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太地区经济展望》 
前景分化下的平稳增长 

 

概要 
随着通胀快速下降、经济增长呈现韧性，亚太地区即将实现经济软着陆。与此同时，在通胀下行速度、经济增长

的水平和驱动力、经济所处周期性阶段等方面，亚太地区各国出现了显著的差异。因此，需要根据一国的具体需

要和情况来谨慎校准政策。 

尽管处在货币政策持续紧缩、外部需求疲软不振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下，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动在2023年下半

年仍然超出了预期。该地区去年增长了5.0%，比10月份的预测值高出0.4个百分点。经济表现好于预期的情况集

中在新兴市场，这主要得益于强劲的国内需求。不过，总体通胀率在继续下降，尤其是在亚洲新兴经济体，这是

因为各国在2022年和2023年初及时收紧了货币政策，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全球制成品价格通胀下降，以及新冠疫

情之后供给能力得到恢复。然而，亚洲经济体通胀下行的速度和程度各不相同，一些经济体仍面临持续的价格压

力，而另一些经济体则面临通缩风险。  

2024年初的大多数经济活动数据都令人鼓舞。亚太地区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将小幅放缓至4.5%，较去年10月
上调了0.3个百分点，主要反映了2023年经济表现强于预期的延续效应以及政策支持的作用。预计该地区仍将是世

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对全球增长的贡献达到60%左右。如果各国继续按计划实施宏观经济政策，通胀轨迹预计

将逐渐靠拢：在通胀高于目标的经济体，价格压力将缓解；而在通胀处于低位的经济体，价格压力将回升。2025
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将进一步放缓至4.3%，中国的结构性放缓将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短期风险目前大致平衡。通胀回落，货币政策可能因此更早放松，这增大了亚洲和全球经济实现软着陆的可能

性。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增长强于预期，这对亚洲出口国来说是一个上行风险。与此同时，地缘经济割裂和地缘政

治紧张局势的加剧继续对该地区的中期增长构成严重的下行风险。在中国，房地产行业调整的深度超过预期是一

个下行风险，而政策支持力度强于预期是一个上行风险，两者都可能给中国的邻国产生溢出效应。日本退出负利

率政策的过程迄今进展顺利，缓解了此前对突然重新定价产生溢出效应的担忧。 

各国央行应确保通胀平稳回到目标水平，无论是在经历持续价格压力的国家，还是在面临通缩风险的国家。政策

制定者应继续坚定地重点关注国内价格稳定，避免过度依赖美联储的预期利率调整来作出政策决定。债务水平和

利息成本的上升给公共资产负债表带来了压力，因此有必要加大力度推进财政整顿，特别是考虑到需要额外的财

政空间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等中期结构性挑战。由于过去两年货币政策收紧的效应仍在向企业和家庭资

产负债表传导，监管机构应继续警惕地监测风险的累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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