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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在 2006 年第四季總體呈現增長。美國經濟雖受房地產市場降溫影響，但

在股市走高、油價下跌、就業情況良好、個人收入增加、通脹壓力舒緩等有利因素支

持下，美國經濟增長相對上半年雖明顯放緩，但緩而不衰；歐元區經濟在德法等大國

經濟強勁增長拉動下，經濟表現不俗；日本經濟增長速度雖有所放慢，但其經濟增長

動力主要來自國內需求，且消費物價指數止跌回升，經濟步入穩定增長期；亞太地區

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繼續保持較高增速。總體而言，世界經濟大致穩定，處於較快增

長期，但是美國房地產降溫、美元貶值、國際原油價格的不確定因素（如伊朗等地區

的動盪地緣政治）、日趨惡化的全球貿易不平衡、通脹壓力可能進一步上升、世界貿易

組織多哈回合擱置、經濟民族主義及貿易保護主義抬頭等，將為世界經濟發展帶來阻

礙。  
 
美國第四季經濟增長溫和，第四季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率與第三季相若，為

3.1%1，季度變動率為 2.2%2，較第三季的 2.0%稍高，主要原因是強勁的消費支出可抵
銷房地產市場十五年來最大降溫的影響；2006 年美國本地生產總值錄得 3.3%增長，顯
示美國經濟繼續溫和增長。在第四季，私人消費支出增長強勁，由第三季的 2.7%上升
至 3.6%；但國內私人投資增長由第三季的 5.9%大幅下降為負增長 2.3%，其中住宅固

定投資跌幅加劇，由第二季的-1.5%及第三季的-8.1%擴大至-12.6%。對外貿易方面，貨

物進口總值的增幅放緩至 4.4%，但貨物出口總值的增幅則依然強勁，為 14.6%。通貨
膨脹方面，受能源價格回落影響，第四季消費物價指數錄得 1.9%的增幅，較第三季降

低 1.4 個百分點。就業情況良好，失業率由第三季的 4.7%進一步下降至 4.2%。至於影
響美國經濟的主要問題，仍然是財政赤字、貿易失衡擴大以及房地產市場的不景氣等。 

 
歐元區經濟在就業形勢不斷改善，進而拉動內部需求的情況下，第四季本地生產

總值錄得 3.3%的增長，較第三季的 2.7%高出 0.6 個百分點，季度變動率為 0.9%；2006
年歐元區經濟增長加快至 2.7%（2005 年的增長為 1.3%）。第四季失業率輕微下降至

7.6%。對外貿易方面，出口總值再度有雙位數的增長，達11.9%；貨物進口的增長則持
續放緩至 7.4%。通脹壓力繼續舒緩，第四季消費物價指數錄得 1.8%的增幅，較上季下
降 0.3 個百分點。  

 
德國經濟增長依然強勁，第四季本地生產總值增長 3.5%，較前三季的 3.2%、1.4%

及 2.6%為高，主要是由私人消費支出、固定資本投資增長、政府最終消費支出以及進
出口的增長所帶動。就業狀況持續改善，第四季失業率為 7.0%，較上一季下降 1.2 個

                                                 
1如沒有特別指明，本文中提及之變動率是指 2006 年第四季與去年同期比較之變動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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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點。英國經濟增長穩定向上，第四季經濟增長達 3.0%，與第三季比較上升 0.8%。
第四季經濟增長的動力仍主要來自服務業，較上一季增長 1.0%，其中以商業服務及金

融業的增長較為強勁。整體工業産出較上一季下降 0.2%，其中製造業與上一季持平，
採礦業産出與公用事業産出分別下降 0.6%和 1.7%。對外貿易方面，第四季出口總值維

持 2005 年同期水平，進口則輕微上升 1.6%。失業率保持在低水平，為 5.5 %，較上季
輕微下降 0.1 個百分點。法國第四季經濟增長溫和，為 2.2%，季度增長率為 0.6%。進、
出口總值較 2005 年同期分別增長 3.8%及 4.3%；消費物價指數上升 1.3%；就業市場方
面，雖然失業率依然高企，但有輕微改善，較上季下降 0.2 個百分點至 8.7%。  

 
以出口為經濟主導的亞洲地區，受美國經濟增長速度放緩的影響，增速略有回落，

但總體出口繼續穩定增長，雖然區域內的貿易量已快速增加，大幅降低對西方市場的

依賴，但亞洲經常賬的持續順差以及幣值的低估作法，恐將增加歐美設立貿易障礙的

壓力。此外，由於高油價推高生產及生活成本，進而抑制居民對其他商品和服務的消

費需求，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不利因素。日本經濟在 2006 年第四季穩健增長 2.1%，主
要由企業設備投資上升 9.8%所帶動，而私人消費則有 0.6%的輕微增長，固定資本投資
銳減 9.8%；貨物進、出口增幅有所放緩，分別增長 10.8%及 11.1%；就業市場持續改
善，失業率進一步下降至 3.9%。消費物價指數連續四季錄得增長，第四季為 0.3%。南
韓經濟保持較高的增長速度，第四季的本地生產總值增長 4.0%；進、出口增長動力仍

然保持，分別上升 13.1%及 14.4%；消費物價指數上升 2.1%；就業情況進一步改善，
失業率保持在 3.3%的水平。  

 
新加坡經濟表現優異，2006 年全年經濟增長高達 7.9%，其中第四季增長 6.6%。

在第四季，所有行業均錄得不同程度的增長；但在電子和化學領域的產出下跌，以及

生物醫藥領域的成長放緩影響之下，製造業成長率放緩至 7.7%；服務業成長率維持在

前二季的水平，為 6.6%，除批發零售業增長 6.9%外，其他所有服務業的增長都有所加

速；而建築業則保持穩健增長，第四季的增長率為 4.7%。貨物進、出口總值在第四季
有所放緩，分別增長 2.6%和 2.0%。就業市場持續向好，失業率由 9 月的 2.7%微跌至
12 月的 2.6%。消費物價指數保持穩定，輕微上升 0.6%。中國台灣經濟在對外貿易增

長放緩下，第四季本地生產總值錄得 4.0%的升幅，進、出口增長率分別由第三季的

15.1%和 18.6%下降至 9.9%及 7.6%。失業率輕微下降至 3.9%，消費物價指數方面，在

第三季出現下跌 0.3%之後，第四季有所上升，但仍下跌 0.1%。  
 
香港經濟繼續保持強勁增長，第四季本地生產總值的增幅為7.0%，較第三季的 6.7%

稍高，主要是受到本地固定資本形成增幅仍然強勁（增長 9.5%），以及貨物進、出口增
長保持雙位數升幅所拉動，貨物進、出口在第四季分別上升 14.0%和11.8%。就業狀況

繼續改善，失業率由第三季的 4.9%下降至 4.2%，為六十六個月以來的最低位。消費物

價指數上升 2.2%，但較第三季下跌 0.1 個百分點。  
 
中國大陸經濟繼續以 10%左右的高速度增長，第四季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為

10.4%，2006 年全年的經濟成長率為 10.7%，較 2005 年上升 0.3 個百分點。固定資産投



資增速仍較快，但增幅回落，2006 年固定資産投資同比增長 24.0%，較 2005 年回落 2.0
個百分點。消費增速加快，社會消費品零售總額增長 13.7%，較 2005 年上升 0.8 個百
分點；但價格水平基本穩定，2006 年居民消費價格上漲 1.5%，漲幅較上年下降 0.3 個
百分點。第四季的對外貿易仍然快速增長，貨物進、出口總值增長分別為 15.5%及
29.0%，貿易順差為 677.4 億美元，同比增加 102.0%。2006 年實際使用外資金額達 630
億美元，較 2005 年增長 4.5%；截至 2006 年底，中國大陸的外匯儲備高達 10,663 億美
元，較 9 月底增加 784 億美元，較 2005 年底增加 2,474 億美元。  

 

各主要國家或地區之本地生產總值的同期變動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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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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 2006 2006 2006 2006
  

2004 2005 2006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美國    
   本地生產總值 3.9 3.2 3.3 3.1 3.7 3.5 3.0r 3.1 

   貨物出口 13.0 10.4 14.5 10.8 14.2 13.3 16.0 14.6 

   貨物進口 17.0 13.7 10.9 13.5 14.3 12.9 12.7 4.4 

   消費物價指數 2.7 3.4 3.2 3.7 3.6 4.0 3.3 1.9 

   失業率 5.5 5.1 4.6 4.7 5.0 4.6 4.7 4.2 

 日本      
   本地生產總值 2.7r 1.9r 2.2 4.2 3.1 2.0 2.7 2.1 

   貨物出口 12.1 7.3 14.6 13.4 17.6r 14.7 15.6 11.1 

   貨物進口 10.9 15.7r 17.9 20.6 27.4r 18.9r 16.7 10.8 

   消費物價指數 or -0.3 0.3 -0.5 0.4 0.7 0.6 0.3 

   失業率 4.7 4.4 4.1 4.3 4.4 4.2 4.1 3.9 

 歐元區      
   本地生產總值 2.1 1.3 2.7 1.8 2.2 2.9r 2.7r 3.3 

   貨物出口 8.4 7.0 11.2 8.9 15.5 9.7 7.8 11.9 

   貨物進口 8.5 12.0 13.3 14.2 22.1 14.6 10.5 7.4 

   消費物價指數 2.1 2.1 2.2 2.3 2.3 2.5 2.1 1.8 

   失業率 8.9 8.6 7.8 8.3 8.1r 7.8 7.7r 7.6 

 中國大陸      
   本地生產總值 10.1 10.4r 10.7 9.9 10.4r 11.5r 10.6r 10.4 

   貨物出口 35.4 28.4 27.2 21.7 26.6 24.0r 28.7 29.0 

   貨物進口 36.0 17.6 20.0 22.1 24.8 18.5r 22.1 15.5 

   消費物價指數 ª 3.9 1.8 1.5 1.8 1.2 1.3 1.3 1.5 

 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 8.6 7.5r 6.8 7.8r 8.0 5.5 6.7r 7.0 

   貨物出口 15.9 11.4 9.4 10.0 12.1 5.2 8.4 11.8 

   貨物進口 16.9 10.3 11.6 11.3 13.8 7.8 10.6 14.0 

   消費物價指數 -0.4 1.0 2.0 1.8 1.6 2.1 2.3 2.2 

   失業率 6.8 5.6 4.8 5.0 5.0 5.0 4.9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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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 2006 2006 2006 2006 

  
2004 2005 2006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美國   

   本地生產總值 3.9 3.2 3.3 1.8 5.6 2.6 2.0r 2.2 

   貨物出口 13.0 10.4 14.5 2.8 4.4r 3.5r 3.9 2.3 

   貨物進口 17.0 13.7 10.9 5.2 1.5r 2.4 3.7 -3.2 

   消費物價指數 2.7 3.4 3.2 0.8 0.6 1.2 0.7 -0.6 

   失業率 5.5 5.1 4.6 5.0 4.7 4.7 4.7 4.5 

       

 日本      

   本地生產總值 2.7r 1.9r 2.2 0.4r 0.7r 0.3r 0.1r 1.2 

   貨物出口 11.8r 7.5 14.9 6.3r 2.6r 1.4r 4.7r 2.9 

   貨物進口 10.3 16.4r 18.2 6.1r 4.5r 1.1r 5.0r 0.4 

   消費物價指數 or -0.3 0.2 or 0.2r 0.1r 0.3 -0.3 

   失業率 4.7 4.3r 4.2 4.5 4.3r 4.1 4.1 4.1 

      

 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 8.6 7.5r 6.8 1.0r 1.9r 0.9r 2.6r 1.3 

   貨物出口 15.9 11.4 9.4 1.5r 3.4r -0.2r 4.1r 3.3 

   貨物進口 16.9 10.3 11.6 1.9r 3.3r -0.1r 3.7r 4.0 

   消費物價指數 -0.4 1.0 2.0 0.1r 0.2r 0.3 0.1 0.2 

   失業率 6.8 5.6 4.8 5.2 5.1r 4.9r 4.7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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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