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季國際經濟概況 

2015 

 

2015 年第 2 季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美國經濟增長穩定，歐元區經濟持續復甦，日

本經濟表現低迷，石油價格反覆波動，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經濟趨緩對全球貿易

帶來影響，加上預期美國將進行加息，全球經濟活動面臨的風險依然偏向下行。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於 2015 年 7 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指出，發達經濟體的增長逐步好

轉，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則相對放緩；2015 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為 3.3%，

較 4 月份預測下調 0.2 個百分點；2016 年增長預測維持不變，仍為 3.8%。  

  

美國第 2 季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本地生產總值按年上升 2.7%，按季則上升 3.7%。

增長動力主要來自私人消費支出，推動經濟增長 2.1 個百分點，固定投資及出口同為

經濟帶來 0.7 個百分點的增長，政府開支亦推動經濟增長 0.5 個百分點；進口上升抵銷

了 0.4 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失業率按季下跌 0.5 個百分點至 5.3%；經季節性調整的

失業率則為 5.4%。  

  

德法經濟增長平穩，歐元區經濟持續穩定復甦，第 2 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上升

1.5%，按季上升 0.4%。出口及住戶和非牟利機構消費支出分別貢獻 0.7 及 0.2 個百分

點的經濟增長，惟進口抵銷了 0.4 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而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及庫存

各拉低經濟增長 0.1 個百分點。失業率按季下跌 0.7 個百分點至 10.9%。  

  

英國經濟穩步增長，本地生產總值按年上升 2.6%，按季增長 0.7%。淨出口為主要

增長動力，推動經濟增長 1.0 個百分點，住戶最終消費支出及政府開支分別推動經濟

增長 0.4 及 0.2 個百分點；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則拉低了 0.9 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失業

率輕微回升，按季上升 0.1 個百分點至 5.6%。  

  

亞洲地區受中國經濟放緩影響，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速趨緩。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在 2015 年 7 月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15 年全年東盟 5 國 a經濟增長為

4.7%，較 4 月份預測減少 0.5 個百分點；中東、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增長 2.6%，

下調 0.3 個百分點；中國及印度分別增長 6.8%和 7.5%，與 4 月份預測相同。  

 

日本第 2 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上升 0.7%，按季收縮 0.4%。出口表現疲弱，拖低

0.8 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受私人消費支出減少影響，國內需求拉低經濟增長 0.1 個百

分點；但進口下跌，抵銷了 0.5 個百分點的經濟負增長。失業率維持不變，仍為 3.5%；

經季節性調整失業率則下調 0.2 個百分點至 3.3%。  

 

                                                 
a
 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越南。 



韓國受到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疫情影響，經濟增長明顯放緩，本地生產總值

按年上升 2.2%，按季輕微增長 0.3%，連續 5 季度增速低于 1.0%。資本形成總額支持

經濟增長 0.6 個百分點；出口表現轉弱，輕微帶動經濟增長 0.1 個百分點，惟私人消費

支出抵銷 0.1 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失業率按季下跌 0.3 個百分點至 3.8%。  

 

中國內地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 7.0%，與上季相同。2015 年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

增加值按年上升 6.3%，較第 1 季回落 0.1 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按年增長 11.4%，

回落 2.1 個百分點；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增長 10.4%，回落 0.2 個百分點，其中，通訊

器材類增長 37.0%、建築及裝潢材料增長 17.4%、傢俱類增長 16.5%。對外貿易方面，

上半年貿易總額按年下跌 6.9%，貿易順差為 2,633 億美元。通脹平穩，第 2 季消費物

價指數為 1.3%，其中 6 月份按年上升 1.4%。  

  

香港經濟增長略為加快，按年錄得 2.8%的升幅，按季增長 0.4%，主要由內部需求

所帶動。樓宇及建造工程顯著回升，機器及設備購置亦續見增長，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按年上升 6.5%；私人消費開支轉強，按年上升 6.0%，政府消費開支保持穩定增長，

上升 3.3%。外圍環境不穩，持續影響香港貿易表現，貨物出口按年下跌 3.6%，服務

輸出則錄得 1.0%的升幅。失業率上升 0.1 個百分點至 3.3%，經季節性調整失業率則為

3.2%。  

 

 

  



I. 國際及澳門主要經濟指標

1. 國際經濟指標（按年比較）
 %

2014 2014 2014 2015 2015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第1季 第2季

　美國

　　　本地生產總值 2.2
r

1.5
r

2.4 2.6 2.9
r

2.5
r

2.9
r

2.7

　　　貨物出口 4.4 2.1
r

2.7
r

3.4
r

4.1
r

0.9
r

-4.8
r

-5.5

　　　貨物進口 3.1 -0.3
r

3.5
r

4.6
r

3.7
r

3.3 -1.9
r

-4.7

　　　消費物價指數 2.1 1.5 1.6 2.1 1.8 1.2 -0.1 - 

　　　失業率 8.1 7.4 6.2 6.1 6.2 5.5 5.8 5.3

　歐元區a

　　　本地生產總值 -0.8 -0.3
r

0.9 0.7
r

0.8 0.9 1.2
r

1.5

　　　貨物出口 7.7 1.1 2.3 0.6 2.9 4.5
r

5.1 7.8

　　　貨物進口 1.8 -2.9 0.2
r

0.2 0.4 -
r

1.5
r

3.8

　　　消費物價指數 2.5 1.3 0.4 0.6 0.4 0.2 -0.3 0.2

　　　失業率 11.4 12.0 11.6 11.5 11.1 11.6
r

11.6
r

10.9

　德國

　　　本地生產總值 0.4 0.3
r

1.6 1.0 1.2 1.6 1.2
r

1.6

　　　貨物出口 3.3 -0.2 3.7 1.5 5.4 5.3 5.3
r

8.5

　　　貨物進口 0.4 -0.9 2.1 0.5 2.1 2.2 1.8 4.1

　　　消費物價指數 2.0 1.5 0.9 1.1 0.8 0.5 - 0.5

　　　失業率 6.8 6.9 6.7 6.6 6.6 6.3 6.9 6.3

　法國

　　　本地生產總值 0.2 0.7 0.2 -0.2 0.2 0.1
r

0.9
r

1.0

　　　貨物出口 4.0
r

-1.6
r

0.2
r

-1.6 -0.9 2.8
r

2.5 6.9

　　　貨物進口 1.9 -2.4 -0.8
r

-1.0
r

-0.7
r

-1.1
r

-0.4
r

1.9

　　　消費物價指數 2.0 0.9 0.5 0.6 0.4 0.3 -0.2 0.2

　　　失業率 9.8 10.3 10.3 9.9
r

9.9
r

10.8 10.8 10.0

　英國

　　　本地生產總值 0.7 1.7 3.0
r

3.0
r

3.0
r

3.4
r

2.9
r

2.6

　　　貨物出口 -1.3 0.5 -4.7
r

-8.0
r

-6.9
r

-1.4
r

-3.4
r

1.9

　　　貨物進口 2.1 1.3 -1.4
r

-2.2
r

-3.3
r

0.2
r

-0.7
r

-1.3

　　　消費物價指數 2.8 2.5 1.5 1.7 1.4 0.9 0.2 - 

　　　失業率 8.0 7.6 6.2 6.3 6.0 5.7 5.5 5.6

a  自2015年起歐元區包括19個國家。

資料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美國普查局、美國勞工統計局

                    歐洲統計辦公室

                    德國聯邦統計局

                    法國國家經濟研究與統計局、法國海關統計

                    英國國家統計局

2012 2013 2014

 

 

 

 

 

 

 

 

 

 

 

 

 

 

 

 

 

 

 

 

 

 

 

 

 

 

 

 

 

 

 

 

 

 

 

 

 

 

 

 



I. 國際及澳門主要經濟指標

1. 國際經濟指標（按年比較）（續）
%

2014 2014 2014 2015 2015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第1季 第2季

　中國內地

　　　本地生產總值 7.8 7.7 7.4 7.5 7.3 7.3 7.0 7.0

　　　貨物出口 7.9 7.8 6.0 5.0 13.0 8.6 4.6 -2.2

　　　貨物進口 4.3 7.3 0.5 1.3
r

1.0 -1.9
r

-17.7
r

-13.5

　　　消費物價指數a
2.6 2.6 2.0 2.3 2.1 2.0 1.2 1.3

　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 1.5 3.1 2.5 2.0 2.9 2.4 2.4
r

2.8

　　　貨物出口 2.9 3.6 3.2 4.8 5.8 1.2 2.3 -1.9

　　　貨物進口 3.9 3.8 3.9 4.5 5.7 3.2 1.4 -3.2

　　　消費物價指數 4.1 4.3 4.4 3.6 4.8 5.1 4.4 3.0

　　　失業率 3.3 3.4 3.3 3.3 3.5
r

3.1 3.2 3.3

　台灣

　　　本地生產總值 2.1 2.2 3.8 3.9 4.3 3.5 3.8
r

0.5

　　　貨物出口 -2.3 1.4 2.7 2.9 6.6 0.4 -4.2 -9.8

　　　貨物進口 -3.9 -0.2 1.5 3.7 7.5 -3.3 -15.0 -14.9

　　　消費物價指數 1.9 0.8 1.2 1.6 1.5 0.8 -0.6 -0.7

　　　失業率 4.2 4.2 4.0 3.9 4.0 3.9 3.7 3.7

　日本

　　　本地生產總值 1.7 1.6 -0.1 -0.4 -1.4 -1.0
r

-0.8
r

0.7

　　　貨物出口 -2.7 9.5 4.8 0.1 3.2 9.1 9.0 6.7

　　　貨物進口 3.8 14.9 5.7 2.8 2.4 1.2 -9.3 -5.1

　　　消費物價指數 - 0.3 2.8 3.6 3.4
r

2.5 2.3 0.5

　　　失業率 4.3 4.0 3.6 3.7 3.6 3.3 3.5 3.5

　韓國

　　　本地生產總值 2.3 2.9 3.3 3.4 3.3 2.7 2.5 2.2

　　　貨物出口 -1.3 2.1 2.3 3.2 3.6
r

0.9 -3.0
r

-6.9

　　　貨物進口 -0.9 -0.8 1.9 3.3 5.4 -2.8 -15.5
r

-15.6

　　　消費物價指數 2.2 1.3 1.3 1.6 1.4 1.0 0.6 0.5

　　　失業率 3.2 3.1 3.5 3.7 3.3 3.2 4.1 3.8

   新加坡

　　　本地生產總值 3.4 4.4 2.9 2.3 2.8 2.1 2.8
r

1.8

　　　貨物出口 -0.9 0.6 1.1 2.7 -1.4 -3.8 -5.4 -8.5

　　　貨物進口 3.2 -1.6 -0.6 3.0 -5.7 -6.0 -16.1 -12.9

　　　消費物價指數 4.6 2.4 1.0 2.2 1.0 - -0.3 -0.4

　　　失業率 2.0 1.9 2.0 2.6 1.7 1.6 1.7
r

2.6

a  累計同期變動率。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台灣行政院主計處、台灣經濟部

                   日本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日本財務省、日本統計局

                   大韓民國國家統計局、大韓民國中央銀行

                   新加坡統計局

2012 2013 2014

 

 

 

 

 

 

 

 

 

 

 

 

 

 

 

 

 

 

 

 

 

 

 

 

 

 

 

 

 

 

 

 

 

 

 

 

 

 

 

 



I. 國際及澳門主要經濟指標

2. 國際經濟指標（按季比較）
%

2014 2014 2014 2015 2015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第1季 第2季

　美國

　　　本地生產總值 2.2
r

1.5
r

2.4 4.6 4.3
r

2.1
r

0.6
r

3.7

　　　貨物出口 4.4 2.1
r

2.7
r

1.9
r

1.2
r

-0.9
r

-6.5
r

0.5

　　　貨物進口 3.1 -0.3
r

3.5
r

2.1
r

-0.2
r

-0.1 -3.8
r

-0.5

　　　消費物價指數 2.1 1.5 1.6 0.6 0.3 -0.2 -0.8 0.7

　　　失業率a
8.1 7.4 6.2 6.2 6.1 5.7 5.6 5.4

　日本

　　　本地生產總值 1.7 1.6 -0.1 -1.9
r

-0.3
r

0.3 1.1
r

-0.4

　　　貨物出口 -2.9
r

9.6 4.6 -0.1
r

3.8
r

5.8
r

-
r

-2.7

　　　貨物進口 3.3 15.2 5.6
r

-8.1
r

3.4
r

1.4
r

-5.7
r

-3.7

　　　消費物價指數 - 0.3 2.8 2.2 0.3 -0.2 -0.1 0.4

　　　失業率a
4.3 4.0 3.6 3.6 3.6 3.5 3.5 3.3

　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 1.5 3.1 2.5 - 1.4 0.2 0.7
r

0.4

　　　貨物出口 2.9 3.6 3.2 3.8 2.0 -3.2 -0.6 -1.3

　　　貨物進口 3.9 3.8 3.9 2.4 1.8 -0.4 -2.0 -2.5

　　　消費物價指數 4.1 4.3 4.4 0.7 0.5 2.9 0.3 -0.6

　　　失業率a
3.3 3.4 3.3 3.2 3.3 3.3 3.3 3.2

a 為當期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

資料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美國普查局、美國勞工統計局

                   日本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日本財務省、日本統計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20142013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