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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宏观经济前景和挑战
东盟+3 《2020年区域经济展望》

区域展望
由于COVID-19爆发，预计东盟+3的增长将进一步放缓

东盟+3 
（百分比）

/e 指估计； /p 指预测
东盟+3: 10个东盟成员; 中国;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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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的预测

三月份的预测

四月份的预测

四月份的预测

长期风险

网络攻击

自然灾害

气候变化

基准情况下的风险
……这可能会触发其他风险

短期内，各个经济体
可以采取哪些政策？
利用可用的政策空间
来支持增长，同时采取
措施遏制病毒传播

实施适当的遏制
措施以阻止病毒

传播

优先考虑在财务
上援助受影响的
工人和企业

适当地干预汇率
市场，并允许利用

汇率的波动以缓
解外部冲击

放松货币政策以
支持经济企稳

资料来源：《东盟+ 3 2020年区域经济展望：全球价值网络中的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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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生产力 人力资本 → 创造就业

全球经济向“新经济”的过渡给该地区带
来了机会和挑战：

一些较新的想法值得考虑：

政策建议
在增强开放性
方面发挥作用

传统的理念仍然重要：
• 充分利用制造业带动增长
• 继续增加投资，提升人力资本
• 专注于升级技术，生产力和创造就业机会

并行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
扩大向全球提供的服务业

的范围 – 多元化是关键

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政策应更
有针对性：不同部门需要不

同切入点

亚洲工厂和亚洲购物者之
间可以形成良性反馈，政

策制定者可以专注于相关
的工作

谨防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
弊端：其在国家之间，各个经
济部门之间可能有负面的溢

出效应

II.	 全球价值网络中的东盟+3
东盟+3 《2020年区域经济展望》

制造业 → 投资

“新经济”
的影响遍
及各个经

济领域

全球经济相互
联系日益紧密
但又同时又受
到保护主义倾

向的影响

“新经济”在
很大程度上
受到技术进

步的推动

“新经济”极大
地改变了跨境生
产和提供商品与

服务的方式

供应方
与其它有有共同利益

的群体一道，加强更有
针对性的努力

需求方
扩大全球对新商品和

新服务的需求

开放性 
硬/软基础结构,

连接性, 
监管框架

向技术驱动型增
长的全面过渡
如果本区域不是
新技术的起源，
那也可以在新技
术的应用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

人力资本
新经济技能集– 

创新, 创造力,
软技能

发展战略
出口导向型的
制造业仍然重
要，特别对于柬
埔寨，老挝 ， 
缅甸和越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