谈会上表示，东亚地区的投资率比发达国家高，因此，东亚国家可以把握住气候变化这个发展

契机，让绿色技术成为该区域的增长动力之一。  
 
在全球都呼吁节能减排、打造绿色可持续经济的同时，不少亚洲国家已经率先发展该领域的

技术。  
 
内鲁指出，韩国目前就成为绿色技术方面的佼佼者，中国也大力投资高铁，并进军美国市场，

有望参与美国加州的高铁建设。不过，他也提到，这方面的发展还需要提升区域间的合作以及风

险管理机制。  
 
随着全球需求上扬和消费情绪迅速恢复，东亚各经济体已经逐渐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不久

前世行大幅度调高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测，预计东亚发展中国家经济今年将增长 8.7％，

中国经济预计将增长 9.5％。  
 
尽管经济逐渐好转，但内鲁指出，目前的经济增长仍主要以振兴配套为推动，各经济体需要

思考何时解除各项振兴计划。  
 
他建议，可再观望一阵子，等到本财年结束、获得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时，再采取合适的

撤除计划，也可以在明年的预算中推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各国为对抗经济危机而推出的振兴经济计划虽然成功让东亚经济走出低谷，但也造成了资产

价格的迅速攀升，中国房地产市场就存在泡沫隐忧。  
 
内鲁指出，现在欧洲市场的问题以及其他风险正在减弱，在本区域内部，也有很多人担忧中

国资产存在泡沫，但内鲁“并不认为这是个巨大的风险”。  
 
他说，在过去的 20 年，中国出现一系列的经济过热和冷却过程，正如目前所看到的一样，

相信中国政府能够控制资产价格的攀升，中国政府也正在采取措施谨慎对待这一问题。 
 

        内鲁也认为，中国目前面对的短期挑战是应对逐渐显现的通胀压力，中期问题则在于让经济

重新取得平衡，不过，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进行调控，其中人民币兑换率就是一个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