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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疫情期间，经济发展遭受重创，各行各业都有

因为疫情出现破产的现象。疫情反复出现，第三波新冠

肺炎疫情的暴发，确诊病例数已超过 20 万。①此外，由

于缅甸医疗设施落后，病床供应不足，很多患者在家里

隔离治疗，因氧气供应不足而死亡。缅甸截至 2021 年 11

月 14 日晚 8 时，共检测核酸 5210265 份，累计确诊患者

513262 人，死亡 18929 人。②虽然缅甸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的政策支持，其他国家纷纷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但是缅

甸国内经济复苏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这给缅甸人民带来

了极大的压力。疫情下也伴随着新的发展趋势也伴随而

来，疫情之下的缅甸正在不断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不断尝试新的发展方式。1

一、疫情对农业的影响

缅甸农产品丰富且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疫情之

下，农产品出口出现不减反增的态势，说明缅甸农产品

在自给自足的前提下还能出口到其他国家，而且之后中

国的疫情得到控制，需求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国对

农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出口到中国不仅可以缓解缅甸的

经济压力，还填补了中国对农产品的需求。2020-2021

财年，在大部分产品出口受阻的情况下，缅甸农产品逆

势上升，出口额达 46 亿美元。③

疫情期间，虽然农产品出口增加，但是农业生产资

料的销售商由于疫情防控几乎都处于关门的状态，农民

们买不到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部分生产商也还处于停

业状态，有的农民们到网上购买也存在商家缺货和延期

发货的情况。缅甸农业基础设施还相对落后，农业生产

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疫情期间导致了很多土地众多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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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找不到务工人员，生产劳动被迫停滞。缅甸当局采取

的措施是向世界银行贷款 2 亿美元开展农业发展计划，

并且计划以航空运输的方式出口高品质农产品。

中国和缅甸在农业生产要素上成互补关系，缅甸现

阶段主要缺乏先进的农业技术，例如先进的种子、农业

科技、专业技术人才，中国在这些方面具有优势，中国

也积极在农业方面给与缅甸援助，例如澜湄合作专项基

金已支持缅甸实施 4 批 72 个项目，缅甸是获得支持项目

数量和资金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农业、畜牧与灌溉部实

施的项目达 28 个。④缅甸疫情期间还制定商品出口计划，

主要包括出口大米、豆类、水产品、林产品等等，出口

的这些商品正是中国所需的，这样不仅有利于缅甸经济

复苏，实现农民减贫致富的目标，而且有利于解决中国

农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实现两个国家的互利共赢、共

同发展。

二、旅游业遭受重创

旅游业是缅甸下滑最严重的产业之一，大部分的酒

店和旅游景点都处于负债的状态，而且恢复所需要的时

间漫长。受疫情影响，和酒店、旅馆有直接业务往来的

旅行社数量从原先的 1448 家减少至 743 家，跌幅达到惊

人的 49%。注册导游由原先的 125 位减少至 95 位，下滑

24%。而在酒店与旅馆开设的小型服务行业，在疫情还

未发生前，共计 238 家，而到了疫情期间，182 家被迫暂

停业务至今。目前仅有 56 家选择重新营业，跌幅更是达

到了惊人的 76%。⑤缅甸当局主要通过提供通过提供低息

贷款、降低执照费用、减免酒店租赁等方式帮助旅游公

司减轻压力。

中国每年有很多游客到缅甸旅游，疫情期间缅甸游

客减少的部分原因是缅甸政府暂停了对中国游客颁发落

地签证，中国游客无法到达缅甸，而且还有退票的情况。

之后疫情在其他国家开始蔓延，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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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减少，与旅游相关的餐饮、酒店等行业也相应地受

到影响。针对目前的经济情况，缅甸于 2020 年 4 月启动

了新冠肺炎疫情经济救济计划（CERP），现在正准备采

用缅甸经济复苏计划（MERP），支持低收入人群作为

CERP 和 MERP 的刺激计划，扩大公共卫生系统、购买疫

苗、支持检疫中心。⑥

三、失业人数增加影响全国经济发展

缅甸由于很多公司都没有拓展新的业务，有大批的

工人面临失业，缅甸在建项目几乎全部停滞，近 50 多万

建筑工人陷入失业困境。⑦服装产业是缅甸重要的经济

来源，每年为缅甸民众提供了数量众多的工作岗位，但

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缅甸大部分服装行业在缺乏原材料、

出口减少的情况下面临破产，2021 年疫情和政局形势动

荡的影响，近 60 家服装厂暂时或永久关闭，超过 20 万人

失业。⑧还有从国外被遣送回来的劳工也在增加，短时间

内，这些劳工不能到外国务工，滞留在国内就需要政府

的支持，目前，缅甸政府向缅甸人民提供了援助，包括

提供基本的粮食供应、向无固定收入的人民提供资金支

持，社会福利、救济和安置部也为老人、难民等提供了

帮助。

缅甸政府对民众的援助无疑会为财政增加压力，而

且世界的市场正在发生大改变，商品的价格也在不断波

动，产业链正以区域的形式出现，这对缅甸就业是有一

定压力的。据世界银行发布的《缅甸经济监测报告》，缅

甸经济在 2021 财年（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恐萎缩

18% 左右，预计将使缅甸失去 100 万个工作岗位。⑨

四、疫情下冲突依然存在

近年来，缅甸中央政府与克钦邦、掸邦一直存在矛

盾，所以经常引起冲突，时常波及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

安全稳定，使得疫情防控的任务更加艰巨，这不仅影响

中国与缅甸地区经贸往来，而且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是两国重点关注的项目，但是该

油气管道要经过缅甸掸邦和若开邦地区，随着民族冲突

的加剧，运输天然气就面临风险，使得中缅能源合作也

在不断减少，改善民族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缅甸的

经济发展也会遇到更多的考验。

缅北地区的武装冲突也是目前中缅两国关注的重点，

近年来不断影响中缅边境的和平稳定，对未来的合作有

不利影响。其次，冲突使得更多的人流离失所，有些人

非法进入中国边境地区，这就导致了人员流动增加，疫

情防控困难，特别是边境地区的管理需要提供更多的财

力和人力。缅甸政局动荡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恐怖袭击

造成人民恐慌，大多数人上街游行、病毒感染人数增加，

难民频繁流动也会加速疫情传播，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

外国投资者在对缅投资的过程中产生更多的顾虑，缅甸

就会错失经济发展的机遇，这也是缅甸国内疫情增加，

经济复苏慢的原因之一，缅甸国内更应携手共进，共同

探寻稳定和平发展的道路。

五、疫情影响下缅甸经济发生转型

疫情的突然爆发确实给缅甸经济带来了冲击，同时

因为疫情的影响，缅甸的经济面临着重大的转型，这也

为缅甸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遭受经济冲击的

缅甸会快速推进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缅两国的合作项目

有望得到推进。今年缅甸经济受疫情影响面临转型，需

要提高与其他国家的合作项目促进经济的复苏，在很多

领域都增加外来投资，其中仰光迪拉瓦经济特区的发展

最为显著，该经济特区是日本参与开发的，目前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并且受到缅甸政府的重视，而且迪拉瓦经

济特区的发展有助于提高缅甸的就业率，大量在外国务

工的缅甸工人回国后失去了经济来源，受疫情影响较严

重的行业也有大量的失业人员，所以经济特区的发展迫

在眉睫。

疫情给实体经济带来了冲击，电商行业却开始蓬勃

发展，缅甸人民逐渐依赖上互联网，包括购买生活物资、

缴费、了解时事信息等。缅甸商务部疫情期间举行了一

次商务研讨会，超过 90 个组织参加了在线咨询，许多组

织指出，在疫情期间，电子商务已成为缅甸经济的主要

支柱，如果得到充分支持，可以产生效益。⑩中国正处于

大数据蓬勃发展的时代，缅甸也受到影响。中国和缅甸

的合作项目众多，大数据相关的行业就是其中之一，而

且缅甸一直以来电信行业发展落后，有着很大的发展空

间。

疫情的蔓延使大多数人不得不接受数字化时代的到

来，企业对数字技术的使用率增加到了 20％，预计 2025

年会达到 50％。k人们生活中大部分问题都可以依靠网

络解决，并开始使用网上购物平台购买生活物资，这不

仅是疫情带来的影响也是时代发展的趋势。目前缅甸的

政府和私营企业也都转向云服务，很多家庭也开始使用

宽带，部分人们已经开始尝试数字支付，缅甸在电信行

业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缅甸政府也表示将加强发展电

子商务，鼓励数字经济的发展，并在对缅甸人民发放补

贴的时候优先使用线上支付平台。

六、结语

缅甸作为东南亚国家之一，因为其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外国的投资，疫情的发生、缅甸

国内军事政变使缅甸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重创，中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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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易战的出现也给缅甸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经济复苏

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所以缅甸今后的经济发展也会面临

诸多挑战，平衡好和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有效控

制疫情、维护国内和平稳定、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是十分

重要的。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制定和落实，缅甸和

中国的合作越来越紧密，这给缅甸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

遇，但是由于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中缅合作的很多项目

被搁置。新冠疫情爆发后，经济发展虽然遭受重创，但

缅甸为了经济复苏，会加快经济转型和吸引外来投资，

所以中缅合作的项目有望得到推进。并且，疫情之下中

国积极援助缅甸，捐赠防护物资和医疗器械，增强了中

国对缅甸合作的软实力。疫情期间，缅甸也受到来自许

多国家的经济援助，包括韩国、日本等，这将对未来缅

甸的对外经济贸易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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