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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有增长底气和韧性
胡 艺

面对 2022 年全球性高通胀、乌克兰

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冲击，亚洲仍是世界经

济中最耀眼的增长明星之一。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

望》，预计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022 年的经济增速为 4.4%，仍显著高于

全球 3.2%和发达经济体 2.4%的预测经济

增速。展望 2023 年，尽管面临外部需求

减弱、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和国际形势动荡

等潜在挑战，亚洲经济或仍将展现其增长

底气和韧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

开发银行对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 2023 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为 4.9%和

4.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亚洲主要

新兴市场经济体将贡献 2023 年全球生产

总值增长的约 75%。特别是，中国防疫政

策调整和经济总体回升，将给亚洲经济增

长注入巨大的新动能，预计各大机构都将

调高对 2023 年亚洲经济增长的预测。

2023 年亚洲经济增长最大的底气无

疑来自中国。2023 年，中国将会更好地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经济

运行整体好转。随着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的 调 整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过 渡 后 ，沉 寂

3 年的消费需求有望逐步启动，社会消费

品零售增速预计将会大幅超过过去 3 年

的平均增速。投资需求方面，在积极财政

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等激励下，基础设施

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有望保持 2022 年的增

长态势，令人担忧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预计

将 在 2023 年 上 半 年 完 成 筑 底 后 温 和 复

苏。保持了 2 年较好增长势头的进出口

贸易，虽面临诸多外部环境不确定的挑

战，也迎来了跨境人员流动增强、跨境商

品检验检疫效率提升等利好，应能保持大

体稳定。摩根士丹利在 2022 年 12 月中旬

将中国 2023 年的经济增速预测值从之前

的 5%上调至 5.4%，充分显示了对 2023 年

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作为亚洲最大的

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的回升不仅直接拉

升了亚洲经济增速，更为亚洲和世界各国

创造了巨大的新需求，给各国商品出口、

旅游复苏、投资收益等带来巨大的增长机

遇，价稳质优的中国制造商品也为各国抗

击严重通货膨胀注入充足的信心。

2023 年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因其良

好的经济基本面，有底气保持较高增长势

头。东盟各国受益于自身充裕的劳动力

资源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带来的投

资 机 会 ，正 处 于 经 济 快 速 增 长 的 通 道。

2023 年，东盟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的内部

条件没有发生负面变化，主要挑战在于欧

美经济趋缓带来的出口放慢和全球金融

环境收紧带来的金融冲击。但是，中国经

济的回升会给东盟商品出口、投资和旅游

等带来新的红利，起到一定的对冲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23 年东盟五国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

越南）的经济增速为 4.9%，在考虑近期中

国的政策调整后，应能上调至 5%以上。

南亚的印度在度过新冠疫情的困难

期后，迅速恢复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印度

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服务业和出口

的高增长。印度近期制造业和采矿业增

长乏力，但消费者信心、电力供应和采购

经理指数等指标都好于预期，各机构都看

好印度 2023 年的增长前景。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分别

给予印度 2023 财年 6.1%、7.2%和 6.2%的

增 长 预 测 。 缓 解 通 胀 问 题 是 南 亚 国 家

2023 年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西亚主要国家在油气能源价格走高

的 2022 年取得了不错的增长表现，比如沙

特阿拉伯 2022 年的增速将超过 7%。2023

年在乌克兰危机长期化背景下，能源价格

仍可能维持高位，且西亚各国的经济转型

政策效果将逐步显现，2023 年仍有望取得

一个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稳定增速。

日本和韩国除了老龄化严重等长期

问题，还面临企业成本上涨、公共债务扩

大和出口增长遇阻等中短期问题。如不

能排除外部政治干扰，积极与亚洲各国开

展务实经济合作，其 2023 年经济增长将

面临较多挑战。亚洲开发银行对日本和

韩 国 2023 年 的 增 长 预 测 分 别 为 1.3%

和 1.5%。

2023 年亚洲经济增长也面临着三大

挑战，但亚洲地区拥有极强的韧性，或许

能顺利克服这些难题。

一是美欧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出口

增长困难。受供需两方面因素影响，美国

和欧洲正经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

胀，美欧货币当局采取少有的紧缩货币政

策稳定物价，却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总需

求，使经济衰退概率大增，也给高度依赖

出口的亚洲经济带来巨大压力。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预测 2023 年美国和欧元区的

经济增速分别只有 1.0%和 0.5%。不过，

美欧高通胀在 2022 年底逐步见顶回落，

2023 年 货 币 政 策 进 一 步 收 紧 的 空 间 有

限，市场焦虑有所缓解。此外，中国经济

回升会给亚洲各国出口带来新增长点，特

别 是 在《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等区域一体化机制作用下，亚洲

内部大市场的重要性将逐步提高。

二是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带来的大宗

商品价格高位运行。2022 年乌克兰危机

将能源和粮食等大宗商品的全球价格推

至高位，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使各国面临极

大的通胀压力。乌克兰危机呈现的长期

化趋势可能会使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保持

高位运行，对亚洲各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

胀构成冲击。但亚洲内部能源合作和交

易较为发达，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相对较

低，且本身种植大量小麦，水稻在粮食中

的占比较高，大多数国家在乌克兰危机中

的政治立场中立，受俄乌冲突的直接影响

较小。但也要警惕乌克兰危机可能的扩

大化对亚洲经济增长造成的间接影响。

三是地缘政治问题给亚洲经济增长

带来的不必要干扰。美国正致力于开展

大国竞争战略，积极在亚洲操弄、炒作

地缘政治议题，试图挑拨亚洲国家间的

关系，分裂亚洲经济一体化合作，给亚

洲经济增长制造额外干扰。但绝大多数

亚 洲 国 家 聚 焦 发 展 与 合 作 ， 无 意 选 边

站，更不可能为域外国家的一己之私牺

牲自己的大好发展前景。经过几十年努

力，亚洲各国已形成高度的政治互信，

并在此基础上打造了诸多高水平的经贸

合作体系。比如 RCEP 以及最新建立的

中国与海合会战略伙伴关系等都是亚洲

全方位合作的典范。亚洲有能力、有韧

性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合作环

境和氛围。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
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国为经济增长开“药方”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近期，韩国政府对 2023 年的经济增

长给出 1.6%的预测值，这不仅比 2022 年

6 月份公布的预测值低 0.9 个百分点，也

创出近 30 年来少有的不足 2%的低增速，

韩国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在全

球市场对韩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半导

体需求下滑的情况下，政府预测 2023 年

韩国出口将出现 4.5%的降幅。

为化解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韩

国 政 府 日 前 发 布 2023 年“ 经 济 政 策 方

向”，提出了出口、投资刺激方案和民生经

济复苏支援对策。政府决定，将以新发表

的“新增长 4.0 战略”为基础，追加构建连

接京畿道平泽至龙仁市的尖端半导体产

业园区。对此，2023 年将通过修改《国家

尖端战略产业法》，将半导体等产业技术

指定为国家尖端战略技术并加强扶持，在

60 天内迅速处理许可程序，并推动免除

以往针对总投资额超过 1000 亿韩元、国

家 财 政 支 援 和 公 共 机 关 负 担 金 额 超 过

500 亿韩元项目所必需的公共机关预备

妥当性调查程序。

政府决定大幅提升对企业投资行为

的奖励幅度。企业投资增加部分的税额

扣除率将由原来的 3%（一般技术、新成长

源泉技术）至 4%（国家战略技术）限时在

2023 年统一上调至 10%，平均税额扣除率

提高到原来的 3 倍。同时将 OLED 生产

技术等尖端显示器产业与半导体、电池、

疫苗一起指定为国家战略技术，进行集中

支援。

在资金支持方面，韩国政府设立了 50

万亿韩元规模的设施投资资金，创出有史

以来的最高值。支援出口企业的贸易贷

款额度也将从 2022 年的 351 万亿韩元增

加到 360万亿韩元，同样刷新了历史上限。

政府还计划通过每年 500 亿美元的

海外基础设施订单，使韩国在 2027 年进

入世界四大建设强国行列，主要目标锁定

在沙特“新未来城”Neom City、印度尼西

亚新首都迁移项目、波兰新机场等。此

外，韩国还计划以核电站出口战略推进委

员会为中心，集中承揽捷克和波兰的核电

站订单。政府还将新设宇宙航空厅，全力

扶持航天产业。

与此同时，为减轻民众在衣食住行方

面的经济负担，激发内需市场活力，韩国

政府推出多项政策。首先，政府为使长期

住宅抵押借款利息偿还额抵扣所得税制

度惠及更多中低收入群体，决定将适用住

宅价格上限从现行的 5 亿韩元上调至 6 亿

韩元，并研究扩大 500 万韩元的所得税扣

除限度。限额为 750 万韩元的房租税额

减免适用住宅标准价也将从目前的 3 亿

韩元上调到 4 亿韩元。其次，政府决定将

基 础 养 老 金 从 每 月 30.8 万 韩 元 提 高 到

32.2 万韩元，发放对象从 628 万人扩大到

665 万 人 。 为 提 高 幼 儿 的 教 育 、保 育 水

平，还将推进幼儿园合并，幼儿园学费支

援也将延长 3 年至 2025 年。为了应对可

能出现恶化的雇佣市场，政府决定集中研

究 65 周岁以上人士雇佣促进方案，并推

进对高龄新就业者适用失业工资。除此

之外，政府还决定将育儿期工作时间缩短

制度适用对象的子女年龄从现行的 8 岁

扩大到 12 岁，并相应放宽育儿假限制。

韩国政府还宣布对汽油、柴油、煤油

等的油类税下调措施延长至 2023 年 4 月

份，对烟煤和液化天然气个别消费税减免

15%和对购买轿车的个别消费税弹性税

率优惠措施延长至 2023 年 6 月份。同时，

政府今年将尽量避免自来水、市内公交

车、地铁等公共费用的上涨，如果价格调

整无法避免，将尽量推迟或分散时间。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

南郊，曾经的一片荒草坡上正建起一座

座现代化高楼。中国援非盟非洲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总部项目在这里拔地而起，

成为中非合作的新亮点，将为保障非洲

人民健康福祉作出新贡献。

非洲长期饱受各种传染病困扰，近

年来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更凸显了加

快构建非洲疾控体系的紧迫性。作为非

洲大陆公共卫生体系的主导机构，非洲

疾控中心于 2017 年成立，其总部临时设

在亚的斯亚贝巴市内的非盟总部内。非

洲疾控中心在非洲大陆还设有 5 个区域

合作中心，负责协调各成员国互通疫情

信息，开展疾病防控工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援建非

洲疾控中心总部，是中方在 2018 年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的对非合作旗

舰项目，是继非盟会议中心后中非合作

的又一标志性项目。中方急非洲之所

急，克服新冠疫情、地区冲突等重重困

难，于 2020 年 12 月提前实现项目破土动

工，于 2021 年 11 月完成大楼主体结构封

顶，于 2023 年 1 月完成项目一期建设。

项目预计将于 2023 年 2 月投入使用。

非洲疾控中心总部一期项目由中国

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土木）承

建，总建筑面积近 2.36 万平方米，包括

2 栋办公楼主楼、2 栋实验楼，分别设置

办公行政区、应急响应中心、信息中心、

生物实验室及专家公寓等。项目建成

后，将成为非洲大陆第一所拥有现代化

办公和实验条件、设施完善的疾控中心，

进一步提升非洲疾病预防、监测和疫情

应急反应速度，增强非洲公共卫生防控能力，切实造福非洲人民。

在 1 月 11 日举行的项目竣工仪式上，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表示，中方将

把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圆满转交给非洲朋友，由非盟负责全权运营管理。

如果非方有需要，中方也会竭尽所能，继续提供支持和帮助。相信在中非

双方共同努力下，非洲疾控中心必将为非洲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福祉作

出更大贡献，在中非关系史上写下新的绚丽篇章。

“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大楼及时保质交到非洲朋友手中，体现了中非

合作的高标准和高水平，诠释了重信守诺、高效务实的中国风范。”谈及

中非合作，秦刚表示，中国从不开“空头支票”，更不会强人所难。非洲

疾控中心总部已经巍然屹立在我们身后，这是中非双方的兄弟姐妹们

用传统友谊和辛勤汗水浇筑起来的伟大丰碑，它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告

诉 世 界 ，中 国 始 终 以 实 际 行 动 支 持 非 洲 ，中 非 关 系 的 未 来 必 将 更 加

美好。

据介绍，项目实施期间，中国土木的建设者倾集团之力积极整合资

源，争分夺秒推进项目实施，与非洲有关各方一道，力争打造世界一流

疾控中心。面对海运价格上涨导致的当地物资短缺，集团协调各家船

运公司及货运代理，优先发运疾控中心项目物资，并积极协调周边国家

项目的工人、机械赴埃塞俄比亚支援，保障项目的施工进度，项目没有

停工一天。

与此同时，中国土木时刻不忘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回馈当地社会，在

当地树立了依法合规、诚信经营、积极履责、勇于担当的中国企业形象，以

实际行动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在项目施工的高峰期，公司

曾聘用近千名当地工人，并安排中国师傅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这不仅有

效带动了当地就业，还培养了一大批掌握技术的熟练工人，得到当地社会

高度认可。

非盟非洲疾控中心总部项目竣工

—
—

中非合作新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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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1 日，中国援非盟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部（一期）项目正式

竣工。这是当天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拍摄的非洲疾控中心总

部大楼。 新华社记者 董江辉摄

多家国际机构预计，2022 年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显著高于全球和发达经济

体的预测增速。展望 2023 年，亚洲经济增长面临几大挑战：美欧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出口增长困

难，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地缘政治问题所带来的不必要干扰等。尽管

如此，亚洲经济仍将展现其增长底气和韧性。

人们在韩国人们在韩国

首尔明洞商业街首尔明洞商业街

购物购物。。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益亮王益亮摄摄

11 月月 99 日日，，泰国官泰国官

员在位于泰国首都曼员在位于泰国首都曼

谷东郊沙没巴干府的谷东郊沙没巴干府的

素万那普机场欢迎搭素万那普机场欢迎搭

乘 厦 门 航 空乘 厦 门 航 空 MFMF833833

的旅客的旅客。。

拉拉 亨亨摄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