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贸易与工业部发布的最

新文告数据显示，2023 年 1 月份新加坡核心通货

膨胀率升至 5.5％，达 2008 年 11 月份以来新高；

包括私人交通和住宿成本在内的整体通胀率升至

6.6％，较 2022 年 12 月份的 6.5％略微走高。

新加坡去年四季度核心通胀率为 5.1％，今

年 1 月份再度攀升，主要原因是服务、食品、零

售和其他物品的价格升高，以及消费税年初由

7%上调至 8%。随着房屋租金一年来平均上涨三

分 之 一 以 上 并 继 续 攀 升 ， 占 消 费 者 价 格 指 数

（CPI） 22％的住宿成本创 2013 年 5 月份以来新

高。私人交通费增幅有所放缓，从去年 12 月份

的 15.5％降至 14.3％，电费与燃气费增幅也从 12

月份的 16.5％，显著下降至 11.5％。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增长

8.1％，高于去年 12 月份的 7.5％，主要原因是食

品加工企业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上涨。房屋租金增

幅较大，导致住宿成本增幅从上月的 4.7％升高

至 5％。环比来看，1 月份的核心通胀率较前一

个月升高 0.8%，整体通胀率则升高 0.2%。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贸易与工业部预计，今

年一季度的核心通胀率将维持在 5％以上，并在

上半年保持高位，下半年则会随着劳动力市场的

改善和全球通胀的缓和而趋于缓解。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维持今年整体通胀率介于

5.5％至 6.5％、核心通胀率介于 3.5％至 4.5%的预测，同时指出全年通胀有

进一步上扬的风险，包括全球商品价格可能出现新的冲击因素，以及本地

和外部通胀压力可能比预期更持久。部分经济师分析认为，金融管理局有

可能在今年上半年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正在关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带来的近期风险，并

拟在 4 月份审视货币政策。自 2021 年 10 月份以来，为抑制通货膨胀率持

续走高，金融管理局已经连续 5 次收紧货币政策。截至今年 1 月底，新元

名义有效汇率已强化至 7.8％。

新加坡今年的通胀率是否能够降低，其前景将取决于地缘政治紧张局

势能否缓解、全球经济复苏进度、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等外部因素，以及能

否抑制房屋租金过快上涨、食品和价格继续上涨等国内因素的变化。

从外部因素来看，尽管全球能源和食品商品价格从 2022 年的高峰期

回落，但仍处于高位，因此全球通胀率在短期内可能继续保持高位。发达

经济体的人力市场依然吃紧，并造成工资上涨压力。国内因素方面，企业

可能会继续将高涨的进口成本、水电费和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转嫁给消

费者。再加上市场对房屋租赁的强劲需求和租金价格继续上涨，这都将推

高通胀率。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电子产品出口值跌幅从去年

12 月份的 17.9％扩大至今年 1 月份的 26.8％；非电子产品出口值的同比跌

幅也从 21.3％扩大至 24.5％。对 GDP 贡献较大的非石油国内出口值连续两

个月下跌超过 20％，今年 1 月份同比跌幅扩大至 25％，高于市场预期，也

是 2013 年 2 月份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经季节性调整后，非石油国内出口

值在 1 月份环比上涨 0.9％，扭转了去年 12 月份萎缩 2.9％的形势。

新加坡非石油国内出口值已经连续 4 个月同比萎缩。基于外部需求

疲软和经济前景不明朗，经济师普遍预测非石油出口今年全年会萎缩。

政府对 2023 年商品贸易总额和非石油国内出口值的预测维持在-2％至零

之间。

为兼顾经济增长和降低通胀率，新加坡政府 2021 年 10 月份至今 5 次

收紧货币政策，并大幅提高了存款利率和国库券收益。纵观全年经济形

势，如不出现大的意外事件，将可能呈现出通胀率维持在 5%左右、GDP

增长率在 2.5%左右的局面。在此情况下，新加坡政府在 2023 年推出的财

政预算案等政策措施，主要以改善民生、降低通货膨胀为重点，努力实现

既能使经济稳定增长，又能有效降低通胀之间的平衡。

2023年 3月 3日 星期五2023年 3月 3日 星期五44 国 际国 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认为——

亚洲经济强劲复苏前景可期亚洲经济强劲复苏前景可期
本报记者 刘 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布

的《亚洲减弱的经济逆风让更强劲复苏

可期》报告指出，亚洲的经济逆风正在减

弱，为更强劲的复苏铺平了道路。不过，

在今年亚洲经济发展前景较为明朗的同

时，长期挑战仍然存在。

报告称，随着全球金融形势缓和、食

品和能源价格回落以及中国经济逐步恢

复，影响亚太经济的不利因素已经开始

消 退 。 IMF 亚 太 部 主 任 斯 里 尼 瓦 桑

（Krishna Srinivasan）等人在报告中认为，

多重有利因素均有助于改善亚太地区的

经济前景，预计今年亚太地区的经济增

速将从 2022 年的 3.8%升至 4.7%。由此，

亚太地区将成为迄今为止全球主要区域

中最具活力的地区，并成为全球经济放

缓大背景下的一大亮点。

新兴经济体表现亮眼

报告指出，亚太地区新兴和发展中

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速将达到 5.3%，将成

为推动整个地区发展的主力军。随着新

冠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的问题逐渐解

决，服务业持续复苏，这些经济体的经济

正逐渐步入正轨。

IMF 认为，中国拥有强大的贸易和

旅游体系，因此，中国经济的反弹对亚洲

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最新的《亚洲及

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也显示，中国经济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亚洲其他地区的产

出就会增长 0.3%左右。

因 此 ，IMF 在 1 月 30 日 发 布 的《世

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中大幅上调

今 年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预 期 至 5.2% ，高 出

去年 10 月份预测值 0.8 个百分点，IMF

还预计，今年中国和印度将占据全球经

济增长一半的份额，亚洲其他地区也将

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四分之一。柬埔

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

国和越南的经济增长都将恢复至疫情

前水平。

除 IMF 外，近期多家外资机构纷纷

上调对中国 2023 年经济增长的预期。高

盛近期将 2023 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从

4.5%上调至 5.2%，认为消费板块有望成

为 2023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亮点。世界银

行前经济学家姆旺吉·瓦吉拉近日表示，

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

一。随着中国调整优化防疫政策，中国

经济活动恢复得比预想要快。中国经济

韧性强，将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信心和

力量。

发展不平衡性凸显

亚洲经济今年有望整体复苏，但由

于不同国家间发展不平衡，经济前景也

面临喜忧参半的局面。

根据 IMF 的预测，今明两年亚太地

区的新兴经济体总体表现有望比去年强

劲，但发达经济体表现则不如去年。以

亚太发达经济体中的日本为例，预计其

今 年 经 济 增 长 将 达 1.8% ，高 于 去 年 的

1.4%。在宽松货币政策、边境重新开放

和供应链改善等积极因素的支持下，日

本近期的经济前景虽然有所改善，但随

着未来政策支持逐步退出，明年日本的

经 济 增 长 将 回 落 ，预 计 经 济 增 速 将 降

至 0.9%。

报告还称，发达经济体的需求放缓

将转变为出口疲软，这对该地区的制造

业构成威胁。在全球贸易放缓的重压

下，亚洲制造业出口的强劲表现开始降

温。对韩国、新加坡等国而言，芯片价格

下跌已经对其出口构成了拖累，这种现

象预计可能会持续到年底。

通胀有望重回目标区间

在通胀方面，虽然去年亚洲通胀率

普遍超过了央行的目标，但目前物价已

趋于缓和。IMF 认为，尽管高企的核心

通胀目前尚未完全缓解，但已经有迹象

表明总体通胀在去年下半年已达到顶

峰。随着金融条件和大宗商品涨价的缓

解，IMF 预计通胀将在明年重新回到各

经济体的目标区间。

首先，全球金融状况有所缓和，美

元也因此失去了一些动力。与此同时，

为了应对高于目标的通胀，亚洲各地央

行一直在提高利率，这帮助亚洲货币反

弹并收复了去年近半的汇率跌幅，从而

缓解了国内价格的压力。

其次，乌克兰危机令全球大宗商品

价格飙升，打击了亚洲的能源进口国。

同时，航运成本飙升提高了进口货物的

成本，对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尤为严重。

但最近，这两个因素的稳步消退减轻了

经常账户和通胀的压力。

IMF 认为，尽管通胀正在回落，但

各经济体需要保持警惕，因为核心通胀

仍高于目标，与疫情相关的巨大供应冲

击和结构调整使得货币政策选择尤为

困难。

此外，经济反弹将可能给全球商品

和服务价格带来新的上涨压力，特别是

在旅游业复苏的国家。这意味着各央行

应谨慎行事，重申对价格稳定的承诺。

事实上，如果核心通胀没有显示出明显

回归目标的迹象，他们可能依然需要进

一步提高利率。

长期挑战仍存

IMF 认为，虽然亚太地区短期前景

已 经 明 朗 ， 但 重 要 的 长 期 挑 战 依 然

存在。

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带来的溢出效应

逐渐释放，IMF 建议，亚洲各国应该更

加积极地进行改革，以提高生产力并推

动长期增长。

另外，疫情期间的财政赤字和过去

一年较高的长期利率增加了公共债务负

担。由于几个亚洲国家面临债务危机，

政府必须继续实施逐步的财政整顿计

划，这样做也可以确保货币和财政政策

不会产生交叉干扰。

IMF 指出，许多亚洲国家金融环境

依然脆弱，家庭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很

高，房地产衰退给银行业带来的风险也

很大。这表明在控制通胀和确保金融稳

定之间存在微妙的政策权衡，需要加强

建立解决框架。

新加坡通胀率再度攀升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蔡本田

以“ 时 不 我 待（Velocity）—— 明 日 科

技，将至已至”为主题的 2023世界移动通信

大会（MWC2023），2月27日至3月2日在西

班牙巴塞罗那举行。时隔三年的全面线下

回归，让这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移动通信

领域盛会呈现出更大活力，全球各大厂商

争相秀实力的同时，也让这一领域的未来

在现实“解锁”。

MWC 一直都是各家智能手机硬、软

件厂商新品发布的集中地，是否有新的差

异 化 的 产 品 依 旧 是 终 端 消 费 者 最 关 心

的。芬兰手机制造商 HMD Global 在大

会开幕前便抢先发布了可自行修理的智

能手机诺基亚 G22。该公司与以拆解 IT

产品闻名的 iFixit 合作，为用户提供修理

的工具、指南和零部件，自行更换这款手

机的电池或者显示屏，只需 5 分钟到 20 分

钟。据公司介绍，简单易行的手机修理成

本比更换手机平均降低 30%。

“无处不在的计算”是运营商、通信领

域企业和科技巨头们争相发力的一大领

域。大会期间，微软发布的 Azure Opera-

tor Nexus 是面向电信行业的下一代混合

型云计算平台。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在微

软数据中心，这一平台都可以让客户运行

“运营商级别”的工作负载。微软认为，未

来 的 云 计 算 范 围 将 从 5G 网 络 延 伸 到

太空。

卫星通信是本次大会颇受瞩目的“明

星”。高通技术公司在大会期间宣布推出

首个基于卫星、为旗舰智能手机提供双向

信息通信的解决方案。有了它，就算身处

信号不佳的偏远地区，应对紧急情况或开

展野外休闲活动都不是问题。

除了产品、技术和应用，各大企业对

“合作”的聚焦让移动通信领域的未来更显

光明。此次大会专设“使用鸿沟”区，大会

主办方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强

调在整个生态系统内共同努力，消除经济

负担能力方面的障碍，特别是对移动设备

的负担能力、数字化素养和技能等方面的

挑战。利用大会平台，英特尔、爱立信、沃

达丰、SK 电信等企业纷纷加入跨行业合

作，在性能与低碳如何更有效组合方面开

始了对未来的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移动通信大

会，已不仅仅是欧美日韩顶尖通信科技成

果的大秀场，展会上的中国“明星”和中国

经验也都走入各方关注的聚光灯下。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联合爱立信、华

为、中兴等产业伙伴共同编制，并在大会

期间发布的《5G 共建共享指南》，小米带

来的接近“视网膜”规格的 AR 眼镜，一加

“水冷”手机，联想卷轴屏笔记本电脑，华

为 5.5G 通信等一众中国前沿产品和技术

成果，为移动通信大会注入了新活力，也

为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迎来复苏、迎接未来

带来了新动力。

全球移动通信企业竞相解锁未来
朱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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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亚洲减弱的经济逆风让更强劲复苏可期》报告指出，亚洲的经济逆风正在

减弱，为更强劲的复苏铺平了道路。亚太地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速将达到 5.3%，将成为推动整

个地区发展的主力军。IMF 认为，中国拥有强大的贸易和旅游体系，因此，中国经济的反弹对亚洲来说是一个

积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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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 20232023 世世

界移动通信大会界移动通信大会

上拍摄的诺基亚上拍摄的诺基亚

展台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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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份新加坡核心通胀率攀升至

5.5％，主要原因是服务、食品、零售和其

他物品的价格升高。新加坡政府今年推

出的财政预算案等政策措施，主要以改

善民生、降低通货膨胀为重点，以实现经

济稳定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