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季國際經濟概況 
2022 

2022年第 3季，新冠疫情持續、國際地緣政治等因素導致通脹壓力持

續升温。因應全球通貨膨脹，多個主要經濟體收緊貨幣政策，全球金融環

境收緊，長期借款成本提高，全球經濟活動普遍放緩。當前全球經濟仍不

穩定，並繼續面臨嚴峻的挑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 2022年 10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預計 2022

年全球經濟增長仍維持在 3.2% 的水平，2023 年將放緩至 2.7%，較 2022

年 7月的預測下調 0.2個百分點。報告下調美國 2022年的經濟增長預測 0.7

個百分點至 1.6%；下調中國的經濟增長預測 0.1個百分點至 3.2%；上調歐

元區的經濟增長預測 0.5 個百分點至 3.1%；日本的經濟增長預測維持在

1.7%的水平。 

2022 年第 3 季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按年上升 1.8%，按季上升 2.6%。淨

出口、私人消費支出和政府支出投資總額分別拉動經濟增長 2.8、1.0 和 0.4

個百分點，本地私人投資中的固定投資拉低經濟增長 0.9 個百分點。失業

率按季上升 0.1 個百分點至 3.6%，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則與上季相同維

持在 3.6%的水平。 

歐元區第 3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 2.3%，按季上升 0.3%，其中德國

經濟按年增長 1.1%，而法國經濟按年上升 1.0%。歐元區的固定資本形成、

住戶和非牟利機構最終消費和庫存變化分別拉動經濟增長 0.8、0.4和 0.2個

百分點，而政府最終消費總額未能為經濟增長帶來貢獻。失業率按季上升

0.1 個百分點，錄得 6.6%。 

英國第 3季國內生產總值按年增長 2.4%，按季則下跌 0.2%。淨出口和

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分別拉動經濟增長 3.3和 0.3個百分點；資本形成和住戶

最終消費支出分別拉低經濟増長 3.4 和 0.3 個百分點。失業率按季下跌 0.2

個百分點，錄得 3.6%。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 2022年 10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東

盟 5國a 2022年的經濟增速預測維持在 7月份所預測的 5.3%的水平；對中

東和中亞 2022年的經濟增速預測則為 5.0%，較 7月份預測的上調 0.2個百

分點；對印度 2022 年的經濟增長預測為 6.8%，較 7月份預測的下調 0.6

個百分點。 

日本第 3季國內生產總值按年上升 1.8%，按季下跌 0.3%。私人需求和

固定資本形成分別拉動經濟增長 0.3 個百分點；貨物及服務淨出口總額拉

低經濟增長 0.7 個百分點。政府消費開支未能為經濟增長帶來貢獻；失業

率按季下跌 0.1 個百分點，錄得 2.6%；經季節性調整失業率與上季相同，

保持在 2.6%的水平。 

韓國第 3季國內生產總值按年上升 3.1%，按季則上升 0.3%。最終消費、

固定資本形成支出和政府消費開支分別拉動經濟增長 0.9、0.7 和 0.2 個百

分點，淨出口拉低經濟增長 1.8個百分點。失業率較上季下跌 0.5個百分點，

錄得 2.5%。 

中國內地第 3 季國內生產總值按年增長 3.9%。其中，最終消費支出、

淨出口和資本形成總額分別拉動經濟增長 2.1、1.1 和 0.8 個百分點；第 3

季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增長 4.8%，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

同比增長 5.7%，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增長 3.5%。居民消費價格溫和

上漲，消費物價指數同比上漲 2.6%。對外貿易方面，前 3 季貿易總額b按

年上升 9.9%。 

 

香港第 3季經濟按年下跌 4.5%，按季則下跌 2.6%。政府消費開支上升

5.1%；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和服務輸出分別下跌 14.3%和 3.8%；私人消費開

支沒有變化。經季節性調整失業率為 3.9%，較上季下跌 0.8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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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貿易總額以人民幣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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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經濟指標（按年比較）

 %

2021 2021 2022 2022 2022

第3季 第4季 第1季 第2季 第3季

　美國

　　　本地生產總值 2,3 -2.8
r

5.9
r

5.0
r

5.7
r

3.7
r

1.8
r

1,8

　　　貨物出口 -2.0 -13.0 22,8 23,0 22,3 18,2 22.1
r

23,0

　　　貨物進口 -2.5 -6.5 21,5 19,4 19,0 22,6 20,7 14,2

　　　消費物價指數 1,8 1,2 4,7 5,3 6,7 8,0 8,6 8,3

　　　失業率 3,7 8,1 5,4 5,2 4,0 4,1 3,5 3,6

　歐元區a

　　　本地生產總值 1,6 -6.1 5.3
r

3.9
r

4.8
r

5.5
r

4.2
r

2,3

　　　貨物出口 2,9 -9,1 14.3
r

13.8
r

12,1 17.1
r

20.2
r

20,1

　　　貨物進口 1,7 -10,7 22.1
r

23.5
r

32.9
r

40.7
r

45.7
r

47,2

　　　消費物價指數 1,2 0,3 2,6 2,8 4,6 6,1 1,8 2,8

　　　失業率 7,6 8,0 7,7 7,4 7,1 7,1 6.5
r

6,6

　德國

　　　本地生產總值 1,1 -4,6 2,6 1.8 1,2 3,9 1.7
r

1,1

　　　貨物出口 0,8 -9,1 14.3
r

11.3
r

11.9
r

12.2
r

15.4
r

17,9

　　　貨物進口 1,4 -7,0 17.3
r

16.0
r

22.0
r

24.5
r

28.6
r

31,7

　　　消費物價指數 1,4 0,5 3,1 3,9 5,0 5,8 7,6 8,5

　　　失業率 5,0 5,9 5,7 5,5 5,1 5,3 5,0 5,5

　法國

　　　本地生產總值 1,9 -7.9 6,8 3.6
r

5.1 4.7
r

4,2 1,0

　　　貨物出口 3,7 -16,2 16.0
r

15.4
r

13.5
r

20.3
r

18.8
r

21,9

　　　貨物進口 2.4
r

-13.3
r

17.4
r

14.1 25.4
r

33.3
r

31.9
r

36,8

　　　消費物價指數 1,1 0,5 1,6 1,7 2,7 3,7 5,3 5,8

　　　失業率 8,4 8,0 7,9 7,9 7,6 7,5 7,1 7,4

　英國

　　　本地生產總值 1.6
r

-11.0
r

7.5
r

8.5
r

8.9
r

10.9
r

4.4
r

2,4

　　　貨物出口 3.7
r

-15.5
r

5.3
r

5.5
r

11.4
r

19.1
r

17.2
r

44,2

　　　貨物進口 3.6
r

-13.9
r

8.3
r

13.6
r

-2.7
r

38.3
r

39.5
r

31,5

　　　消費物價指數 1,8 0,8 2,7 2,8 5,0 6,1 9,2 10,1

　　　失業率 3,8 4.6
r

4,5 4,3 4,0 3,7 3,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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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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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經濟指標（按年比較）（續）

%

2021 2021 2022 2022 2022

第3季 第4季 第1季 第2季 第3季

　中國內地

　　　本地生產總值 6.0 2.2 8.1 4.9 4.0 4.8 0.4 3.9

　　　貨物出口 0.5 3.6 29.8
r

24.2 22.9 15.5
r

12.5
r

10.1

　　　貨物進口 -2.7 -0.6 30.1 25.4 23.7 10.6
r

1.6
r

0.9

　　　消費物價指數
a

2.9 2.5 0.9 0.6 0.9 1.1 1.7 2.0

　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 -1.7 -6.5 6.3 5.4 4.7 -3.9 -1.3 -4.5

　　　貨物出口 -4.1 -1.5 26.3 22.7 23.8 3.4 -2.4 -10.9

　　　貨物進口 -6.5 -3.3 24.3 25.8 19.0 2.9 1.3 -11.3

　　　消費物價指數 2.9 0.3 1.6 2.3 2.0 1.5 1.5 2.7

　　　失業率 2.9 5.8 5.2 4.7 3.8 5.0 4.8 4.1

　台灣

　　　本地生產總值 3.1 3.4 6.6 4.1
r

5.2
r

3.9
r

3.0
r

4.0

　　　貨物出口
b

-1.5 4.9 29.3 30.1 26.0 23.5 15.4 3.4

　　　貨物進口
b

0.3 0.2 33.3 42.5 32.7 25.5 24.1 6.6

　　　消費物價指數 0.6 -0.2 2.0 2.3 2.7 2.8 3.5 2.9

　　　失業率 3.7 3.9 4.0 4.2 3.7 3.6 3.7 3.7

　日本

　　　本地生產總值
c

-0.9 -4.6
r

2.3 1.2 0.5 0.6
r

1.7
r

1.8

　　　貨物出口 -5.6 -11.1 21.5 24.9 15.7 14.5 15.9 23.2

　　　貨物進口 -5.0 -13.5 24.8
r

37.1
r

37.6
r

34.6
r

40.8
r

47.6

　　　消費物價指數 0.5 - -0.2 -0.2 0.5 0.9 2.4 2.9

　　　失業率 2.4 2.8 2.8 2.8 2.6 2.6 2.7 2.6

　韓國

　　　本地生產總值 2.2 -0.7 4.1 4.0 4.2 3.0 2.9 3.1

　　　貨物出口 -10.4 -5.5 25.7 26.5 24.5 18.4 13.0 6.0

　　　貨物進口 -6.0 -7.1 31.5 37.5 39.4 29.8
r

23.1 22.8

　　　消費物價指數 0.4 0.5 2.5 2.5 3.5 3.8 5.4 5.9

　　　失業率 3.8 4.0 3.7 2.8 2.9 3.5 3.0 2.5

   新加坡

　　　本地生產總值 1.1 -4.1 7.6 7.5 6.1 3.9
r

4.5
r

4.1

　　　貨物出口 -4.2 -3.2 19.1 17.4 26.9 18.8 24.9
r

23.5

　　　貨物進口 -2.1 -7.4 20.4 20.9 31.0 23.1 31.6 28.2

　　　消費物價指數 0.6 -0.2 2.3 2.5 3.7 4.6 5.9 7.3

　　　失業率 2.3 3.0 2.7 2.5 2.1 2.0 2.6
r

1.9

a 累計同期變動率。

b 貨品進出口採用一般貿易制度計算

c 經年率換算的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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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020 2021



2. 國際經濟指標（按季比較）

 %

2021 2021 2022 2022 2022

第3季 第4季 第1季 第2季 第3季

　美國

　　　本地生產總值 2.3 -2.8
r

5.9
r

2.7
r

7.0
r

-1.6 -0.6
r

2.6

　　　貨物出口 -2.0 -13.0 22.8 1.4 7.1 2.8 10.1 1.7

　　　貨物進口 -2.5 -6.5 21.5 1.6 6.2 9.3 2.4 -3.9

　　　消費物價指數 1.8 1.2 4.7 1.6 1.9 2.2 2.5 1.4

　　　失業率a
3.7 8.1 5.4 5.1 4.2 3.8 3.6 3.6

　日本

　　　本地生產總值 -0.9 -4.6
r

2.3 -0.6
r

1.0 0.1
r

1.1
r

-0.3

　　　貨物出口 -5.7 -11.5 21.7 0.4
r

4.2
r

3.7
r

6.6
r

6.7

　　　貨物進口 -4.7 -14.1 25.2 4.5
r

5.6
r

10.4
r

15.7
r

9.3

　　　消費物價指數 0.5 - -0.2 0.4 0.3 0.7 1.0 0.8

　　　失業率a
2.4 2.8 2.8 2.8 2.7 2.7 2.6 2.6

　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 -1.7 -6.5 6.3 0.7 - -2.9 1.0 -2.6

　　　貨物出口 -4.1 -1.5 26.3 1.0 1.9 -4.2 -7.3 -8.7

　　　貨物進口 -6.5 -3.3 24.3 1.4 -2.1 -4.5 -1.6 -11.0

　　　消費物價指數 2.9 0.3 1.6 -0.8 1.4 0.7 0.3 0.4

　　　失業率a
2.9 5.8 5.2 4.5 4.0 5.0 4.7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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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020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