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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需要克服外部阻力 

亚洲新兴经济体将面临外部需求持续低迷的挑战。由于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长期放缓，东盟出口大幅萎

缩。强劲的私人消费仍将是拉动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服务业的扩张也将推动供给侧的增长，激活

该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出行不再受限，预计将刺激该地区旅游业的快速增长。虽然外部需求依然疲软，但

新兴亚洲出口市场和区域内贸易的深入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全球经济放缓对本地区出口的影响。其他持续存

在的风险包括地缘政治紧张、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 

总体而言，2023 年东盟实际 GDP 增长将走低，但各国的发展势头各不相同。例如，印度尼西亚的GDP增长

应该会保持强劲，而缅甸的发展却持续走低。 

地区和国内需求促发展 

由于消费者信心高涨，以及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私人消费将推动经济增长。强劲的地

区需求刺激区域内贸易发展，虽然商品出口出现下滑，但仍可维持经济增长。在国际旅游业复苏以及供应

链服务、跨境服务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支撑下，该地区服务出口比重将继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

（FDI）将刺激低迷的出口行业。 

金融市场相对稳定，但货币政策实施需谨慎 

尽管整体通胀有下降，但该地区一些国家的核心通胀依然存在。及时恰当的货币政策将有助于缓解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CPI）压力，维持经济增长。尽管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千变万化，全球市场波动威胁不

断，但亚洲新兴市场的金融市场却相对稳定。例如，该地区2022年出现的货币贬值有所回升，不过资本转

移和投资持续外流的风险依然存在。货币政策制定者需注意这一点，谨慎调整政策，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

和繁荣发展。 

劳动力市场出现复苏 

发展向好的方面都将共同刺激亚洲新兴地区的劳动力市场。该地区的失业率有所下降，年轻且受教育程度

高的地区尤为明显。制定政策促进外商直接投资FDI融入全球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效果显著，特别是在电

子、纺织和汽车行业。 


	2023年东南亚、中国和印度经济展望报告——最新：逆风而上（执行摘要）
	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需要克服外部阻力
	地区和国内需求促发展
	金融市场相对稳定，但货币政策实施需谨慎
	劳动力市场出现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