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太地区经济展望 

亚太经济在不确定环境下持续复苏 
 

概要 
2023 年对全球经济似乎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各国货币政策的收紧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继续拖累经济

活动，导致全球增长放缓。通胀压力持续存在，美国和欧洲的金融部门现在又出现了问题，这给本已复杂

的全球经济形势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  
 
在这一黯淡背景下，亚太地区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尽管外部需求减弱（例如 2022 年底技术出口需

求的下降）、货币政策收紧，但亚太地区的内部需求至今依然强劲，中国的重新开放提供了新的增长动

力。我们预计今年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速将从 2022年的 3.8%上升至 4.6%，比 2022年 10月《世界经济展望》

的预测上调了 0.3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该地区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将达到约 70%。中国经济正在复苏，印度的

增长也呈现出韧性，二者为亚洲的经济活力提供了主要动力。此外，我们预计亚洲其他经济体的增长将在

2023 年触底回升，与其他地区的情况一致。 
 
尽管经济前景充满活力，亚太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却不能掉以轻心。全球需求减弱带来的压力将对经济前景

造成不利影响。总体通胀已在下降，但在多数国家仍高于目标水平，且核心通胀已被证明具有粘性。尽管

欧美银行业动荡的溢出效应迄今为止较为有限，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和市场波动带来的脆弱性仍然很高，特

别是在企业和家庭部门。我们预计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速将在五年后降至 3.9%，这是其近期历史上最低的中

期预测值。受此影响，中期的全球增速预测值也是 1990 年以来的最低之一。 
 
与此同时，亚太经济前景面临着下行风险。原因包括全球和地区价格压力可能更具粘性，市场对货币政策

路径的预期与主要央行的政策沟通出现偏离，全球金融市场发生进一步动荡，中国经济增长在中期放缓对

亚洲地区产生不利的溢出效应，以及地缘经济割裂加深。  
 
各国应保持从紧的货币政策立场，直到通胀持久回落至目标范围内。但中国和日本是例外，它们的产出低

于潜在水平，通胀预期仍然温和。除非金融市场压力加剧、金融稳定受到威胁，否则央行应将货币政策目

标与金融稳定目标分离开来，利用现有工具化解金融稳定风险，以便继续收紧政策以应对通胀压力。  
 
由于公共债务高企、利息成本增加，各国需要继续实施财政整顿，一些国家还需加快这项进程——这也将

有助于抗击通胀。同时，政府应运用有针对性的措施来保护脆弱群体。为维护金融稳定，当局必须紧密监

测与企业和家庭部门沉重债务负担有关的脆弱性问题，密切跟踪金融部门的市场风险和企业信用风险敞

口。同时，当局需要开展结构性改革，通过创新和数字化提高增长潜力，加快绿色能源转型，减少全球割

裂带来的风险，确保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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