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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 2005 年第三季，世界經濟增長承接了第二季度的增長態勢，繼續以強勁的步伐擴張，

從目前數據分析，油價上漲以及美國利率上升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仍較為溫和。美國雖然遭遇

“卡特麗娜＂和“麗塔＂兩次颶風的侵襲，經濟還保持強勁，但是通脹壓力出現加劇的趨勢。

歐元區還沒有擺脫長期的經濟停滯，經濟增長依然緩慢。日本經濟在第三季出現強勁復蘇態

勢，東亞(除日本)、東南亞經濟繼續保持穩健的發展勢頭。從總體情況看，世界經濟大致穩定

良好，然而國際市場石油價格猛漲並在歷史高位停留，而且迄今沒有任何平抑油價的多邊行

動，這將給世界經濟帶來成本壓力；同時全球經常賬進一步失衡對全球經濟構成了風險，以及

由此引發的貿易保護主義抬頭將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主要不利因素。 

 

國際貨幣基金會於 2005 年 9 月份出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指出，儘管當前油價居

高不下，以及兩次颶風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造成影響，但世界經濟仍維持了適度增長。國際

貨幣基金會預測，2005 年和 2006 年全球經濟增長速度將均為 4.3%，與該組織今年 4月作出的

今明兩年經濟分別增長 4.3%和 4.4%的預測相差不大。但對歐元區今明兩年的增長預測分別由

4月份的 1.6%和 2.3%向下修訂為 1.2%和 1.8%；對美國今明兩年的增長預測則由 4月份的 3.7%

和 3.6%向下修訂為 3.5%和 3.3%；對日本今年的增長預測則由 4月份的 0.8%向上修訂為 2.0%，

並維持對明年的 2.0%預測；此外，預測今明兩年的世界整體貿易量(貨物及服務)的增長由 4

月份的 7.5%和 7.6%向下修訂為 7.0%和 7.4%。 

 

今年第三季，“卡特麗娜＂和“麗塔＂颶風先後襲擊了美國南部墨西哥灣地區，對當地

經濟尤其是美國的能源生產和供應造成嚴重破壞。但美國本地生產總值仍錄得 3.7 %
a強勁增

長，季度變動率b錄得 4.3%的增長，第三季度經濟增速依然強勁，顯示出美國經濟應對外部衝

擊的能力較強，兩次颶風對美國墨西哥灣沿岸地區的襲擊並沒有對這個國家整體經濟運行造成

太大影響。從總體情況看，今年美國經濟將穩步增長。第三季私人消費支出仍維持較強勢頭，

與第二季的 3.9%持平；私人國內投資則由第二季的 4.0%上升至 4.3%。對外貿易方面，貨物進

口總值的增幅較上一季輕微上升，為 13.8%，但貨物出口總值的增幅繼續下滑，至 10.2%。第

三季消費物價指數大幅攀升至 3.8%，較第二季增加 0.9 個百分點。就業市場進一步改善，失

業率為 5.0%，較第二季下跌 0.1 個百分點。美國經濟面臨的問題，仍主要是財政赤字和貿易

逆差屢創新高以及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等。 

 

第三季歐元區的經濟出現增速勢態，本地生產總值錄得 1.6%的增長，較第二季增加 0.4

個百分點，同時失業率有所改善，較第二季下降了 0.2 個百分點至 8.5%。引領歐元區經濟增

長的出口，得益於歐元對美元匯率下滑，出現較大增幅，第三季貨物出口增長為 9.6%，較第

                                                 
a 如沒有特別指明，本文中提及之變動率是指 2005 年第三季與去年同期比較之變動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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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動率。 



二季增加 3.3 個百分點，同時貨物進口增幅也增加 3.2 個百分點至 14.0%。私人消費上升、投

資和出口加速為歐元區的經濟復蘇貯藏動力，但是第三季消費物價指數錄得 2.3%的增幅，卻

對經濟復蘇蒙上了陰影。德國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錄得 1.3%的增長，主要由強勁的出口和企

業固定資本投資增長帶動；在驅動第三季主要經濟增長的外貿活動方面，貨物進、出口分別增

加 6.0%及 8.4%。失業率有所下降但仍高企，第三季失業率為 9.2%。企業固定資本投資增長率

為 4.5%。 

 

英國經濟表現繼續保持平穩，第三經濟增長為 1.7%，主要由服務業、金融業、商業、政

府、交通和通訊業增長較強勁所帶動，其中服務業季度變動率為 0.6%；工業季度變動率為

0.4%，其中產出較大的行業為交通設備、化學工業和人造纖維。進、出口總值較上一季分別上

升 2.1%及 0.7%。整體就業形勢穩定，失業率維持在 4.7 %。法國方面，經濟增長在經歷第二

季的 1.1%後增幅加大，達 1.8%，主要由家庭消費支出、企業固定資本投資和淨外貿順差上升

帶動，家庭消費支出的季度變動率為 0.7%。企業固定資本投資的季度變動率為 0.9%，其中非

金融企業固定資本投資上升 1.1%；進、出口總值的季度變動率分別為 2.3%及 3.1%；9 月份消

費物價指數上升 2.2%。就業市場有所改善，但失業率依然高企，達 9.4%。 

 

以出口為主導的亞洲地區，總體出口繼續穩定增長，區內主要經濟體在第三季出現較強勁

的增長態勢。由於出口在亞洲經濟中佔很大比重，進口增長相對落後進一步加劇與全球其他區

域經常賬間的失衡，發達國家的貿易保護主義將是影響亞洲經濟發展的主要不利因素。居高不

下的國際油價提高了區內生產成本和通脹壓力。日本經濟在 2005 年第三季出現強勁復蘇，增

長達 3.0%，主要由企業設備投資上升 7.3%，私人消費增加 3.5%以及固定資本投資增加 4.2%

所帶動；貨物進、出口較前一季有所上升，分別為 16.8%及 7.4%；就業市場穩定，失業率維持

在 4.3%。至於南韓方面，受到半導體、石化產品和工業機械生產以及出口增長的帶動，第三

季經濟增長 4.5%。進、出口總值升幅分別為 10.7%及 11.5%；就業情況進一步改善，失業率為

3.6%。 

 

新加坡在第二季經濟增長出現大幅回升至 5.2%後仍保持升勢，第三季的本地生產總值錄

得 7.0%的增長，強勁的對外貿易帶動了經濟增長，進、出口總值升幅分別為 10.0%及 13.0%；

除建築業、批發零售業、酒店餐飲業、交通通訊業和金融服務業錄得較低增長外，其他行業均

錄得不錯的增長，特別是製造業錄得 13.2%的增幅，較上一季增加了 6.8 個百分點，商業服務

業也較上一季增加 2.2 個百分點，為 5.5%；此外，就業環境改善，失業率下降至 3.3%，消費

物價指數則輕微上升 0.5%。至於中國台灣方面，隨　製造業生產回升與出口表現轉好，以及

政府公共建設開支擴大的推動，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錄得 4.4%的升幅，貨物進、出口增長率

分別為 10.9%及 7.7%。失業率輕微上升，為 4.3%，消費物價指數上升 3.0%。 

 

香港經濟繼續保持較快的增長，繼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錄得 7.3%的增幅後，第三季進一

步錄得 8.2%。就業狀況繼續改善，經濟景氣樂觀，資產價值上升帶來的財富效應，增強了消

費信心，私人消費上升 4.6%。由於對外貿易回復強勁，貨物進、出口增長分別達 11.0%及 12.8%

的水平；失業率進一步下跌至 5.5%，然而消費物價指數上升 1.4%。 

 



中國大陸經濟仍然保持平穩和較快的增長態勢，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為 9.4%。從

2005 年各季度分析，第一季度經濟增長 9.4%，第二季度為 9.5%，第三季度為 9.4%，總體上處

於一個較高的水平，並且相當穩定，這種狀況充分說明今年以來國民經濟運行的穩定性是有所

提高的；物價上漲的壓力明顯減弱，今年以來物價升幅平均保持在 2.0%左右；但是固定資產投

資反彈的壓力仍很大，前三季度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幅持續高於 24.0%且呈逐月加大態勢。2005

年 7 月 21 日起，中國大陸開始實行以市場供求為基礎、參考一籃子貨幣進行調節、有管理的

浮動匯率制度，並調整了人民幣兌美元匯率。第三季的出口增長稍微回落，進口有所增加，貨

物進、出口總值增長分別為 19.7%及 29.2%，貿易順差為 287.6 億美元；前三季實際使用外資

金額達 432.0 億美元，較去年同期下降 2.1%；截至 2005 年 9 月底，中國大陸的外匯儲備高達

7,690.0 億美元，較 6月底增加 580.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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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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4 2004 2005 2005 2005 

 
2002 2003 2004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美國         

   本地生產總值 1.9 3.0 4.4 3.8 3.8 3.6 3.6 3.7 

   貨物出口 -4.9 4.5 13.0 14.4 11.0 8.7 11.7 10.2 

   貨物進口 2.0 8.5 17.0 18.6 19.6 14.7 13.1 13.8 
   消費物價指數 1.6 2.3 2.7 2.7 3.3 3.0 2.9 3.8 

   失業率 5.8 6.0 5.5 5.5 5.4 5.3 5.1 5.0 

    

 日本    

   本地生產總值 -0.3 1.4 2.6 2.6 0.6 1.2 1.4 3.0 

   貨物出口 6.4 4.7 12.2 12.5 11.2 3.8 4.3 7.4 
   貨物進口 -0.6 5.0 10.9 13.0 17.0 10.0 14.1 16.8 

   消費物價指數 -0.9 -0.3 -0.1 -0.1 0.5 -0.2 -0.1 -0.3 

   失業率 5.4 5.3 4.7 4.8 4.5 4.6 4.3 4.3 

    
 歐元區    

   本地生產總值 0.9 0.5 2.0 1.8 1.6r 1.2r 1.2r 1.6 
   貨物出口 1.0 -2.9 8.4 8.6 8.5 3.4 6.3 9.6 
   貨物進口 -4.0 -0.5 8.5 13.5 11.6 8.8 10.8 14.0 

   消費物價指數 2.2 2.1 2.2 2.2 2.3 2.0 2.0 2.3 

   失業率 8.3 8.8 8.9 8.9 8.8 8.8 8.7 8.5 
    

 中國大陸    
   本地生產總值 8.0 9.1 9.5 9.1 9.6 9.4 9.5 9.4 

   貨物出口 22.3 34.6 35.4 34.7 35.6 34.9 30.9 29.2 
   貨物進口 21.2 39.9 36.0 30.1 30.5 12.2 15.5 19.7 

   消費物價指數 ª -0.8 1.2 3.9 5.3 3.2 2.8 1.8 1.4 

    

 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 1.8 3.1 8.2 6.7 7.2 6.2 7.3r 8.2 

   貨物出口 5.4 11.7 15.3 15.3 12.6 8.9 11.1 12.8 

   貨物進口 3.3 11.5 14.1 14.2 7.0 3.8 7.0 11.0 

   消費物價指數 -3.0 -2.6 -0.4 0.8 0.2 0.4 0.8 1.4 

   失業率 7.3 7.9 6.8 6.8 6.5 6.1 5.7 5.5 

   
a 累計同期變動率 
r 修訂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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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統計辦公室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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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4 2004 2005 2005 2005 

 
2002 2003 2004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美國   

   本地生產總值 1.6 2.7 4.2 4.0 3.3 3.8 3.3r 4.3 

   貨物出口 -4.9 4.5 13.0 2.5 1.8 2.6 4.7 0.8 

   貨物進口 2.0 8.5 17.0 2.4 5.6 2.2 2.6 3.1 

   消費物價指數 1.6 2.3 2.7 0.5 0.8 0.6 1.0 1.3 

   失業率 5.8 6.0 5.5 5.5 5.4 5.3 5.1 5.0 

    

 日本    

   本地生產總值 -0.3 1.4 2.6 -0.1r 0.1 1.5r 0.8r 0.4

   貨物出口 6.4 4.7 12.2 1.5 1.0 -1.2 2.2 4.0 

   貨物進口 -0.6 5.0 10.9 5.0 1.6 -0.6 7.4 6.7 

   消費物價指數 -0.9 -0.3 -0.1 0.1 0.4 -0.5 -0.1 -0.1 

   失業率 5.4 5.3 4.7 4.8 4.5 4.6 4.3 4.3 

    

 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 1.9 3.2 8.1 1.7 0.6 1.4 3.4r 2.7 

   貨物出口 5.4 11.7 15.9 0.6 2.9 -0.3 6.7 2.0 

   貨物進口 3.3 11.5 16.9 -1.1 0.6 2.5 5.6 1.7 

   消費物價指數 -3.0 -2.6 -0.4 -0.2 0.3 0.4 0.5 0.4 

   失業率 7.3 7.9 6.8 6.8 6.5 6.1 5.7 5.5 

         
r 修訂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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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