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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亞洲經濟體呈穩健
增長，並受國際邊境重
開進一步推動。 
 
外部不確定性升溫為亞
洲經濟前景添上陰霾。 
 
隨着對加快緊縮步伐的
預期日益增強，金融市
場下跌。 

 
  
 
 
 
 
 
 
 
 
 
 
 
 
 
 
 
國際邊境逐步重開，區內經濟增長穩定 
 
經過去年亞洲地區受到新冠疫情嚴重打擊後，2022年第 1季大部分亞洲主
要經濟體保持穩健增長。馬來西亞經濟由 2021 年第 4 季按年增長 3.6%加
快至 2022 年第 1 季 5.0%，菲律賓經濟增長則從 7.8%加速至 8.3%；韓國
經濟增長溫和放緩，從 2021年第 4季按年增長 4.4%回落至 3.0%。 
 
新冠疫情威脅逐漸減退，亞洲主要經濟體逐步放寬防疫限制，並重開國際邊
境。馬來西亞政府於 4 月 1 日起允許檢測陰性及已接種疫苗旅客免隔離入
境，5月 1日起更進一步豁免有關旅客的檢測要求，並放寬民眾在戶外活動
戴口罩及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的規定。除了馬來西亞外，韓國、新加坡及泰國
等地亦陸續容許旅客於滿足特定疫苗接種及檢疫要求下入境當地。 
 
國際邊境重開，料可推動亞洲區內商務及旅遊活動復甦，並對過往飽受疫情
困擾的服務業及旅遊業帶來支持，提振經濟回復常態的步伐。 
 
受俄烏衝突、國際能源、大宗商品及食物供應干擾，以至供應鏈瓶頸影響，
大部分亞洲經濟體的通脹壓力日益上升，韓國通脹率從 1月份 3.6%上升至
5月 5.4%；新加坡通脹率則從 1月份 4.0%上升至 5月 5.6%。在亞洲各國
中，印度通脹壓力較大，5月份升至 7%水平。 
 
 
 
 

 

       區內經濟大致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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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個別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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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不確定性升溫，削弱經濟增長前景 
 
展望未來，預料俄烏衝突、通脹高企、環球主要央行加快收緊貨幣政策，以
至環球金融市場波動等，均為亞洲經濟體添壓。地緣政治風險持續，既會削
弱以歐美為主的先進經濟體需求，亦會增添供應鏈干擾風險，以及加劇能源、
大宗商品及食品供應問題，對亞洲經濟體的經濟及通脹前景帶來負面影響。 
 
此外，環球主要央行加快收緊貨幣政策，以及美元強勢，或會加快亞洲經濟
體資本外流，加上對通脹和匯率的考慮，將促使區內央行上調政策利率，令
借貸成本逐步上升。雖然國際邊境重開及經濟活動恢復釋放需求，但面對外
部眾多不確定性，預期 2022年亞洲經濟增長率將逐步放緩。 
 
 
亞洲各央行料將加快貨幣政策正常化 
 
與上一季相比，第 2季有多家亞洲央行宣布上調政策利率。當中韓國央行延
續其自 2021年 8月以來的加息行動，於 4、5月份宣布上調政策利率共 50
個基點至 1.75%。另外，馬來西亞、菲律賓及印度央行於第 2 季亦開始加
息，馬來西亞央行在 5月份將其政策利率從 1.75%調升至 2%，及後在 7月
進一步調升至 2.25%，菲律賓及印度央行則在 5、6月份接連調升利率，菲
律賓央行從 3月底 2%調升至 2.5%，印度央行則從 4%上調至 4.9%。 
 
除了加息外，印尼央行亦按其計劃宣布，於 6 月 1 日起將商業銀行存款準
備金率（RRR）調升至 6%，2022年上半年合共上調 RRR 250個基點。另
外，印尼央行亦宣布將加快調升 RRR，7月上調至 7.5%及 9月上調至 9%，
比原來目標 6.5%高。 
 
在通脹高企和主要央行加快緊縮下，亞洲各央行將加快調升政策利率及
RRR。對此，預料亞洲流動性環境將轉趨中性水平，甚或略有收緊。未來，
疫情相關限制將逐步放寬，但投入成本價格上升及需求放緩，維持對亞洲經
濟前景審慎的態度。 
 
 
全球貨幣緊縮步伐加快，金融市場顯著下行 
 
環球貨幣緊縮步伐加快，加上美元強勢，勢將引發資金從新興市場流出，並
加大市場對全球經濟放緩甚至衰退的憂慮，加劇環球金融市場的避險情緒。 
 
在不確定性升溫的背景下，投資者看淡風險資產，亞洲股市在 2022年第 2
季進一步下跌。截至 6 月 30 日，MSCI 亞洲(日本除外)指數較 3 月底下跌
9.8%，而上季則錄得 8.2%按季跌幅。在各亞洲股市中，韓國、台灣及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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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個別經濟體的政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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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股市均錄得較大跌幅。 
 
同時，在美元走強和避險情緒升溫下，大部分亞洲貨幣兌美元錄得顯著下跌。
從 3 月底至 6 月底，部分亞洲貨幣兌美元的跌幅介乎 3.6%至 5.7%。展望
未來，預料部分亞洲貨幣在外圍環境不明朗下將面臨較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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