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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亚洲经济前景与政策 

当前，全球经济保持中低速增长，面临着贸易战、地缘政治局

势复杂多变、持续通胀以及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等重大风险挑战。

尽管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大，但亚洲仍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

要引擎。预计 2025 年亚洲加权实际 GDP 增长率为 4.5%，略高于

2024 年的 4.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经济体 GDP 总量占世界的

比重，预计将由 2024 年的 48.1%上升至 2025 年的 48.6%。分区域

看，2025 年东亚地区预计实现 4.3%的增长，南亚地区为 5.9%，中

亚地区为 5.0%，西亚地区将由上年的 2.1%显著提升至 2.9%。 

亚洲的就业和收入总体呈现向好态势。尽管 2025 年亚洲就业

增长率预计将由上年的 1.94%大幅下降至 1.22%，低于 1.28%的全

球增速，但是 2025 年该地区总体失业率预计为 4.39%，低于全球

4.96%的水平。地区收入状况总体稳定。随着经济增速回升和通货

膨胀水平持续回落，预计 2025 年亚洲实际收入水平有望提升。 

亚洲的通货膨胀水平继续回落，多数经济体将回归至目标区

间。2025 年，薪资上涨、物流成本上升、供应链重构、货币贬值

等可能会推动亚洲经济体通胀上行，但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将有助于

缓解通胀压力。东亚和南亚地区通胀形势总体向好，中亚和西亚部

分经济体如巴勒斯坦、土耳其、伊朗等仍将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 

亚洲的贸易和投资将总体承压，但亮点突出。2025 年，全球

经济增速低位徘徊、贸易摩擦或逐步升级、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调

整的外溢效应、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等因素或将对亚洲地区的贸易和

投资产生重要影响。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是亚洲经贸的突出亮点。

亚洲主要经济体已成为全球数字贸易的重要参与者，数字贸易规则

制定在亚洲地区稳步推进。服务贸易增长较快，其中，数字交付服

务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旅行服务恢复明显，运输服务大幅增长。

然而，UNCTAD 报告估算，作为发展中地区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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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接收方，亚洲在 2024 年吸引的投资为 5,880 亿美元，同比下降

7.4%。不过，印度的绿地项目数量及金额同比增长 13%，东盟吸

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 2%。日本和中国为亚洲地区最大的

两个对外直接投资国。2024 年 1—11 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479.6

亿美元，同比增长 9.2%。 

亚洲金融市场将在频繁波动中总体稳定。受宏观经济形势、美

新政府对外政策、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节奏、地缘政治

风险等因素影响，2025 年亚洲经济体股票市场指数波动或更加频

繁，但预计多数仍将保持上升态势。预计亚洲主要经济体的汇率总

体保持稳定，而多数经济体货币可能面临贬值压力。通胀下降以及

许多经济体持续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为经济活动带来温和提振，亚洲

主要经济体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或将出现回落。此外，银行业风险总

体可控。 

预计亚洲多数经济体财政扩张力度有所加大，货币政策保持宽

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数据，2025 年亚洲有 20 个经济体

的财政赤字率较上年上升。多数经济体通胀回落为进一步放松货币

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全球主要经济体降息将提供有利

的外部基础。 

 
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2024 年，世界经济温和复苏，全球货物贸易恢复增长，亚洲

货物贸易一体化进程呈现回升趋势。从可得数据分析，2023 年，

亚洲经济体对区域内贸易的依存度保持在较高水平，整体贸易依存

度为 56.3%。东盟和中国在亚洲货物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依旧稳固。

从对亚洲的依存度看，东盟对亚洲的贸易依存度最高，维持在 70%

左右；韩国和日本将近 60%，分别为 59.5%和 58.4%；印度和中国

分别为 51.2%和 48.5%。RCEP 和 CPTPP 经济体分别为 57.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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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从经济体之间的依存度看，东盟成员国之间达到 21.5%；

中国、日本和韩国对东盟的依存度均维持在 15%左右。东盟对中国

的依存度接近 20%，日本和韩国对中国的依存度均超过 20%。

CPTPP 国家和 RCEP 国家对中国的依存度分别为 17.4%和 11.5%；

对东盟的依存度分别为 12.3%和 16.9%。 

亚洲仍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中国仍然是全球制造业全球价值

链的中心。2023 年，亚洲在全球中间品贸易的占比为 41.17%，远

超过欧盟的 25.5%和北美的 15.12%。自 2017 年以后全球中间品贸

易对中国的依存度开始超过北美。2023 年全球中间品贸易对中国

的依存度为 16%，而对北美为 15%。2018 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

擦后，不仅没有提升美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美国

与中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重要性的差距反而不断拉大。 

从全球贸易量最大的前 22 种中间品贸易量看，其中半数产品

对亚洲的依存度最高。特别是亚洲生产的电子元件超过全球该品类

中间品贸易的七成，体现出亚洲在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生产上已占据

绝对竞争优势。RCEP 生效对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中间品关税下降

起到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尽管中国从 2021 年开始出现全球价值

链上部分中间品贸易转移的现象，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

基本稳定，并且部分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中国依存度在提升。2023

年，在贸易量最大的 22 种中间品中，中国仍然有 20 种产品保持领

先地位，在全球供应链上保持着显著的竞争优势。 

亚太服务贸易区域一体化呈现加深趋势。2023 年，亚太 25 个

经济体的服务出口总额达 18,070.80 亿美元，其中区域内出口增长

417.83 亿美元，年均增长 1.36%，显著高于区域外的 − 2.28%。制

造业服务化进程加快，制造业出口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26.14%，

区域内服务供给占比达 63.25%。按增加值口径核算，中国 2023 年

服务贸易由赤字转为盈余，凸显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服务贸易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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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及其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作用。 

亚洲数字贸易保持快速增长。2024 年，亚太地区零售电子商

务增速达到 8.4%；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 2.63 万亿元（约 3,69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8%；东南亚电商行业商品交易总额（GMV）

达 2,63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2023 年，在全球数字化交付服

务出口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亚洲地区的印度和中国分列第 4 位

和第 6 位；在其进口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中国、新加坡和日本

分列第 7、第 8 和第 9 位。而且，数字服务贸易作为中间服务驱

动着全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重要

数字服务贸易类别为代表的中间服务贸易对亚洲经济体的依存

度逐渐上升。出口到亚洲的世界中间服务占全球的份额从 2001

年的 24.16%上升到 2020 年的 29.74%，来自亚洲的世界中间服

务的份额则从 19.75%上升到 26.61%。世界中间服务对美洲市场

的依存度总体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对欧洲市场的依存度先下降后

上升。 

亚太国际旅游市场仍在复苏之中。2024 年，中国香港、马来

西亚入境旅游市场对亚洲市场的依存度在地区排名前二，分别为

93.01%和 90.02%。韩国和越南对亚洲市场的依赖程度逐年增强。

日本、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对亚洲市场依存度稳中有升。澳大利亚

旅游出口对亚洲市场依存度的增长最为显著，大幅上升至 47.88%。

中国通过推进签证（对 38 国免签）与外国人支付便利化（外卡交

易额增长 300%）激活近程市场，2024 年入境人次恢复至疫情之前

的 91%，东南亚取代欧美成为核心增量。 

2023 年，亚洲各经济体吸引外资和向境外投资对亚洲自身的

依存度达到 49.15%。作为全球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亚洲在全球

跨境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呈现出一些新趋势。第一，全

球外资对亚洲经济体的依赖程度在波动中上升。第二，中国和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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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亚洲最具有吸引力的经济体。第三，亚洲经济体内部投资热点不

断轮动。第四，亚洲内部跨境直接投资更青睐制造业。 

从对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双向依存度看，2023 年中国仍然是

对亚洲外资流量依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印尼紧随其后，依存度分

别在 80%和 75%以上。中国香港和印度对亚洲外商直接投资的依

存度在 40%左右波动。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依存度在

20%左右。从引进外资依存度指数看，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互为最

大的外资来源地。新加坡是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最主要的外资

来源地，也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从对外投资依存度指数看，

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继续保持彼此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的地位，中

国持续成为新加坡的首选目的地。 

从亚洲金融融合程度看，2023 年，亚洲组合投资资产余额为

11.2 万亿美元，其中 19.6%的资产配置在亚洲。日本、中国、韩国、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亚洲域内经济体的资产配置连接上发挥着重

要作用。同时，2024 年全球 IPO 募资总额排名前五的交易所有三

家在亚洲。从银行业跨境债权看，截至 2024 年第 1 季度，亚洲经

济体跨境银行业资产余额为 10.2 万亿美元，近五年来占全球跨境

银行业资产的比例稳定在 26%至 28%之间。从外资银行参与率看，

亚洲代表性经济体主要依赖“本土力量”，外资银行业参与率总体

低于传统发达国家。共同打造有韧性的区域金融网络，是亚洲经济

体金融合作的重要方向。 
 

RCEP：塑造亚洲经济新未来 

作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果，RCEP 整合区域内自贸协定

安排、优化资源配置，展现了亚洲国家推动开放合作的决心，为全

球经贸变局注入确定性。 

RCEP 正式实施以来，贸易创造效应初步显现，区域内外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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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资稳步增长，产业链和价值链加速融合，为成员经济体注入新

活力。一是区域内贸易稳步增长。2024 年，RCEP 区域内贸易总额

同比增长约 3%，绝大部分成员区域内贸易额实现同比增长。老挝、

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经济体增幅最快，区域内贸易

规模分别较生效前增长 72.4%、40.4%、26.0%和 19.2%。二是区域

内中间品贸易增长较快。2023 年 RCEP 区域内中间品贸易持续上

升，占区域内贸易比重达约 66%。三是区域服务贸易快速发展。2024

年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突破 1 万亿美元，东盟新兴经济体如老挝、柬

埔寨服务贸易增长显著。四是区域外商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23

年，RCEP 区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球的 35%；对外直接投资占

全球的 30%。2023 年东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升至 226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3%，达到历史高点。五是区域内价值链深化。2023 年，

RCEP 区域内贸易全球价值链参与率达 48.1%。澳大利亚、中国、

韩国、东盟区域内价值链贸易额较 RCEP 生效前有所增长。 

从区域经贸合作发展的大趋势看，RCEP 在市场整合、规则利

用和实施机制等方面仍面临挑战。一是区域内市场整合不足，仍依

赖欧美出口市场。2021—2023 年，美国在 RCEP 消费品出口市场

中的占比保持在 16%以上，中国约为 9.25%。二是 RCEP 规则利

用率总体偏低，部分东盟成员国的原产地规则利用率不足 3%。三

是 RCEP 条款的规制水平有待提升，RCEP 的关税减免承诺期限较

长，服务贸易投资开放水平有待提高。四是政策协调和争端解决机

制仍需完善，已影响规则在投资、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实

际应用。 

共建高水平全球最大自贸区，需合力推动 RCEP 高水平实施与

升级，完善治理体系，助推亚太自由贸易进程。一是以东盟为主体

打造区域开放合作平台，助力东盟打造“增长中心”，并通过“东

盟方式”推动 RCEP 进程。二是中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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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自东盟进口消费品“零关税”全覆盖，推动产业链融合，并扩

大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三是对标 CPTPP、DEPA 推动 RCEP 提

质升级，深化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绿色发展等前沿议题，加快秘

书处设置并实质运行，强化能力建设，尽早实现扩容突破。四是以

RCEP 为抓手推进亚太区域自贸进程。实现 RCEP 与中国—东盟自

贸区 3.0 版协同发展，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赋能 APEC，

为亚太自贸区的远景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