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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旗舰经济报告，东亚和南亚经济体面临日益加剧的阻力 

 

外部需求疲软、金融条件收紧及债务可持续性风险制约区域经济前景和可持续发展 

 

1 月 x 日，曼谷/新德里——根据联合国《2024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随着全球需求

疲软，金融条件收紧以及债务脆弱性，东亚和南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 

联合国旗舰经济报告呈现了近期全球经济的黯淡前景。利率持续高企，冲突进一步升级，

国际贸易疲软，气候灾害增多，给全球增长带来巨大挑战。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从 2023

年的 2.7%降至 2024 年的 2.4%，低于疫情前的 3.0%。 

世界经济负债累累，同时还需要更多投资以恢复增长、应对气候变化、加速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而长期信贷条件紧缩及借贷成本增高的前景对其造成了严重阻碍。 

“2024 年必须是我们走出泥潭的一年。通过放开大规模、大胆的投资，我们可以推动可

持续发展和气候行动，使全球经济走上更强劲的增长道路，造福所有人。”联合国秘书长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我们必须立足于过去一年取得的进展，争取每年至少 5000

亿美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刺激计划，以提供负担得起的长期融资，用于投资可持续发展和

气候行动。” 

 

 

东亚增长前景 

东亚经济体预计经历温和放缓，GDP 增长预计从 2023 年的 4.9%降至 2024 年的 4.6%。由

于通胀压力减轻和劳动力市场稳步复苏，多数经济体的私人消费增长预计保持稳定。尽管

服务出口（尤其是旅游业）强劲复苏，但全球需求放缓可能会打击商品出口，而商品出口

已成为东亚许多经济体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的经济复苏面临阻力。2023 年 GDP 增长估计回升至 5.3%，但由于房地产行业疲软、

外部需求减弱以及贸易局势紧张，2024 年增长率可能降至 4.7%。政府已经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以稳定和刺激增长，降低政策利率和抵押贷款利率，并增加用新债券融资的公共部

门投资。 



 

 

2 

 

南亚增长前景 

南亚经济增长预计在 2024 年保持稳健，达到 5.2%，略低于 2023 年估计的 5.3%，原因是

印度经济的强势扩张。印度仍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2024 年印度经济增长预计

为 6.2%，仅次于 2023 年的 6.3%，这得益于稳健的国内需求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繁荣发

展。 

 

近期，金融条件收紧及财政和外部失衡将继续制约南亚经济增长。此外，乌克兰长期战乱

和西亚区域冲突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会使该区域石油净进口国面临油价突然飙升的风险。 

东亚和南亚通胀缓和 

东亚通胀率预计从 2023 年的 1.2%温和上升至 2024 年的 1.9%。由于国内需求下降、国际

商品价格稳定以及当地货币贬值放缓，南亚通胀率预计从 2023 年估计的 13.4%放缓至

2024 年的 9.2%。然而，商品价格潜在上涨和极端天气事件的不利影响可能会干扰通货紧

缩的节奏，并增加该区域粮食安全风险。 

 

未来阻力日益加剧 

经济展望仍主要趋向下行风险。主要发达国家可能出现“更长时间内维持更高利率”的情

况，这可能导致全球金融条件收紧，推高借贷成本并增加债务困扰和国际收支危机的风

险，一些南亚经济体首当其冲。气候灾害频发且愈演愈烈，也可能加剧经济损失，对最弱

势群体的影响尤为严重。 

 

恢复增长并增强长期可持续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2023年，随着通胀压力减缓，东亚和南亚的多数央行放缓或暂停加息，一些央行开始降

息以支持增长。然而，由于粮食和燃料价格上涨导致通胀走势不明，货币当局预期仍保持

谨慎。2024年，各大央行将继续在控制通胀、恢复增长和确保金融稳定性间寻求一种微

妙平衡。 

 

许多东亚和南亚经济体的财政空间有限，需要政府实施增收改革，包括扩大税基并改善税

务合规情况。在支出方面，各国需要提高支出效率。这需要调整支出方向，用于保护弱势

群体及增加物质和人力资本以保证长期可持续性，重点加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字

化发展，以及强化社会保护体系。面临债务困扰的国家需要可靠的中期国家财政框架来确

保债务可持续性，尤其是一些南亚经济体。 

### 

 

报告全文将于美国东部标准时间 2024 年 1 月 4 日下午 12:30 发布于： 

https://desapublications.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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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联系方式： 

莎朗·伯奇（Sharon Birch），联合国全球传播部，birchs@un.org 

利亚·肯尼迪（Leah Kennedy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kennedy1@u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