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经济展望：亚太地区，2023年10月 
 

概要 
 

随着全球需求从商品转向服务，加之各国同步收紧货币政策，亚太地区面临的环境颇具挑战。尽管如此，该地区的经

济活动仍然保持正轨，对2023年的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约为三分之二。2023年上半年，在强劲的内部需求（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过剩储蓄的使用）和中国在疫情后经济重新开放的推动下，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超出了预期。然而，增长势头正

在放缓：中国重新开放经济带来的拉动效应正在减弱，且本地区的投资低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外部需求走弱的

响应。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总体通胀也从新冠疫情后的峰值有所回落。 

该地区2023年的经济增速预计为4.6%，高于2022年的3.9%，与2023年5月《地区经济展望》的预测基本一致。因此，

与今年3%的全球预期增长率相比，亚太地区仍然是一个相对的亮点。该地区2024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将放缓至4.2%。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放缓将对整个亚太地区的需求产生严重影响。在过去，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的上调多能抵消中国

经济的放缓。但随着全球需求正从商品转向服务、从国外来源转向国内制造商（这两个因素均使对亚太地区经济的提

振作用下降），美、日增速上调的抵消作用有所减弱。该地区的中期增速预计将进一步放缓至3.9%，这是因为中国的

结构性放缓和许多其他经济体生产率增速的下降给亚太地区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去

风险带来的威胁。预计大多数国家的通胀将在2024年回落至央行的目标范围内——快于其他地区的回落速度。 

全球和亚太地区短期经济前景的风险仍然偏向下行，但比六个月前更为平衡。如果中国的经济复苏弱于预期，则可能

对其贸易伙伴造成负面溢出效应。如果美国或亚太地区的金融紧缩突然加剧，则将抑制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特别是

高杠杆的经济体和行业的增长。从好的方面看，随着制造业和资本投资前景好转、技术周期的拐点提前以及亚洲加快

降低通胀，亚太地区实现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并将为2024年放松货币政策提供空间。地缘经济割裂带

来的风险使中期前景阴云密布，主要经济体的去风险政策可能会严重拖累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能采取一整

套全面的改革措施，则将提振该地区的中期增长前景，这对规模较小、更开放的经济体尤为如此。一些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经济体已经处于或即将陷入债务困境，它们面临着再融资风险。全球升温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正在增加，尤其

是对亚洲一些最脆弱的国家。 

央行应坚持实施政策，确保通胀持久地保持在适当的目标水平。从紧的货币环境会给金融稳定带来压力，因此，加强

金融监管、警惕监测系统性风险、实现处置框架的现代化都是至关重要的。可信的中期财政框架和财政整顿可以保障

预算回旋空间和债务可持续性。 

与新冠疫情前的趋势相比，中期产出的损失巨大，不平等问题也依旧严重，因而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区域增长战

略。加强多边合作、减轻全球割裂产生的影响，对亚洲的中期前景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整个亚洲范围内各国实施的

去风险战略所带来的风险，使促进生产率增长，推动绿色转型、确保包容性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性政策变得更为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