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盟+3《 2020 年区域经济展望》要点 

第一章: 宏观经济展望与挑战 

 

 2020 年的开端不平凡。这对东盟与中日韩（10+3）地区是一个考验。由于美中贸易紧张局势

和外部需求普遍疲软，2019 已经是令人不安的一年。尽管如此，由于本地区坚实的宏观经济

基本面、稳健的金融体系以及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预估该地区经济增长了 4.8％（较 2018 年

有所下降）。 

 

 贸易冲击是 2019 年经济放缓的主要因素。区域出口受到关税措施和美中贸易冲突反复的负面

情绪打压。中美关税排除、贸易和投资转移，以及由中国和东盟游客推动的强劲旅游业等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影响。 

 

 预计 2020 年东盟与中日韩地区的经济增长将急剧放缓至 4.2％。AMRO 估计，新冠肺炎疫情

（COVID-19）的爆发将使中国经济增长下滑 0.7 个百分点，随之而来的影响将波及东盟与日

韩地区。主要风险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大流行，持续时间和严重性难以估量，对 G3

（美国、欧盟、日本）增长的影响也不确定，另外，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也可能重新出现。 

 

 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市场波动。3 月，当美元的资金压力导致资产

被广泛抛售时，股票市场的波动达到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水平，美联储两次意外地在联

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间隙总共紧急降息 150 个基点，并启动了 7000 亿美元的大规模量化宽

松计划。 

 

 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将影响区域增长轨迹和结构。继 2020 年上半年增长疲软之后，

AMRO 预计下半年区域经济活动将在制造业带动下强劲反弹。区域制造业将受益于全球半导体

和资本支出周期回升以及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积极情绪。短期内，预计服务业特别是旅游

业将受到重创，但一旦大流行消退，服务业将逐步恢复。 

 

 及时熟练地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对于该地区 2020 年的增长至关重要。需要强调的是，大多数东

盟与中日韩经济体仍具有一定的政策空间以应对正在发生的冲击。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

行的幽灵笼罩在世界上空，区域内的政策制定者将需要利用这些政策空间来促进增长，同时维

护金融稳定。 
 

 

 
 
 
 



 

第二章: 全球价值网络中的东盟+ 3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东盟与中日韩地区已经变得更具韧性，并且发展迅猛。这期间，该地区强

劲地摆脱了危机，妥善应对了全球范围内影响其增长的因素，并利用了技术进步与区域一体化

带来的机会。 

 

 全球都在向技术驱动的“新经济”过渡。没有任何部门会长期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发展中和新

兴经济体（包括东盟与中日韩地区的经济体）只有有限的时间开发应用新技术和提升生产价值

链，包括跨境生产价值链。 

 

 本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长期拥抱了出口制造战略。这一战略屡试不爽且目前仍然适用。这些经

济体应该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其作为进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切入

点，并不断提升其在技术价值链的地位。发展服务业是提高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第二个动

力，可以与出口制造战略并举。 

 

 虽然目前全球经济疲软，反全球化情绪也在上升。但是，该地区现在既是生产大国，又是最终

需求的巨大来源，因此虽然面临挑战，仍然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在中国的引领下，该地

区在提高收入上取得了迅速进步，如今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和中产阶级的出现使该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产品和服务市场。区域内的需求已成为该地区

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该地区应保持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和投资的开放。 

 

 在供给方面，区域经济体应利用新的数字技术来满足该区域不断增长的需求。新的增长模式包

括通过促进行业开发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区域和全球的定制需求，这创造了更多的增长机会。本

地区还有扩大国内生产能力的空间，以减少不时发生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断带来的冲击。 

 

 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尤其是东盟经济体，必须保持开放，进一步一体化，以保持经济增长后

劲。区域经济体需要发展硬性和软性基础设施并保持互联互通，审查和修改政策和监管框架，

以促进商品和服务的跨境流动以及无缝支付。 

 

 政策制定者需要开发人力资本，促进熟练劳动力和专业人员更自由的跨境流动，并建立有力的

社会保障体系以保护工人，包括零工经济中的工人。新经济重视创新、创造力和软技能，而零

工经济可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虽然令人十分遗憾，但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却为该地区提供了一个机会，展示其集体抵御冲击

的能力，致力于维护和加强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体的共同长远利益。虽然有一些分歧，但该区域

各国有足够能力应对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