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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2 季全球经济虽仍保持增长，但随着中美贸易磨擦持续，导致国际金融

市场显著波动，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持续为全球的投资

和贸易带来威胁，多个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出现放缓，加上地缘政治愈趋紧张，以及英

国退出欧盟的形式仍不确定，均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障碍及增添不明朗的因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2019 年 7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中指出，全球

经济增长依旧疲软，贸易紧张升级，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资及耐用

消费品需求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全球增长面临的风险偏于下行。预计全球经济 2019

年将增长 3.2%，2020 年将增长 3.5%，同样较 2019 年 4 月的预测下调 0.1 个百分点。

报告上调美国的 2019 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0.3 个百分点至 2.6%，而 2020 年则维持增长

1.9%的预测；对中国 2019 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为 6.2%，而  2020 年为 6.0%，较 2019

年 4 月的预测均下调 0.1 个百分点；对欧元区的 2019 年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 1.3%，

而对 2020 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为 1.6%，较 2019 年 4 月份的预测上调 0.1 个百分点；对

日本的 2019 年和 2020 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为 0.9%和 0.4%，较 2019 年 4 月的预测

同样下调 0.1 个百分点。  

 

美国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步伐，第 2 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上升 2.3%，按季上升

2.0%。私人消费支出推动经济增长 3.1 个百分点，国内私人投资总额拉低经济增长 1.1

个百分点，政府支出和投资总额拉动经济增长 0.8 个百分点，净出口拉低经济增长 0.7

个百分点。经济发展稳定，失业率按季下跌 0.6 个百分点至 3.5%，经季节性调整的失

业率则较上季下跌 0.3 个百分点至 3.6%。  

  

欧元区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第 2 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上升 1.2%，按季增长 0.2%，

其中德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按年没有变动，而法国经济增速为 1.4%。欧元区的住户

和非牟利机构最终消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均贡献经济增长 0.1 个百分点，库存变化

未能为经济增长带来贡献，而净出口则拉低经济增长 0.1 个百分点。失业率按季下跌

0.7 个百分点，录得 7.4%。  

  

英国经济保持增长，第 2 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上升 1.2%，按季则下跌 0.2 %。住

户最终消费支出和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分别带动经济增长 0.3 及 0.1 个百分点，资本形成

拉低经济增长 4.0 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则带动经济增长 3.5 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放缓，

失业率按季轻微上升 0.1 个百分点，录得 3.9%。  



 亚洲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2019 年 7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

望》最新预测中指出，对印度的 2019 年经济增长预测为 7.0%，而 2020 年为 7.2%，

较 2019 年 4 月份的预测同样下调 0.3 个百分点；对东盟 5 国 a
2019 年及 2020 年的经济

预测分别为 5.0%及 5.1%，相比 2019 年 4 月份的预测均下调 0.1 个百分点；对中东、

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 2019 年经济预测由 4 月的 1.5%下调至 1.0%，对 2020 年

的经济增长预测亦由 3.2%下调至 3.0%。  

 

日本第 2 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1.2%，按季则增长 0.4%。私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0.5 个百分点，而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则拉低经济增长 0.3 个百分点。就业情况稳定，失

业率与上季持帄 2.4%；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同样持帄为 2.4%。  

 

韩国第 2 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上升 2.1%，按季上升 1.0%。最终消费支出推动经济

增长 0.7 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 0.5 个百分点，净出口则拉低经济增长

0.1 个百分点。经济保持增长，失业率较上季减少 0.4 个百分点，录得 4.1%。  

 

中国内地经济增速保持较快步伐，第 2 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6.2%，上半年则

增长 6.3%。2019 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质增长 6.0%；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同比增长 5.8%；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4%，其中，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3.1%、

日用品类增长 14.1%、化妆品类增长 13.2%、通讯器材类增长 7.4%。对外贸易方面，

第 2 季贸易总额按年上升 3.9%。通胀上升，上半年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2.2%，较

去年同期扩大 0.2 个百分点。  

  

香港第 2 季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仅按年轻微增长 0.5%，按季收缩 0.4%。内需与去

年同期相比表现疲弱，私人消费开支仅按年上升 1.1%，政府消费开支则稳健增长 4.2%，

服务输出继上一季按年轻微扩张 0.8%后，在第 2 季按年微跌 0.2%，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持续下跌走势，第 2 季下跌  11.6%。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保持在 2.8%。  

 

 

                                                 
a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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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经济指标（按年比较）
  %

2018 2018 2018 2019 2019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第1季 第2季

　美国

　　　本地生产总值 1.6 2.4
r

2.9 3.2
r

3.1
r

2.5
r

2.7
r

2.3

　　　货物出口 -3.1 6.6 7.8
r

11.7
r

8.3
r

3.2
r

1.4 -3.0

　　　货物进口 -1.8 6.8
r

8.6 8.4
r

10.8
r

6.4
r

-
r

0.6

　　　消费物价指数 1.3 2.1 2.4 2.7 2.6 2.2 1.6 1.8

　　　失业率 4.9 4.4 3.9 3.8 3.9 3.6 4.1 3.5

　欧元区a

　　　本地生产总值 1.9 2.4 1.9 2.2 1.7 1.2 1.3
r

1.2

　　　货物出口 0.3 7.1 3.8 4.4 4.7 3.8
r

4.1
r

2.4

　　　货物进口 -1.3 9.9
r

6.7
r

6.3
r

10.2
r

7.8 5.1
r

2.4

　　　消费物价指数 0.2 1.5 1.8 1.7 2.1 1.9 1.4 1.4

　　　失业率 10.0 9.1 8.2 8.2 7.8 7.9 8.1 7.4

　德国

　　　本地生产总值 2.2 2.5
r

1.5
r

2.5
r

1.1 0.9 0.8
r

-

　　　货物出口 0.9 6.2 3.0 5.1 2.9 1.4 2.5 -1.3

　　　货物进口 0.6 8.0 5.7 6.3 8.1 4.9 5.0
r

1.0

　　　消费物价指数 0.5 1.5 1.7 1.7 1.9 2.0 1.4 1.7

　　　失业率 6.1 5.7 5.2 5.1 5.1 4.9 5.2 4.9

　法国

　　　本地生产总值 1.0
r

2.4
r

1.7
r

1.9
r

1.5
r

1.2
r

1.3
r

1.4

　　　货物出口 -0.9 5.0
r

3.9 3.1
r

3.4 4.1 6.3
r

5.8

　　　货物进口 -0.2 7.1 3.6
r

5.7 3.7
r

2.9
r

4.8
r

2.1

　　　消费物价指数 0.2 1.0 1.9 1.9 2.2 1.9 1.2 1.1

　　　失业率 10.1 9.4 9.1 8.7 8.8 9.1 9.1
r

8.1

　英国

　　　本地生产总值 1.8 1.8 1.4 1.4 1.6 1.4 1.8 1.2

　　　货物出口 4.3 13.3 3.5 2.7 3.7 4.1 5.8
r

3.7

　　　货物进口 6.7 10.2 2.7 1.7 3.5 4.8 16.9
r

-0.5

　　　消费物价指数 0.7 2.7 2.4 2.4 2.5 2.2 1.9 2.0

　　　失业率 4.9 4.4 4.1 4.0 4.1 4.0 3.8 3.9

a  自2015年起欧元区包括19个国家。

数据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普查局、美国劳工统计局

                欧洲统计办公室

                德国联邦统计局

                法国国家经济研究与统计局、法国海关统计

                英国国家统计局

2016 2017 2018

 



1. 国际经济指标（按年比较）（续）
%

2018 2018 2018 2019 2019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第1季 第2季

　中国内地

　　　本地生产总值 6.7 6.8
r

6.6 6.7 6.5 6.4 6.4 6.2

　　　货物出口 -7.7 7.9 9.9
r

11.5
r

11.7
r

3.9
r

1.3
r

-1.0

　　　货物进口 -5.5 16.1 15.8
r

20.6
r

20.4
r

4.4
r

-4.5
r

-4.1

　　　消费物价指数a
2.0 1.6 2.1 2.0 2.1 2.1 1.8 2.2

　香港

　　　本地生产总值 2.2 3.8 3.0 3.6 2.8 1.2 0.6 0.5

　　　货物出口 -0.5 8.0 7.3 9.0 9.0 2.2 -2.4 -4.7

　　　货物进口 -0.9 8.7 8.4 10.4 11.5 1.8 -3.2 -5.7

　　　消费物价指数 2.4 1.5 2.4 2.1 2.5 2.6 2.2 3.0

　　　失业率 3.4 3.1 2.8 2.8 3.0 2.7 2.8 2.9

　台湾

　　　本地生产总值 1.5 3.1 2.6 3.3 2.4 1.8 1.8
r

2.4

　　　货物出口b
-1.8 13.2 5.9 11.2 3.0 0.1 -4.2 -2.6

　　　货物进口b
-2.8 12.4 10.4 10.6 13.7 6.7 -0.8 0.9

　　　消费物价指数 1.4 0.6 1.4 1.7 1.7 0.5 0.3 0.8

　　　失业率 3.9 3.8 3.7 3.7 3.8 3.7 3.7 3.7

　日本

　　　本地生产总值c
0.9 1.9 0.7

r
1.5 0.1 0.3

r
1.0

r
1.2

　　　货物出口 -7.4 11.8 4.1 7.5 2.9 1.3 -3.9 -5.6

　　　货物进口 -15.8 14.1 9.7 7.5 12.4 11.2 -2.0 -0.1

　　　消费物价指数 -0.1 0.5 1.0 0.6 1.1 0.9 0.3 0.8

　　　失业率 3.1 2.8 2.4 2.5 2.5 2.4 2.4 2.4

　韩国

　　　本地生产总值 2.9 3.2
r

2.7 2.9
r

2.1
r

2.9
r

1.7
r

2.1

　　　货物出口 -5.9 15.8 5.4 3.1 1.7 7.7 -8.5 -8.5

　　　货物进口 -6.9 17.8 11.9 13.0 7.8 12.9 -6.8 -3.5

　　　消费物价指数 1.0 1.9 1.5 1.5 1.6 1.8 0.5 0.7

　　　失业率 3.7 3.7 3.8 3.9 3.8 3.4 4.5 4.1

   新加坡

　　　本地生产总值 3.0 3.7 3.1 4.2 2.6 1.3 1.1
r

0.1

　　　货物出口 -5.1 10.3 7.9 9.3 12.7 7.2 - -4.5

　　　货物进口 -4.7 12.1 10.6 11.1 17.0 11.5 4.6 0.6

　　　消费物价指数 -0.5 0.6 0.4 0.3 0.7 0.5 0.5 0.7

　　　失业率 2.1 2.2 2.1 2.7 1.9 1.9 2.0 3.0

a  累计同期变动率。

b  货品进出口采用一般贸易制度计算

c  经年率换算的增长率

数据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台湾经济部

                日本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日本财务省、日本统计局

                大韩民国国家统计局、大韩民国中央银行

                新加坡统计局

2016 2017 2018

 



2. 国际经济指标（按季比较）
   %

2018 2018 2018 2019 2019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第1季 第2季

　美国

　　　本地生产总值 1.6 2.4
r

2.9 3.5
r

2.9
r

1.1
r

3.1
r

2.0

　　　货物出口 -3.1 6.6 7.8
r

4.0
r

-1.8
r

-0.6
r

2.1
r

-2.8

　　　货物进口 -1.8 6.8
r

8.6 0.3
r

2.2
r

0.3
r

0.7
r

0.7

　　　消费物价指数 1.3 2.1 2.4 0.5 0.5 0.4 0.2 0.7

　　　失业率a
4.9 4.4 3.9 3.9 3.8 3.8 3.9 3.6

　日本

　　　本地生产总值 0.9 1.9 0.7
r

0.4
r

-0.5
r

0.4 0.7
r

0.4

　　　货物出口 -7.8 12.4 4.1 2.4
r

-0.5
r

-0.2
r

-4.9
r

-

　　　货物进口 -15.9
r

14.4
r

9.4
r

0.8
r

3.6
r

2.2
r

-7.0
r

1.2

　　　消费物价指数 -0.1 0.5 1.0 -0.4 0.5 - 0.2 0.1

　　　失业率a
3.1 2.8 2.4 2.4 2.4 2.4 2.4 2.4

　香港

　　　本地生产总值 2.2 3.8 3.0 -0.3 0.1 -0.5 1.3 -0.4

　　　货物出口 -0.5 8.0 7.3 1.2 1.0 -3.9 -2.8 -0.5

　　　货物进口 -0.9 8.7 8.4 1.1 2.1 -5.4 -2.9 -1.0

　　　消费物价指数 2.4 1.5 2.4 0.4 0.6 0.7 0.5 1.2

　　　失业率a
3.4 3.1 2.8 2.8 2.8 2.8 2.8 2.8

a 为当期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

数据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普查局、美国劳工统计局

                日本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日本财务省、日本统计局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2016 2017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