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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RO发布 2017 年度东亚经济展望报告 

东亚经济面对外部冲击保持韧性与稳定增长 

    2017年 5月 4日，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首次公开发布了

其 2017 年度东亚经济展望报告（ASEAN+3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2017（AREO

），以下简称“报告”）。AMRO 是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主要职能

是对东亚（东盟十国、中国（含香港）、日本、韩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及风险进行

监测，并对东亚区域金融安全网——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MIM）运行提供技术支

持。AMRO 此份报告包括对以上经济体增长的展望、主要风险的分析及宏观政策的

建议。同时，报告还对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这二十年东亚财金合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报告认为，东亚依然是全球经济表现最好的区域。增长主要由内需驱动，同时

各经济体也从区域贸易和投资融合中不断获益；中国是本地区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石。

然而，全球不确定性，包括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流动性紧缩加剧是当前东亚面临的

主要外部风险。总体来看，东亚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较强，基本上可保持较稳

定增长，预计 2017-2018 年增长分别为 5.2%、5.1%。 

    在宏观政策方面，报告认为，受美联储加息影响，东亚存在潜在的资本外流风

险，东亚各经济体应保持较充足外汇储备，适当的政策干预与汇率灵活性也利于应

对外部风险的冲击。在货币政策方面，与 2016 年相比，全球流动性趋紧与通胀上

升，缩小了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的空间。财政政策有潜力发挥作用抵

消经济下行风险，但进一步放松财政政策的空间有限。 

    报告指出，中国经济近期出现企稳迹象，预计 2017 年经济增速在 6.5%左右，

主要 驱动力包括稳定增长的私人消费及扩大的基建投资，面临的下行风险包括整

体投资趋缓、持续去产能、房地产市场放缓及外部不确定性等。在经济企稳、美元

指数温和回调等因素作用下，近期资本流出及汇率贬值压力有所缓解。不过，仍需

密切监测美联储加息步伐加快及国内经济形势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考虑到中国经济

整体上仍处于中高速且较为稳定的增长阶段，硬着陆风险小，当前重点是加快结构

改革，尤其是切实推进国企改革、控制企业债务增长、减少过剩产能、充分发挥市

场的决定性作用及增强宏观政策协调性与有效性等。另外，需加强对金融体系风险



的识别与处置，促进金融稳定。 

    报告认为，中国持续的结构改革及消费升级对东亚贸易和投资均带来持续且深

远的积极影响。如中国向消费为主导增长模式转型及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带动东亚

其他经济体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消费品。中国赴东亚旅游持续升温，为这些地区服务

业创造了新的增长机会。中国快速上升的对外投资对扩大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资金来

源及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中国经济转型导致大宗商品进口增长有

所放缓，这对东亚若干大宗商品出口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报告第二部分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后，受冲击经济体进行了必要且较为彻底的

调整并取得了成效，尤其在汇率、公司与金融部门、财政及审慎监管等领域。东亚

经济还加强了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并形成了更为灵活的政策响应框架，这些都帮助

东亚经济体较好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时，东亚通过继续开放贸易、投资

及资本流动，推动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尤其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供应链，

大大促进了区域内贸易增长。 

    2017 年，东亚经济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增加。AMRO 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

个主要教训就是东亚应加强财金合作、共同应对危机；考虑到当前资本流动波动性

加大及其对经济金融体系潜在冲击的增加，东亚各经济体应加强区域金融安全网的

建设，提高区域抵御风险的能力，维护经济稳健增长。 

 

关于 AMRO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 （AMRO）是由东盟十国和中日韩共同发

起成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总部位于新加坡，其宗旨是致力于维护区域经济和

金融稳定。AMRO 职能包括对成员开展宏观经济监测，支持区域金融安全网——

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MIM）的运行以及对成员提供技术援助。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Huong Lan Vu (Ms.),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 AMRO 

Email: vu.lanhuong@amro-asia.org, Mobile: +65 88763598, DID: +65 63239885 

Website: www.amro-as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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