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概述 

持续的全球政策不确定性、扭曲的贸易措施和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长放缓等不利因素正影响着亚

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尽管该地区仍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三分之

二，但自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发布以来，该地区近期增长前景已显著恶化，且风险偏向

下行。  

亚洲经济增速预计2019年和2020年将分别放缓至5.0%和5.1%（相比4月的预测分别降低0. 4个和

0.3个百分点）。受扭曲性贸易措施和不确定的政策环境影响，商品贸易和投资增长明显放缓，

正在拖累经济活动，尤其是制造业。主要发达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及相应缓和的金融状况正缓

解亚洲经济体增长放缓带来的影响，但却可能加剧该地区的金融脆弱性。经济前景外部下行风险

包括，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深化，主要贸易伙伴增长弱于预期，油价上涨以及英国“无

序脱欧”。地区内的风险包括中国经济放缓速度超出预期，地区紧张局势恶化，如日韩双边关系， 
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以及更加频繁的自然灾害。  

考虑到增长预期放缓，宏观经济政策应利用现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在必要时稳定国内需求。

当局应主动调整金融部门政策，确保放松金融条件不会导致金融稳定风险进一步累积。在企业和

家庭部门风险敞口值得担忧的国家，当务之急是降低两个部门的杠杆率。周期性放缓也提高了推

进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以便在中期为高速、包容和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在此过程

中，必要的改革包括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例如降低服务贸易的非关税壁垒，放宽投资限制；

持续投资于民众，升级人力资本，同时增加女性和青年权能；实施刺激劳动力供给的政策，包括

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缩小基础设施缺口并加强监管框架；采纳更积极的措施来减缓气候变

化的驱动因素，同时建立财政缓冲来应对更加频发的自然灾难。 
 
本期《地区经济展望》还包括两项单独发布的主题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a，2019年b）。

第一项研究调查了亚洲政策制定者如何管理国际资本流动。虽然资本流动通常是有益的，但研究

发现，资本流动可能规模较大、波动性较高，对于资本流入经济体来说具有破坏性。政策制定者

广泛使用外汇干预来减缓不稳定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冲击，尤其是对于资产负债表错配普遍且金融

市场深度不足的国家。为应对通胀和增长冲击以及美国利率、汇率和信贷增长，当局已动用货币

政策。同样，宏观审慎和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已对一系列外部、国内宏观层面以及国内金融稳定问

题做出了应对。因此，相关证据显示，在面临外部金融冲击时，亚洲国家通常动用工具箱来实现

多重目标。这种基于数据的分析有助于人们不断思考如何管理亚洲和其他地区不稳定的资本流动

和汇率。 
 
第二项主题研究调查了如何进一步加强占到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对全球增长的贡献超过15%的

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到2030年预计该地区将有1.5亿新增劳动力，因此需要一个成功的、高质量

的并能创造充足就业的增长战略，以利用人口红利和提振潜在经济增速。为实现这些目标，南亚

地区需要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制造业和更高技能服务业的可持续扩张。加大调动财政收入能确

保增加优先项目支出和财政缩减，进一步推进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自由化，并加大对人力资本的

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