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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第二季全球经济复苏步伐迅速，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指标均表现理想，企业投

资及工业生产亦大幅提升，尤其以亚洲工业出口地区的复苏力度更为显著；不过，潜伏冲击经

济发展的多种不明朗因素仍然存在，包括国际石油及原料价格持续飊升、美国加息压力以及中

国大陆的宏观调控措施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二零零四年六月份发表的《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尽管抵受着

通货膨胀的压力，但世界总体经济复苏的步伐仍持续向前，国际金融市场稳步上扬，因此该组

织对其成员国于二零零四年的经济增长预测调高了 0.4 个百分点至 3.4%；同时对美国和日本

的增长预测分别由原来的 4.2%和 1.8%上调至 4.7%和 3.0%；但对欧元区的预测则由 1.8%向下

修订为 1.6%；此外，预计世界贸易量(货物及服务)的增长由 7.8%调升至 8.6%。 
 

美国于二零零四年第二季经济复苏力度较预期逊色，本地生产总值由第一季的 5.0%回落

至 4.7%a，季度变动率b亦只录得 2.8%的增长。受政府收紧货币政策以及四年来首度宣布加息

的影响下，使得私人消费和政府开支只微升 3.6%及 1.7%。至于对外贸易方面，由于能源价格

急剧攀升，进口总值的增长率由第一季的 11.7%跳升至第二季的 17.7%，而出口总值亦增加

13.6%。此外，除了长期受严重的双赤字难题困扰外，目前美国更面临潜在的通胀压力。就业

市场则渐趋稳定，失业率维持于 5.6%。 
 

欧元区经济复苏步伐逐渐加快，随着消费者及企业信心指数回升，二零零四年第二季工业

生产增加 2.6%，经济增长亦由第一季的 1.3%上升至2.0%；然而就业情况持续恶化，失业率高达 9.0%。作

为欧元区内最大经济体的德国，经济发展转趋乐观，本地生产总值录得 2.0%的增长，虽然失业

率长期高企以致私人消费再度倒退了 0.5%；尤幸受惠于货物进、出口表现理想，升幅分别由

第一季的 4.7%及 9.1%扩大至第二季的 9.3%及 14.3%，制造业生产亦增加 5.4%。 
 

英国经济表现普遍较欧元区各国为佳，二零零四年第二季经济录得 3.7%的增幅，主要是

受企业投资及制造业带动，分别增加 4.7%及 1.4%。建筑业更强劲增长 5.8%，但农渔业、矿业

和能源生产则出现萎缩的情况；同时，六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上升 1.6%，失业率则微升0.1 个百分点，至

4.8%的水平。法国方面，经济增长由第一季的 1.7%加快至 3.0%，私人消费亦较预期为佳，上升

2.7%；对外贸易表现尚算不俗，货物进、出口总值分别增加 8.3%及 4.4%；可是就业市场仍未

获改善，失业率再创近年新高，达 9.8%。 
 

以出口为主导的亚洲地区，在出口及内部需求增强的有利因素下，经济出现了令人鼓舞

                                                 
a 如没有特别指明，本文中提及之变动率是指二零零四年第二季与去年同期比较之变动率。 
b 季度变动率是指参考季度与其上一个季度，即两个相连季度比较的变动率。 



的增长势头。日本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在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及企业投资大幅上涨 10.1%的带动

下，录得 4.2%的升幅，其中私人消费增加 3.4%；就业市场转趋乐观，失业率下降至 4.6%的低

位，但通货紧缩问题仍未获纾解。至于南韩方面，以货物进、出口表现最为理想，分别增加

22.2%及 29.5%，令第二季经济增长达 5.5%，工业生产亦增加 12.3%；但受到私人消费需求疲

弱，以及金融机构信用危机和消费者不良信贷数字增加的影响，经济前景并不乐观；而失业率

则上升至 3.5%。  
 

新加坡经济发展持续理想，二零零四年第二季经济大幅增长 12.5%，其中以制造业及服

务业表现最为突出，分别增加 20.6%及 11.6%；此外，六月份失业率稳定在 4.5%的水平，消费

物价指数则上升 1.9%。至于台湾方面，受企业投资强劲增长 35.0%带动，第二季本地生产总

值录得 7.7%的升幅；失业率亦维持在 4.4%的低位。同时，因电子产品、基本金属及精密仪器

等市场需求强劲，出口总值的升幅由第一季的 22.3%跳升至第二季的 28.8%；而进口总值的升

幅更由 31.2%急增至 39.7%。 
 
香港经济自进入二零零四年便迅速回升，在私人消费和企业投资分别上升 11.0%、13.2%，

以及服务输出强劲增长 31.3%的带动下，第二季经济增长达 12.1%，是四年以来最大的升幅。

对外贸易方面，由于美元偏软保持了香港货物出口竞争力的优势，货物进、出口分别增加 22.1%
及 17.8%；就业情况进一步获得改善，失业率下跌 0.3 个百分点，至 6.9%；然而，政府仍面临

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第二季财赤高达 170 亿港元。 
 

中国大陆保持经济增长的势头，二零零四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录得 9.6%的升幅。随着

国内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加上外资持续流入，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 352.4 亿美元。此外，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见缓和，升幅由第一季的 42.9%回落至第二季的 31.0%，显示政府采

取的宏观调控措施渐见成效。至于货物进、出口总值方面，分别增加 42.9%、37.2%，贸易顺

差亦改善至 17.1 亿美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底，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高达 4,706 亿美元，较

第一季增加 308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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