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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2023年新兴亚洲国家经济增长彰显韧性，但尚需管理风险 

面对全球不确定性，新兴亚洲国家彰显韧性，预计2023年增长将会拉升。该地区经济体——东盟十国、

中国和印度——已经受住COVID-19大流行、乌克兰战争和全球经济放缓所带来的挑战。出口业的复苏提

振了该地区2022年的经济增长，不过近期出现些许放缓迹象。银行业虽然表现出韧性，但在当前高通胀的

环境之下，仍需严密监控。 

该地区各个国家需要管理各种风险。它们面临着持续的通胀压力，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的高企。发达经济

体的通胀压力和持续加息这双重因素导致该地区资本流动和本币汇率承压。全球经济放缓预计将会削弱外

部需求。特定商品的食品安全同样也是一个问题，供给侧的瓶颈会导致更多困难以及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

涨，进而影响国内外的需求。 

本区域经济体的服务行业受到大流行的严重影响，可能无法迅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然而，虽然中国结

束清零政策将对区域增长构成利好因素，但是旅游和运输行业，包括航空公司在内，可能疲于应对旅行需

求的激增。 

旅游业的复苏、调整与挑战 

疫情爆发前，新兴亚洲国家的观光旅游产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2019年，观光旅游业收入占到东南亚经

济体GDP的11.7%，从业人数占到13.2%，为4180万人提供了工作岗位。限制措施导致该行业近乎停滞，

但限制措施被解除之后，观光与旅游业得到反弹。然而，振兴旅游业需要应对若干挑战，包括推动入境市

场的扩大与多元化、促进国内旅游、解决劳动力市场难题，同时还要针对游客的新偏好作出调整。 

入境游客来源的多元化，可以通过增加东盟内部游和瞄准印度游客和外籍人士等尚未充分开发的市场来实

现。疫情期间，国内旅游为保持行业生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尽管跨境旅行限制已经取消，但本地游和“

重新发现旅游”的需求仍在增长。因此，仍需优先发展国内旅游。如此还可以降低对国际游客的依赖，以

及减少本行业的碳足迹。 

解决旅游业劳动力市场的挑战同样至关重要。旅游业自身的特点是中小微企业占比较大，面临着高度的非

正规化和劳动者弱势地位等挑战。我们需要支持该行业，去获得、培训以及留住一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

具体的解决方案包括培训行业从业者的相关技能，例如语言能力、数字化技能和酒店管理能力；为本地中

小微企业提供支持；加强本地社区的参与；以及增加劳动力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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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及相关限制也改变了游客的偏好。经历过封锁并渴望更多个人空间的人们，越来越喜欢近

亲自然的旅游目的地，还有许多人现在更加注重健康和保健，增加了对这些服务的需求。 

加强可持续旅游、加快数字化进程 

通过疫情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借此机会采取更可持续的实践，并将之更充分地融入绿色经济和蓝色经济

，实现旅游和酒店行业的升级。 

游客管理策略可以帮助解决超限旅游问题，超限旅游既会破坏景点和当地环境，又会扰乱居民的生活。提

供生态旅游等替代性生态模式也将有助于促进更可持续的行业实践和拓展该行业的多元化。以社区为基础

的旅游项目，可以提高居民的技能和复兴当地文化，也已成为大众旅游的另一种选择。规划应侧重于加强

联系，让企业实现互惠互利，同时堵塞收入向社区外转移时出现的漏洞。 

受疫情出行限制和健康担忧的刺激，观光旅游业中数字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多，这也需要得到决策者的关注

。旅游业已经广泛采用数字工具，如在线预定平台和电子商务，以及社交媒体和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体验

等等。新兴亚洲国家面临的挑战包括需要改善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数字能力差距，以及

缺乏统一的旅游统计数据。 

新兴亚洲国家旅游业特有的挑战 

《展望》中收录了一系列国别报告，重点介绍了新兴亚洲国家面临的政策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保护旅游景

点和环境、发展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以及将旅游业的收益分配给当地社区等。国别报告还探讨了最近为

开发和推广利基旅游产品而采取的举措，以应对COVID-19大流行期间游客偏好的变化，如生态旅游、社

区旅游以及医疗和保健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