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SEAN+3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2024: Highlights

13

ZH

JA

KM

KO

LO

MY

TH

VI

EN

ID

MS

第一章：宏观经济前景与挑战

全球及10+3区域经济在2023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2023年上半年，美国和欧洲持续大幅收紧

货币政策，引发金融市场短暂动荡，但通货膨胀却居高不下。下半年，全球货币政策加息放缓，金融市场趋于平稳，

美国和欧洲通胀压力趋缓，彰显了增长韧性。 

 

虽然2023年出口疲软，但10+3区域经济仍实现了4.3%的较高增速，超过2022年的3.2%，主要反映了强劲的内需。内

需旺盛并未阻碍区域通胀缓解，但核心通胀率仍处相对高位。2023年末，区域金融环境明显改善，信贷保持稳健增

长，股市价格整体回升，债券收益率有所下降，汇率水平保持基本平稳。10+3经济体外汇储备保持充裕，有效支撑

区域外部韧性。 

 

展望2024年，我们预计10+3经济体将实现4.5%的更高增速，但2025年将小幅放缓至4.2%。短期内，投资复苏、消费

坚挺将继续为内需奠定坚实基础，半导体、旅游等产业出口复苏则将为经济增长添加额外动力。中期看，10+3区域

经济增速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对2024-203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5%，有望继续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推

动力。我们预计区域通胀压力将继续回落，但由于内需较强，核心通胀率可能继续保持高位，或影响去通胀进程。 

 

10+3区域增长在短期内仍可能受多重风险因素影响，最为突出的风险包括地缘冲突局势升级、极端气候引发大宗

商品价格飙涨等。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中国经济增长低于预期、美国大选结果的潜在负面效应，以及部分主要发达

经济体陷入经济衰退。长期看，地缘政治冲突持久化、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威胁和疫情爆发都可能对

宏观金融稳定带来严峻挑战。 

 

尽管风险重重，但10+3区域积极的增长前景为其重建政策空间提供了有利契机。2023年，多数10+3经济体仍继续

推进财政整顿，但财政政策空间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同时，几乎所有央行都保持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巩固

抗通胀成效。未来一段时期，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财政缓冲，同时还需向经济增长提供针对性支持。此外，

由于通胀上行风险仍存，货币政策仍需着重锚定通胀预期。 

 

回顾新冠疫情以来的区域发展状况，尽管初期经济复苏强劲，但目前区域经济增速仍低于疫情前趋势，反映出在当

前充满挑战的全球环境下，一些正在发生的经济调整和疫情疤痕效应可能降低了区域潜在增速。值得关注的是，疫

情后的投资复苏尤为疲软。出台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和韧性相关投资的政策，尤其是中小企业相关政策，对于引导区

域经济增长重返疫情前趋势至关重要。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也将有助于提高受到疫情削弱的经济增长潜力。

本为英文原版的翻译，仅供参考。如有差异，请以英文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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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区域：AMRO对于2024-2025年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估算和预测
（百分比，同比)

经济体
GDP增长 通胀

2023e 2024f 2025f 2023e 2024f 2025f

10+3 4.3 4.5 4.2 6.3 4.3 3.7

东盟（不含老挝
和缅甸） 

– – – 2.8 2.5 2.3

+3经济体 4.4 4.4 4.1 2.3 2.1 2.0

中国内地 5.2 5.3 4.9 0.2 1.0 1.6

香港 3.2 3.5 3.0 2.1 2.5 2.3

日本 1.9 1.1 1.0 3.3 2.5 2.1

韩国 1.4 2.3 2.1 3.6 2.5 2.0

东盟 4.2 4.8 4.9 8.0 5.2 4.4

东盟（不含老挝
和缅甸） 

– – – 3.0 2.7 2.4

文莱 1.4 2.7 2.9 0.4 1.4 1.0

柬埔寨 5.3 6.2 6.4 2.1 3.1 2.8

印尼 5.0 5.2 5.2 3.7 2.8 2.5

老挝 4.3 4.7 4.9 31.2 14.3 9.3

马来西亚 3.7 5.0 4.7 2.5 2.5 3.0

缅甸 3.4 3.2 3.2 24.4 16.1 15.8

菲律宾 5.6 6.3 6.5 6.0 3.6 2.9

新加坡 1.1 2.6 1.9 4.8 3.0 2.5

泰国 1.9 2.9 3.1 1.2 1.2 1.9

越南 5.1 6.0 6.5 3.3 3.6 2.7

来源：通过CEIC和Haver Analytics获得的国家当局数据；AMRO工作人员的估算及预测。 

注：e =估算值；f =预测值；缅甸的经济增长和通胀数据基于其财政年度，即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区域总体经济增长是使用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以购买力
平价为基础）的加权平均值估算得出；区域总体通胀率使用简单平均法计算得出。

本为英文原版的翻译，仅供参考。如有差异，请以英文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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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指航未来

10+3区域在过去二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目前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然而，支持经济快速增

长的诸多积极因素正在逐步消退，不利因素却在悄然加剧。自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该区域追赶高收入

国家的步伐持续放缓。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区域经济体是在全球大趋势及其带来挑战下面临这种增长放缓，这些大

趋势包括人口老龄化、全球贸易重构以及技术变革。 

 

10+3区域人口老龄化速度要快于世界许多其他地区。据预测，该区域劳动年龄总人口将在五年后开始缩减，这将对

区域增长潜力、宏观经济稳定和财政可持续性造成负面影响。但这些不利后果并非必然，若能发展生产性老龄化，

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考虑到10+3区域不断提高的寿命预期，支持促进健康长寿的

相关政策或能推动约两亿人口在2050年前重返劳动力。 

 

全球贸易格局重构将对10+3区域久经考验的出口政策带来重要影响。地缘政治格局演变正在重构全球贸易关系，

这有利于10+3经济体适时运用其比较优势开辟新的贸易机会。值得关注的是，该区域的贸易往来趋于集中在少数

贸易伙伴之间，在高度不确定的全球经济环境下，这可能导致区域经济稳定性下降。另一方面，跨境服务贸易，尤其

是现代服务及可数字化交付服务，将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多元化发展提供重要机遇。 

 

科技发展将为区域经济体应对人口转型和全球贸易重构带来更多解决方案。医学、自动化、工作学习互联网平台等

领域的发展有助于实现生产性老龄化。高端生产技术和智能物流则有助于区域供应链更灵活应对突发性冲击。然

而，科技进步同样预示着变革。如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快速进步，已引发人们对就业前景

的担忧。当前形势下，以务实、审慎和平衡的方式迎接GenAI发展乃明智之举。 

 

应对上述挑战的最优政策组合及出台时机因经济体而异。然而，若各国内部政策能(1)重视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 

(2)鼓励创新、(3)促进包容性发展，将有助于将这些大趋势带来的挑战转化为增长机遇。 

 

人口老龄化、国际贸易格局重构和技术变革是跨越国界的长期共同挑战。10+3经济体需通过不断加强与主要经济

伙伴的包容性对话，携手促进多元化发展、基础设施升级、技术传播和劳动力流动性提升，以有效应对这些共同挑

战。无论全球经济秩序如何演变，充分发挥区域协同作用的力量，将是推动区域实现强劲并富有韧性的长期增长的

不二选择。

本为英文原版的翻译，仅供参考。如有差异，请以英文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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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区域：应对当前大趋势的关键政策选择

人口老龄化

技术变革

贸易重构

• 支持有利于生产性老龄化的政策及结构
调整

• 鼓励高龄人群（特别是女性）加入或重新
加入劳动力

• 利用技术辅助劳动力，或采用更高程度的
自动化 

• 改革养老金制度，以反映更长久、更健康
的预期寿命 

• 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劳动力流动性提升及
知识共享

• 激励创新，充分利用10+3经济体作为技术
领导者的能力 

• 加强利益相关者合作，鼓励经济体内部和
跨经济体的技术传播

• 优先考虑数字和物理基础设施建设，促进
技术适应力和整合能力

• 减少区域经济体内部和跨经济体的技术
差距，并实现以人为本的技术应用

• 加强区域合作，应对共同挑战 

• 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最大限度
降低现有壁垒 

• 促进产业竞争、提振产业能力 

• 追求更广泛的经济多元化发展，开拓新
市场，探索新型出口类型

利用技术获得长寿红利 利用技术提高贸易韧性

资料来源：AMRO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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