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要 

2021 年和 2022 年上半年，亚太地区经济体实现强劲反弹，但目前已开始出现放缓迹象。

亚太地区在第一季度基本未受到奥密克戎毒株疫情的影响，但在第二季度，由于中国经济

增长几乎停滞，影响到该地区复苏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低于预期。通胀水平虽然在去年保持

相对温和，而在 2022 年却有所上升——目前亚太地区大部分经济体的通胀水平都已高于

央行目标。亚太地区的前景面临三大阻力。第一，随着主要央行坚持抑制通胀，全球金融

环境正不断收紧，亚洲各经济体的债券收益率上升、汇率贬值。第二，俄乌战争正在拖累

欧洲经济，导致欧洲增速明显放缓，这将损害亚洲出口品的外部需求。第三，中国经济正

罕见地大幅放缓，其 2022 年的经济增速预测值将下滑至 1977 年以来的第二低位。 

2022 年，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速预计将下降至 4.0%，2023年则将小幅上升至 4.3%。以上两

个预测值自 4 月《世界经济展望》发布以来分别被下调了 0.9 和 0.7 个百分点。该地区大

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将在 2023 年进一步放缓。由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以及各国收

紧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胀预计将在 2022 年下半年见顶。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来自三

大不利因素的加剧。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亚太地区不同经济体的适宜政策各有不

同，其取决于各国的可用政策空间、经济低迷程度以及冲击的持续时间。为了稳定公共债

务，各国需要在明确的中期框架内逐步实施财政整顿，同时也应利用临时性的定向措施为

最脆弱的群体提供保障。为了遏制通胀上升，各国需要继续收紧货币政策（中国和日本除

外）。 

本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还借鉴了两项研究，它们都强调了该地区在中期面临的挑战和

风险。第二章指出，由于投资下降、生产率增速放缓和劳动力参与率降低，亚洲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将在中期遭遇巨大的产出损失。该章提出了全新的实证证据，说明了

高企的企业债务在经济衰退出现后起到了放大投资损失的作用——考虑到亚洲企业杠杆率

较高，这一传导渠道在亚洲可能十分重要。此外，学校关停和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力资本积

累减少，这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长期经济创伤。重新推动结构性改革对于提高潜在产出至关

重要。该章的分析也强调了数字化在提高生产率和提升韧性方面的作用。 

第三章侧重于研究日益增长的地缘经济分裂风险及其对亚洲的影响。近几年来已经出现了

贸易和金融割裂的早期迹象——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飙升，各国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也越

来越多。乌克兰战争进一步加剧了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这凸显出了一种风险，即贸易越

来越受到地缘政治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该章的实证分析凸显了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

导致的短期宏观经济不利结果。此外，模型模拟表明：在“更急剧分裂”的情景下（即世

界分裂成多个贸易集团），将出现巨大的永久性产出损失——这凸显出各方协调寻找解决

方案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