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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经济形势：东亚与太平洋（EAP）地区经济继 2021 年强劲反弹后，2022 年增速明显放缓，预

计全年增幅为 3.2%，较之前的预测低 1.2个百分点。经济放缓几乎完全归因于 GDP占地区总额 85%

的中国——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至 2.7%，比 6月份预测低 1.6个百分点。反复暴发的新

冠疫情以及限制人员流动的防控措施、前所未有的旱灾和房地产行业旷日持久的压力等因素，制

约了中国的消费、食品和能源生产以及住宅投资，而政府促进内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对房地

产业监管限制的放松未能完全抵消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 

 

本地区除中国以外的地区 2022 年经济增速则比去年提高了一倍多，上升至 5.6%。随着各国继续

解除与疫情相关的人员流动限制和旅行禁令，此前被压抑的需求得到释放，为经济活动提供了支

持。除中国以外的地区 2022年增速比 6月份的预测高出 0.8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马来西亚、

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增长高于预期——它们大多受益于货物出口的强劲反弹。斐济的增长也大

大高于预期，主要原因是旅行限制大幅放松、国际旅游恢复。而很多太平洋小岛国由于疫情反复、

入境限制仍未取消，其旅游业复苏总体上慢于世界其他地区。 

  

2022 年，本地区的消费价格通胀有所上升。尽管如此，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EAP 地区的价格

压力普遍较小，原因之一是，由于潜在增长率相对较高、复苏进程较慢以及各国广泛实行价格管

制和补贴措施等因素，本地区仍然存在负产出缺口。 

 

经济前景：2023 年中国经济活动将随着疫情管控的放松而逐渐复苏，预计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增

长率将稳步上升至 4.3%。这一水平低于 2022年 6月的预测——当时预计本地区 2023-2024年增长

率将超过 5%。这种下调是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包括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干扰、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长

期疲软以及整个地区的货物出口增长弱于预期等。预计通胀在 2022年达到峰值后会有所下降。 

在除中国以外的地区，此前被压抑的需求将释放完毕，同时货物出口料将逐步下滑，这两方面对

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超过姗姗来迟的旅游业复苏的积极影响，因此预计 2023年总体增长将放缓

至 4.7%。很多国家仍无法完全从疫情影响中恢复，预计 2023 年的产出仍将大大低于疫情前的趋

势水平；食品、能源和其他投入品价格的上涨以及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会抑制今年的经济活

动，尤其会抑制投资。EAP地区人均收入增幅预计将从疫情之前十年的年均 6.2%放缓至 2020-2023

年的 3.6%。 

在印度尼西亚，预计 2023-2024年 GDP平均增长 4.9%，略低于 2022年，主要原因是私人支出虽仍

将保持强劲但较 2022 年略显疲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在经历了 2022 年的强劲反弹后，预

计 2023年随着它们对主要市场的出口增长放缓，总体增幅将有所下降：马来西亚预计增长 4.0%，

菲律宾 5.4%，越南 6.3%。相比之下，2023 年泰国经济增长将提高到 3.6%，主要驱动因素是旅游

和交通等接触密集型行业开始复苏。对那些高度依赖旅游业的太平洋岛国经济体而言，预计边境

管制的放松和国际游客的增加也会推动产出增长（帕劳、萨摩亚）。 

风险：上述预测存在的主要下行风险包括疫情可能再次扰乱经济、中国房地产业困境久拖不决、

全球金融条件收紧幅度超出预期、全球增长放缓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破坏性天气事件更加频繁

等。如果乌克兰战争旷日持久、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继续加剧，则可能进一步损害全球商业信心和

消费者信心，导致本地区出口增长放缓幅度超出预期。柬埔寨、马来西亚、蒙古和越南等依赖大



宗商品和出口的经济体特别容易受到出口需求下滑的影响（包括对中国的出口在内）。本地区与

气候变化相关的破坏性天气事件也正变得日益频繁。 

在过去 40年里，小岛国平均每年因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相当于 GDP的 1%左右。现在它们依然非常

容易受到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这也意味着它们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国别预测                 
（除非另有说明，表中数字为年百分比变化）       
  2019 2020 2021 2022e 2023f 2024f 
按市场价格（2010-19 平均美元价格）计算的 GDP       
柬埔寨 7.1 -3.1 3.0 4.8 5.2 6.3 
中国 6.0 2.2 8.1 2.7 4.3 5.0 
斐济 -0.4 -17.0 -5.1 15.1 5.4 3.4 
印度尼西亚 5.0 -2.1 3.7 5.2 4.8 4.9 
基里巴斯 -0.5 -0.5 1.5 1.5 2.3 2.1 
老挝 5.5 0.5 2.5 2.5 3.8 4.2 
马来西亚 4.4 -5.5 3.1 7.8 4.0 3.9 
马绍尔群岛 6.6 -2.2 1.1 1.5 2.2 2.5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1.2 -1.8 -3.2 -0.5 3.0 2.5 
蒙古国 5.6 -4.4 1.6 4.0 5.3 6.4 

缅甸 
a
 6.8 3.2 -18.0 3.0 3.0 .. 

瑙鲁 1.0 0.7 1.5 0.9 1.9 2.8 
帕劳 -1.9 -9.7 -17.1 -2.5 18.2 4.5 
巴布亚新几内亚 4.5 -3.2 0.1 4.0 3.5 3.3 
菲律宾 6.1 -9.5 5.7 7.2 5.4 5.9 
萨摩亚 4.5 -3.1 -7.1 -6.0 4.0 3.5 
所罗门群岛 1.2 -3.4 -0.2 -4.5 2.6 2.4 
泰国 2.2 -6.2 1.5 3.4 3.6 3.7 
东帝汶 2.1 -8.6 2.9 3.0 3.0 3.0 
汤加 0.7 0.5 -2.7 -1.6 3.3 3.2 
图瓦卢 13.8 -4.9 0.3 3.0 3.5 4.0 
瓦努阿图 3.2 -5.4 0.5 2.2 3.4 3.5 

越南 7.0 2.9 2.6 7.2 6.3 6.5 
来源：世界银行。 

注：e=估算；f=预测。世界银行根据新信息和不断变化的（全球）情况对预测进行频繁更新。因此，尽管在某个时

间点上不同世行文件对一国增长前景的基本评估不会存在太大差异，但此处呈现的预测可能与其他世行文件中包含

的预测略有不同。 

a. 由于缅甸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里未包括对其 2023 年以后增长情况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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