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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东南亚、中国和印度经济展望
发展智慧城市交通
中文概要

《2019 年东南亚、中国和印度经济展望》涵盖了与亚洲新兴经济体相关的四大主题：2023 年区域经济展
望（第一章）；发展智慧城市交通，即本期报告的主题和重点（第二章）；针对各国主要结构性政策改革的注
释（第三章）；以及近期区域一体化取得的进展（第四章）。

2023 年经济展望
尽管遭遇外部和国内阻力，东南亚、中国和印度等亚洲新兴经济体在 2018 年仍得以保持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长。2019‑2023 年，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平均将增长 6.1%。预计东南亚在
2019‑2023 年每年仍将继续稳定保持 5.2%的增长，略高于 2012‑2016 年的增长率。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将
逐渐放缓，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预计仍将保持强劲势头。

整体而言，本地区个人消费将继续保持较强的弹性，在某些情况下这得益于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和海外汇
款。出口总额的增长很好地经受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考验。本地区数个财政部门都提高了利率，以应对发
达经济体的货币正常化，以及价格和汇率压力。与此同时，其中部分政府已经推行了其他流动性措施，为增
长提供支持。本地区的财政状况整体保持稳定，尽管部分国家的经常项目与财政赤字持续，可能抑制增长势
头。

本地区的经济前景面临多个挑战。为了促进具有包容性、可持续的增长，需要努力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
（如通过提高金融包容性），并降低金融科技（Fintech）的风险。政策制定者需要解决监管风险管理、金融素
养和网络安全相关的问题。此外，在保护主义抬头、自然灾害风险降低的情况下，改善出口对于本地区的发
展也很重要。还需要密切监控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节奏、地缘政治紧张和全球油价。为了减少不断扩展的
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需要继续推进结构改革。这包括进行改革，使投资的文件要求更容易满足，改善
物流基础设施，并提高监管环境的可预见性。现有和待定的自由贸易协定取得进展也同样重要。自然灾害给
亚洲新兴经济体带来了严重风险，尽管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风险有很大区别。灾害也会造成巨大的人力损失。
同时，自然灾害常常会破坏基础设施、实物资本、存货、农业和自然资源，并扰乱正常的经济活动，造成较
大的经济损失。需要进一步加强本地区事前事后的自然灾害应对机制，包括从长期和综合视角出发做好准备，
进行灾害响应与重建，确保风险评估保持协调，进行能力建设，并在制定计划时因地制宜。

发展智慧城市交通
亚洲新兴经济体中的城市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增长，收入增加，且交通选择有限，这都导致本地区更多地

使用汽车。2005‑2015 年，在有可用数据的亚洲新兴国家中，据估算在用机动车数量上升了，区域总量则平
均每年上升 13%。

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城市交通挑战，尤其是道路拥堵，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本，在未来情
况可能还会恶化。因此，解决这些问题对获得城市化为增长和发展带来的潜在益处非常重要。

政策重点可能包括拓展并升级公共交通体系；运用以价格为基础（如税费、道路收费和停车费）和不以价
格为基础的工具（如许可配额和交通管制）影响拥有和使用车辆的需求；运用技术和数据管理交通。鼓励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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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安排（FWAs），如弹性工作时间和远程工作；鼓励采用城市规划新方法，包括有效利用特别经济区，
并将部分政府职能从大城市中迁出：这些措施都能缓解拥堵问题。本地区各国在执行这些政策选择时有很大
差别。快速公交系统（BRT）遍布本区域，新的地铁和轻轨系统正在建设中。很多国家采用了车辆购置税，
而新加坡则收取拥堵费。菲律宾和新加坡建立了弹性工作安排制度，但其他大部分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尚
未明确采取相关措施。马来西亚和缅甸都对政府职能进行了迁移。

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应合作制定并执行这些措施，保证战略连贯。必须要考虑对交通进行各种干
预带来的整体影响。例如，在推行抑制个人交通工具的措施时，需要更多地提供其他交通方式，如公交系统。
这样做旨在避免对城市的流动性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主要结构政策挑战
要改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前景，就必须在国内进行结构改革。本展望为各国的结构性

政策提供了注释，强调了亚洲新兴国家的结构政策面临的挑战，政策所涉领域包括教育和培训、旅游、金融
普惠、税收、数字化、东部经济走廊的挑战、中小企业、能源、创新和外国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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