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季國際經濟概況 

2009 
世界各大經濟體在國際金融危機的影響下，2009 年第 1 季經濟持續下滑，部份更

陷入深度衰退。國際貨幣基金會於 2009 年 4 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指出，世界經濟

正處於由大規模金融危機和信心嚴重喪失所造成的極大衰退之中。雖然收縮幅度應從

第 2 季度開始將有所緩和，預計 2009 年全球經濟仍下跌 1.3%，較 1 月份《世界經濟展

望最新預測》的預測下調 1.8 個百分點；預計全球經濟在 2010 年將逐漸恢復，有 1.9%的增長。 
 
美國 2009 年第 1 季經濟因住房市場大幅衰退、庫存下降以及企業投資減少，第 1

季本地生產總值收縮 2.5%a（2008 年第 4 季按年下降 0.8%），季度變動率 b第 1 季的降

幅則收窄為-5.7%。私人消費支出較 2008 年第 4 季上升 1.5%，是自 2008 年第 3 季起

首度錄得按季增長，但按年仍下跌 1.4%；而國內私人投資則繼續下跌，跌幅達 23.3%，

其中住宅及非住宅的固定投資的跌幅均有所擴大，分別下跌 23.4%及 16.0%。對外貿

易在 2009 年第 1 季持續下跌，貨物進、出口總值分別下降 29.9%及 22.4%。2009 年第

1 季消費物價指數保持 2008 年同季的水平，但較 2008 年第 4 季下降 1.6 個百分點，而

失業率則高居不下，由 2008 年第 4 季的 6.6%攀升至 8.8%。雖然美國經濟在不少方面

仍繼續惡化，但美國公眾對政府出台經濟刺激計劃的效果持樂觀態度，這反映在美國

消費者信心指數中，已自最低位的 2 月份(25.3)逐步上升至 5 月份的 54.9，2009 年 4
至 5 月消費者信心指數共上升 28 點，創 1967 年有統計以來的最大雙月升幅。  

 
2009 年第 1 季歐元區經濟出現有史以來最嚴重收縮，原因在於商業投資大幅減

少、消費者支出下跌及企業依賴庫存滿足市場需求，本地生產總值錄得 4.8%的跌幅，

而較 2008 年第 4 季經濟則下降 2.5%，該兩項數據均創下自 1995 年以來的最大跌幅。

對外貿易方面，貨物進、出口在 2009 年第 1 季分別大幅下降 20.9%及 21.7%；就業市

場持續惡化，第 1 季失業率上升至 8.7%，較 2008 年第 4 季上升 0.8 個百分點，而消

費物價指數錄得 1.0%的增幅，較 2008 年第 4 季減少 1.3 個百分點。  
 
德國經濟自 2008 年第 4 季出現收縮後，2009 年第 1 季本地生產總值進一步下跌

至-6.7%，季度變動率為-3.8%，創下 1970 年有統計以來最大的季度跌幅，原因是全球

金融危機抑制其出口及投資，2009 年第 1 季出口及投資分別較上一季下跌 9.7%及

7.9%。對外貿易方面，貨物進、出口分別下降 14.1%及 20.8%；失業率為 8.5%，較上

一季增加 1.3 個百分點；消費物價指數只錄得 0.8%的增幅，較 2008 年第 4 季的 1.6%
下降 0.8 個百分點。  

 
法國 2009 年第 1 季本地生產總值下降 3.2%，季度變動率為-1.2%，主要是固定資

本形成總額按季下降 2.3%所致。對外貿易方面，貨物進、出口總額分別下降 14.7%和

16.8%。就業市場惡化，失業率由 2008 年第 4 季的 8.0%上升至 9.1%，而消費物價指

                                                 
a如沒有特別說明，本文提及之變動率是指 2009 年第 1季與 2008 年同季比較之變動率。 
b季度變動率是指參考季度與其上一個季度，即兩個相連季度比較得出的變動率。 



數僅上升 0.6%，較上一季下降 1.2 個百分點。  
 
英國經濟繼 2008 年第 4 季收縮 2.0%後，2009 年第 1 季本地生產總值錄得 4.1%的

跌幅，季度變動率為-1.9%，連續第三季錄得季度性負增長，其中工業產出較 2008 年

第 4 季下跌 5.3%，建造業及服務業分別下跌 2.4%及 1.2%，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下跌

3.8%，住戶消費下跌 1.2%，而政府消費則微升 0.3%。對外貿易方面，第 1 季貨物進、

出口總值分別下跌 8.3%和 8.0%。失業率較 2008 年第 4 季上升 0.8 個百分點至 7.1 %，

而消費物價指數上升 3.0%，較 2008 年第 4 季下降 0.9 個百分點。  
 
亞洲出口在 2009 年第 1 季持續急跌，嚴重拖累區內經濟的整體表現。日本經濟在

2009 年第 1 季因出口及個人消費大幅收縮下，國內生產總值按年下跌 9.7%，按季下

降 4.0%，為連續四季出現季度性負增長，是自二次大戰後第一次出現連續四季的經濟

負增長，可見日本經濟陷入前所未見的困境。對外貿易方面，貨物進、出口跌幅加劇，

分別按年下跌 37.0%和 46.9%，而與 2008 年第 4 季比較跌幅均為 23.4%。同時失業率

上升 0.7 個百分點至 4.6%，消費物價指數則下跌 0.1%。  
 
南韓 2009 年第 1 季的經濟收縮 4.3%，已連續兩季出現按年負增長，主要受製造

業及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分別下跌 13.5%及 7.5%所拖累。對外貿易繼續收縮，貨物進、

出口持續下跌，分別下降 32.9%及 24.9%；消費物價指數上升 3.9%，較 2008 年第 4
季下降 0.6 個百分點；失業率則進一步上升，為 3.8%，較上一季上升 0.7 個百分點。  

 
新加坡 2009 年第 1 季本地生產總值進一步下跌，按年收縮 10.1%，按季則收縮

14.6%，除了製造業及金融服務外，其他行業均較上一季下跌；新加坡政府表示，目

前還沒有出現顯示經濟復蘇的明確迹象，並維持對 2009 年全年 GDP 下降 6%至 9%的

預測。貨物進、出口總值在 2009 年第 1 季分別下跌 27.6%和 27.8%；失業率由 2008
年第 4 季的 2.5%上升至 3.2%；而消費物價指數由上一季的 5.4%大幅下降至 2.1%，新

加坡政府維持對 2009 年全年消費物價指數的預測，為-1.0%至 0.0%。  
 
中國台灣本地生產總值繼 2008 年第 4 季按年下跌 8.6%後，在 2009 年第 1 季進一

步下降至 10.2%，為自 1961 年有統計以來最大跌幅，主要是出口劇跌 32.3%，以及總

體民間投資下跌 41.0%所致；進、出口貿易跌幅加劇，分別為下跌 47.2%和 36.6%；失

業率亦進一步上升至 5.6%，較上一季增加 0.9 個百分點；同時消費物價指數由 2008
年第 4 季的上升 1.9%下降至 0.0%。  

 
香港經濟在 2009 年第 1 季收縮 7.8%，是自 1998 年亞洲金融危機以來最大跌幅；

季度變動率為-4.3%，是連續第四季收縮。在 2009 年第 1 季，除政府消費支出錄得 1.5%
的升幅之外，其他部份均錄得不同程度的跌幅，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樓宇及建造

開支和私人消費分別下跌 12.6%、8.2%及 5.5%。貨物進、出口在第 1 季分別下跌 22.8%
和 21.9%；失業率較上一季上升 1.3 個百分點至 5.1%；消費物價指數上升 1.7%，較 2008
年第 4 季下降 0.6 個百分點。  

 



中國大陸 2009 年第 1 季的經濟增長率為 6.1%，較 2008 年同季下跌 4.5 個百分點。

2009 年第 1 季的增長主要由淨出口、增加庫存及公共開支所推動。固定資産投資增長

加快，2009 年第 1 季按年上升 28.8%，較 2008 年同季增加 4.2 個百分點。國內消費增

長較快，社會消費品零售總額增長 15.0%；居民消費價格按年下降 0.6%。2009 年第 1
季的對外貿易大幅下降，貨物進、出口總值分別下降 30.9%和 19.7%，貿易順差為 623
億美元，較 2008 年第 1 季大幅增加 209 億美元；同時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減少，金

額為 218 億美元，較 2008 年同期減少 56 億美元；截至 2009 年 3 月底中國大陸的外匯

儲備達 19,537 億美元，較 2008 年年底增加 77 億美元。 

 

各主要國家或地區之本地生產總值同期變動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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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國際與澳門主要經濟指標 

 

1. 國際經濟指標（與同期比較） 

同期變動率 (%) 1/2 

  2008 2008 2008 2008 2009 

  
2006 2007 2008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第 1 季 

          

 美國         

   本地生產總值 2.8  2.0 1.1 2.5 2.1 0.7  -0.8 -2.5 
   貨物出口 14.5  12.1 11.9 17.0 19.0 17.0  -4.0 -22.4 
   貨物進口 10.9  5.6 7.3 11.3 14.3 14.4  -9.4r -29.9 
   消費物價指數 3.2  2.8 3.8 4.1 4.4 5.3  1.6 - 
   失業率 4.6  4.6 5.8 5.3 5.2 6.0  6.6 8.8 
          

 歐元區 a         

   本地生產總值 2.9r 2.6 0.8r 2.1 1.5r 0.5r -1.7r -4.8 
   貨物出口 11.6  8.4 3.9 6.8 7.7 4.5  -3.0 -21.7 
   貨物進口 13.7  6.5 7.2 9.8 10.8 10.4  -1.7 -20.9 
   消費物價指數 2.3  2.2 3.3 3.4 3.7 3.8  2.3 1.0 
   失業率 8.3  7.5 7.5 7.1 7.4 7.5  7.9 8.7 
          

 德國         

   本地生產總值 3.0  2.5 1.3 2.1 3.4 1.4  -1.7 -6.7 
   貨物出口 13.6  8.1 2.8 5.8 8.2 3.9  -6.1 -20.8 
   貨物進口 16.9  4.9 5.8 5.9 7.5 10.3  - -14.1 
   消費物價指數 1.6  2.3 2.6 2.9 2.9 3.1  1.6 0.8 
   失業率 10.8  9.0 7.8 8.6 7.8 7.6  7.2 8.5 
          
 法國         
   本地生產總值 2.4  2.3 0.3 1.9 1.0 0.1  -1.7 -3.2 
   貨物出口 7.6  4.0 2.3 7.5 4.0 2.9  -5.1 -16.8 
   貨物進口 9.3  6.2 4.6 9.5 6.9 5.9  -3.3 -14.7 
   消費物價指數 1.6  1.5 2.8 2.9 3.3 3.3  1.8 0.6 
   失業率 9.3  8.4 7.8 7.6 7.8 7.8  8.0 9.1 
          
 英國         
   本地生產總值 2.8  3.0 0.7 2.6 1.8 0.4  -2.0 -4.1 
   貨物出口 15.1  -9.3 13.7 13.4 17.6 18.2  5.8 -8.0 
   貨物進口 14.2  -2.9 10.7 11.7 16.7 12.5  2.6 -8.3 
   消費物價指數 2.3  2.3 3.6 2.4 3.4 4.8  3.9 3.0 
   失業率 5.4  5.3 5.7 5.2 5.4 5.8  6.3 7.1 
                  

a  自 2009 年起歐元區包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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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聯邦統計署 

          法國國家統計暨經濟研究所 

          英國國家統計署 

 



I. 國際與澳門主要經濟指標 

 

1. 國際經濟指標（與同期比較） 
同期變動率 (%) 2/2 

  2008 2008 2008 2008 2009 

  
2006 2007 2008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第 1 季 

 中國大陸         

   本地生產總值 11.6  11.9 9.0 10.6 10.1  9.0  6.8 6.1 
   貨物出口 27.2  25.7 17.3 21.2 22.2  23.1  4.4 -19.7 
   貨物進口 20.0  20.8 18.5 28.8 32.6  25.9  -9.0 -30.9 
   消費物價指數 a 1.5  4.8 5.9 8.0 7.9  7.0  5.9 -0.6 
          
 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 7.0  6.4 2.4r 7.3 4.1r 1.5r -2.6r -7.8 
   貨物出口 9.4  9.2 5.1 10.5 7.9  5.5  -2.1 -21.9 
   貨物進口 11.6  10.3 5.5 11.6 9.2  6.8  -4.2 -22.8 
   消費物價指數 2.0  2.0 4.3 4.6 5.7  4.6  2.3 1.7 
   失業率 4.8  4.0 3.6r 3.3 3.3  3.6  3.8 5.1 
          
 中國台灣         

   本地生產總值 4.8  5.7 0.1 6.3 4.6  -1.1  -8.6 -10.2 
   貨物出口 12.9  10.1 3.6 17.5 18.5  8.0  -24.7 -36.6 
   貨物進口 11.0  8.2 9.7 26.0 19.2  19.7  -23.0 -47.2 
   消費物價指數 0.6  1.8 3.5 3.6 4.2  4.5  1.9 0# 
   失業率 3.9  3.9 4.1 3.9 3.9  4.2  4.7 5.6 
          
 日本         

   本地生產總值 2.0  2.3r -0.7 1.3r 0.6r -0.3r -4.3r -9.7 
   貨物出口 14.6  11.5 -3.4 5.9r 1.8  3.2  -23.1 -46.9 
   貨物進口 18.3  8.6 7.9 10.5r 10.9  21.2  -9.5 -37.0 
   消費物價指數 0.3  - 1.4 1.0 1.4  2.2  1.0 -0.1 
   失業率 4.1  3.9 4.0 4.0 4.0  4.0  3.9 4.6 
          
 南韓         

   本地生產總值 5.2  5.1 2.2 5.5 4.3  3.1  -3.4 -4.3 
   貨物出口 14.4  14.1 13.6 17.4 23.1  27.0  -9.9 -24.9 
   貨物進口 18.4  15.3 22.0 28.9 30.5  42.8  -9.0 -32.9 
   消費物價指數 2.2  2.5 4.7 3.8 4.8  5.5  4.5 3.9 
   失業率 3.5  3.2 3.2 3.4 3.1  3.1  3.1 3.8 
          
   新加坡         

   本地生產總值 8.4  7.8 1.1 6.7 2.5  -  -4.2 -10.1 
   貨物出口 12.8  4.4 5.8 11.5 13.2  11.4  -12.0 -27.8 
   貨物進口 13.7  4.5 13.9 21.5 21.4  22.2  -7.1 -27.6 
   消費物價指數 1.0  2.1 6.5 6.6 7.5  6.6  5.4 2.1 
   失業率 2.7  2.1 2.2 1.9 2.2  2.3  2.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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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台灣行政院主計處、中國台灣財政部 
          日本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日本財務省、日本統計局 
          南韓策略及財政部、南韓國家統計署 
          新加坡統計局 



 
I. 國際與澳門主要經濟指標 

 
2. 國際經濟指標（與前期比較） 

與前期比較之變動率 (經季節性調整) (%) 

  2008 2008 2008 2008 2009 

  
2006 2007 2008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第 1 季 

           
 美國        
   本地生產總值 2.8  2.0 1.1 0.9 2.8 -0.5  -6.3 -5.7 
   貨物出口 14.5  12.1 11.9 4.3 6.1 2.8  -16.0 -14.5 
   貨物進口 10.9  5.6 7.3 3.2 4.9 1.4  -17.3r -20.0 
   消費物價指數 3.2  2.8 3.8 1.3 1.1 1.5  -2.2 -0.6 
   失業率 a 4.6  4.6 5.8 4.9 5.4r 6.0  6.9 8.1 

          
 日本         
   本地生產總值 2.0  2.3r -0.7 0.8r -0.9 -0.6  -3.8r -4.0 
   貨物出口 14.9  11.6r -3.5r 5.9r -6.3r -3.8r -20.2r -23.4 
   貨物進口 18.5  8.2 7.8r 8.1r 0.6r 1.4r -17.6r -23.4 
   消費物價指數 0.3  - 1.4 0.3 0.5 0.8  -0.6 -0.8 
   失業率 a 4.1  3.9 4.0 3.8 4.0 4.0r 4.0 4.4 

          
 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 7.0  6.4 2.4r 1.0r -1.0r -0.8r -1.9r -4.3 
   貨物出口 9.4  9.2 5.1 1.2 0.2 -1.5  -3.7 -17.1 
   貨物進口 11.6  10.3 5.5 -1.9 1.6 -0.6  -5.4 -17.2 
   消費物價指數 2.0  2.0 4.3 0.3 0.5 -0.7  0.6 - 
   失業率 a 4.8  4.0 3.6r 3.4 3.3 3.4  4.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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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