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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

2024 年度报告

报告概要

2024年仍将是全球经济动荡和分化的一年，亚洲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严峻，

同时需要应对好内部挑战。但是，亚洲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动能仍然强劲，

2024年总体经济表现值得期待。

亚洲经济仍将维持较高增速，2024年亚洲 GDP规模占全球比重预计为 49%。

在经济增长方面，尽管面临各种外部经济挑战，亚洲经济仍将维持较高增速。在

相对强劲消费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亚洲经济增速有望高于 2023 年，并达到

4.5%左右。亚洲仍将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地区。从 2024年亚洲不同地区的经

济增长表现来看，东亚地区经济增速预计与 2023年持平为 4.3%；南亚地区经济增速预

计从 2023年的 5.4%上升到 5.8%，继续居亚洲各地区的首位；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速可

能从 2023 年的 4.5%降至 4.3%；西亚地区的经济增速则有望从 2023年的 2.5%上升至

3.5%。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24年亚洲经济体 GDP规模占全球之比预计为

49.0%，较 2023年提高 0.5个百分点。

在就业方面，受经济形势持续疲弱影响，2024年全球就业不甚乐观，但亚洲整体

失业率低于全球水平。2024年人口和劳动力较多的东亚和南亚地区就业增长相对疲弱，

可能拖累亚洲整体就业增长低于全球就业增长。除东亚地区外，亚洲其他地区的就业

增长率均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不过，从失业率来看，2024年亚洲经济体总体情

况将好于全球水平。2024年亚洲整体失业率为 4.71%，明显低于同期 5.16%的全球失业

率。

在收入方面，多数亚洲地区全职岗位每周总工时有所增加，但收入增长仍面临较

大压力。2024年，多数亚洲地区全职岗位每周总工时将全面超过疫情前的 2019年水平。

其中，东南亚地区较 2019年增长 2.5%，南亚地区较 2019年增长 7.5%，中亚和西亚地

区较 2019年增长 18.9%；但东亚地区预计较 2019年低 1.4%。预计亚洲地区收入水平

难以得到较大幅度提升，部分地区甚至还会出现下降。由于各部门的收入差异很大，

国内收入不平等可能随之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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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价方面，亚洲地区通胀压力将进一步缓解，部分低通胀国家的物价也将回暖。

在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货币政策紧缩等因素推动下，多数亚洲经济体通胀水平在 2023

年有所下降。展望 2024年，亚洲经济增长、收入水平和汇率变化以及全球大宗商品价

格和国际运输成本等因素将决定亚洲地区通胀走势。总体来看，预计 2024年多数亚洲

经济体通胀压力将会进一步缓解，更多经济体通胀水平将回归至央行目标区间，但部

分通胀水平较低的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将会出现上升。黎巴嫩、土耳其、伊朗、巴基斯

坦等国可能仍将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

在贸易与投资方面，亚洲有望扭转 2023年的下行趋势。受全球经济增速下降、地

缘政治冲突、国际金融环境依然偏紧等因素影响，2024年亚洲乃至全球贸易与投资增

长可能面临较大压力，同时面临供应链分化的冲击。但是，亚洲数字贸易加速发展和

旅游业复苏加快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经贸安排持续推进，亚洲

价值链和产业链重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效应有望逐步显现，亚洲贸易与投资也

将因此增添新的动力。

在金融市场方面，亚洲主要国家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以及银行业将趋

于稳定。2023年，较多亚洲经济体股票指数上涨、货币贬值，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回落

以及银行部门不良贷款率出现下降。2024年，得益于经济稳步复苏以及外部货币政策

紧缩步伐放缓等因素，多数亚洲经济体股票指数或将延续反弹态势、汇率上行、十年

期国债收益率持续回落以及银行部门不良贷款率进一步下降。

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

从 2022年数据看，全球对亚洲货物贸易的依存度保持稳定（达到 38.8%），亚洲

经济体对亚洲货物贸易的依存度保持在 57.4%的高水平，RCEP和 CPTPP经济体对亚

洲的贸易依存度分别为 58.4%和 50.4%。中国和东盟的货物贸易中心地位保持稳定。中

国的货物贸易出口竞争力优势明显，对其他亚太经济体的出口贸易持续增长，对东盟、

印度的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 19.2%和 23%，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区域价值链的韧性与

调整。展望 2024年，中国、东盟国家、印度的经济较快增长将加大亚洲区内贸易的需

求。

在全球贸易保护加剧的背景下，2022 年全球价值链产品对亚洲的依存度从 2021

年的 0.47下降到 0.43。其中，对中日韩的贸易依存度较 2021年均出现下降，不过中国

2022年的数值依然高于新冠疫情前的 2019年，体现出中国工厂的韧性和竞争力。2022

年，中国外贸“新三样”相关的中间品的贸易依存度的增速达到 10%左右。全球价值

链产品对东盟的贸易依存度稳步提升，增长到 0.11。

2022年，亚洲服务贸易呈现出明显的复苏和增长趋势，首次实现了服务贸易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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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高达 405.52亿美元。这一变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反映了亚洲服务贸易结构的

优化和服务出口能力的增强。近年来，出口到区域内的服务业均高于出口到区域外服

务业，进口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对区内服务业增加值的进口明显高于对区外服务业增加

值的进口。由于地理相近，亚太经济体服务业一体化水平提高，对区域内各个经济体

疫情后服务业贸易发展和经济生产的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

亚洲数字订购贸易蓬勃发展，数字交付贸易增长迅速。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最大

的零售电子商务市场。2023年，中国（第一）、日本（第四）、韩国（第五）、印度

（第六）的零售电商市场销售量在全球排名在前十以内。2022年，亚洲数字服务贸易

出口占全世界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的 27%；同比增速为 10.04%，位居世界第一。2022年，

中国、印度、新加坡和日本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前十名中分列第五、七、八

和十位。印度、中国、新加坡、日本在出口额前十名中分列第四、六、八和十位。平

衡数据流动与隐私保护的需要对数据保护规则制定至关重要。

过去两年，随着全球逐步从疫情中恢复，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入境旅客人次有明显

增长，2023年增长居全球各区域之首。2022年，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入境旅客人

次同比增幅排名前三。其中，中老铁路开通为老挝旅游业带来巨大收益。2023年亚太

地区入境旅客增长率达 155%。2022年，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新加

坡的入境旅游市场对亚洲的依存度排在前列。中国台湾、韩国、美国的旅游出口对亚

洲的依存度较疫情前 2019年降幅最大。2023年来，亚洲许多经济体进一步简化了与邻

国的入境签证要求，亚洲旅游业前景值得期待。

2022年，亚洲经济体投资韧性很强，区外资金对亚洲的投资占比有所上升。亚太

的 FDI流入金额达到 8094亿美元，同比增长 6.76%，占全球 FDI流入的比重高达 62%；

亚太经济体 FDI 流出的金额达到 75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16%，占全球流出的 50%

以上。2022年，亚洲以外国家对亚洲的投资剧增和来源多样化，使得亚洲内部的引资

指数首次降到 50%以下，为 46.17%。但是，亚洲的主要外资来源地仍是亚洲内部。2022

年，中国、中国香港、印尼、新加坡投向亚洲的直接投资均占各自 FDI 流出的 60%以

上，中国是亚洲的主要投资引擎。同时，中国与东盟获得的区内投资占比最高，分别

为 13.02%和 12.04%。从东盟内部看，印尼、越南等经济体外资流入制造业占全行业吸

引外资的比重在 50%以上。

2022年，亚洲经济体将 18%的组合投资资产配置在亚洲。亚洲经济体组合投资流

出存量达 10.4万亿美元，同时吸收了 8.8万亿美元的组合投资。日本的组合投资存量

最高，达到 4万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1万亿美元；中国的组合投资存量首次超过 1万

亿美元，同比增长 5.5%。随着主要经济体降息预期浓厚，亚洲资本市场将对国际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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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吸引力。另，亚洲国家间服务于贸易、投资以及旅游的跨境支付快速发展。互联

互通提升，实时支付和数字化支付手段快速增长，支付成本降低，有力支持了实体经

济融合，并推动了本币在跨境交易中的使用。

四大热点议题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取得积极进展，RCEP升级将更加有效应对

世界经济碎片化的不利影响。作为当前全球人口总量、经济总量和货物贸易量最大的

自贸区，RCEP自对所有签署国全面生效以来，通过不断释放制度红利，助推区域内贸

易投资蓬勃发展，产业链供应链联系更加紧密，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经济一体化注

入强劲动力，为世界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贡献新的力量。为更加有效推进区域经济一

体化和应对世界经济碎片化，RCEP还需进一步升级规则标准，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

进一步扩大成员范围。

“全球南方”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推

动力量。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全球南方”经济实力的日益增长直接为全

球发展治理注入了日益强劲动力。2000-202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的

平均值为 5.2%，预计未来 5年，将达到 4.0%。同时，“全球南方”反对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

方向发展。“全球南方”倡导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平等有序的经

济全球化和推动务实高效的全球经济合作。

服务贸易协定（RTA）在全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亚洲经济体

签署服务贸易 RTA的区域主要来自亚洲内部。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文莱、中

国香港积极推动达成服务贸易 RTA，涉及金融、电信、医疗、教育和旅游等多个关键

领域。RCEP、CPTPP以及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等双边与多边协定在促进区域内服务贸易

自由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不过，亚洲服务贸易 RTA的发展也面临不平衡的挑战，

包括多数经济体内部服务业监管规则与高标准服务贸易开放的国际规则存在适配问题，

以及区域及行业间的发展不平衡。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将为亚洲发展与合

作提供新的机遇。人工智能正由“用计算机模拟人的智能”转向“机器+人”、“机器

+人+网络”和“机器+人+网络+物”三个方向。人工智能产业呈现出创新技术群体突破、

行业应用融合发展、国际合作深度协同等新特点，不仅显著提高了生产率，而且在持

续改善人类福祉方面潜力巨大。但是，人工智能也不可避免地在就业、财富分配、合

规使用等方面带来有意或无意的附带影响。如何合理开发和利用人工智能正成为亚洲

各国合作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