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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6 年第三季，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但各地区增长趋势不大相同。美国经济增

长虽有所放缓，但失业率从今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且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回落，

也进一步舒缓其通胀压力，利好美国经济；欧元区经济在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上

升的拉动下，经济复苏强劲；日本经济虽有所复苏，但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且未从通

缩阴影中走出；亚太地区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前景良好，通货膨胀水平在各中央

银行的控制之中。从总体情况看，世界经济大致稳定，但是国际原油价格在高位上波

动、价格总水平上升、通胀压力加大、全球利率走高、全球贸易不平衡加剧、美元贬

值等制约世界经济发展的问题依然明显存在。预测全年世界经济可继续保持较快的增

长态势。  
 

国际货币基金会于 2006 年 9 月份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尽管油价

居高不下，但世界经济仍维持了适度增长。国际货币基金会预测，2006 年和 2007 年全

球经济增长速度将分别为 5.1%及 4.9%，与该组织在今年 4 月作出的今明两年经济增长

均向上调整四分一个百分点，但对欧元区今明两年的增长预测分别由 4 月份的 2.0%和

1.9%向上修订为 2.4%和 2.0%；对美国今年的增长预测则维持 4 月份的 3.4%，对于明

年则由 3.3%向下修订为 2.9%；对日本今年的增长预测则由 4 月份的 2.8%向下修订为

2.7%，并维持对明年的 2.1%预测。此外，预测今明两年的世界整体贸易量(货物及服务)
的增长由 4 月份的 8.0%和 7.5%向上修订为 8.9%和 7.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 2006 年 11 月份出版的《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世界经

济现时经历“再平衡”式增长而非经济减缓，因此该组织对其成员国于 2006 年的经济增

长预测调高 0.1%，修订为 3.2%，但调低对 2007 年的 2.9%预测至 2.5%；对欧元区 2006
年和 2007 年的增长预测分别由 2.2%和 2.1%向上修订为 2.6%和 2.2%；对美国 2006 年

和 2007 年的预测则分别由 3.6%和 3.3%向下修订为 3.3%和 2.4%；对日本 2006 年的增

长预测维持 2.8%，但调低 2007 年的 2.2%增长预测至 2.0%。此外，预测 2006 年世界

整体贸易量(货物及服务)的增长由 9.3%上调至 9.6%，而 2007 年的则预测为 7.7%。  
 

美国第三季经济成长率低迷，相较于第一季成长率 a5.6%和第二季的 2.6%，第三

季只有 1.6%，是近 3 年以来的低水平，主要是因为房地产投资下滑所致；但与 2005
年同期比较，美国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仍录得 2.9 %b增长，显示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温

和。私人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开始下滑，由第二季的 3.0%下降至 2.8%；私人国内投资增

长由第二季的 7.4%下降至 5.5%。对外贸易方面，货物进口总值的增幅较上一季轻微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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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没有特别指明，本文中提及之变动率是指 2006 年第三季与去年同期比较之变动率。 



跌，为 12.7%，但货物出口总值的增幅由 2006 年第二季的 13.3%上升至第三季的 16.0%。

第三季消费物价指数下降至 3.3%，较第二季降低 0.7 个百分点。就业市场轻微恶化，

失业率为 4.7%，较第二季上升 0.1 个百分点。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仍主要是财政赤

字和贸易失衡扩大以及房地产市场的疲软等。  
 

第三季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与第二季相若，本地生产总值录得 2.6%的增长，较第二

季轻微减慢 0.1 个百分点，同时失业率维持第二季的 7.8%；出口方面，在 2006 年上半

年的显著增长后，增幅开始放缓至 7.8%，较 2005 年同期低 1.8 个百分点，同时货物进

口增幅也放缓至 10.5%；通胀压力稍为舒缓，第三季消费物价指数录得 2.1%的增幅，

较上季下降 0.4 个百分点。  
 

德国经济继续向好，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录得 2.3%的增长，主要是由私人消费支

出、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增长、政府最终消费支出以及进出口的增长所带动，其中第二

季的私人消费支出及政府最终消费支维持 2005 年同期水平，第三季则分别上升 0.6%
及 0.9%，至于企业固定资本投资、进口及出口，增幅分别由第二季的 6.1%、9.2%及

9.3%加快至第三季的 6.8%、10.2%及 10.7%。就业状况继续有所改善，第三季失业率维

持第二季的水平，为 8.2%。英国经济增长稳定向上，第三季经济增长达 2.7%，与第二

季比较则增加 0.7%。第三季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服务业─较上一季增长 0.8%，其

中以商业服务及金融业的增长较为强劲。制造业较上一季增长 0.6%，由于受到采矿业

产出下降的影响，令整体工业产出较上一季仅增长 0.1%。进、出口总值较 2005 年同期

分别上升 6.5%及 8.5%。整体就业保持平稳势头，失业率为 5.6 %，较上季微升 0.1 个

百分点。法国第三季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至 1.6%。进、出口总值较 2005 年同期分别增长

7.0%及 4.0%；消费物价指数上升 1.0%；就业市场方面，虽然失业率依然高企，但较上

季的 9.1%下降 0.2 百分点至 8.9%。  
 

以出口为经济主导的亚洲地区，受惠于外围经济环境良好、总体出口继续稳定增

长以及强劲的国内消费，经济亦继续稳步增长，但由于国际油价居高不下而提高了生

产及生活成本，亚洲地区各国的消费物价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升幅，同时受到全球

利率上升，以及美元兑亚太地区主要国家货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的影响，从而加大了

地区经济增长的风险。日本经济在 2006 年第三季稳健增长，增长达 2.7%，主要由企业

设备投资上升 10.4%所带动，而私人消费放缓至以 0.3%的速度轻微增长，固定资本投

资则锐减 16.8%；货物进、出口增幅分别为 16.7%及 15.6%；就业市场持续改善，失业

率进一步下降至 4.1%。日本市场初步确认走出通缩，消费物价指数连续三季录得正增

长，第三季为 0.6%，因此，日本央行决定在 7 月份结束宽松的零利率政策，加息百分

之零点二五。南韩经济继续有可观的增长，第三季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4.6%，进、出

口分别大幅上升 21.4%及 16.6%，消费物价指数上升 2.5%；就业情况进一步改善，失

业率为 3.3%。  
 

新加坡经济表现强劲，首三季整体经济增长高达 8.6%，其中第三季增长 7.2%。在

第三季，所有行业均录得不错的增长；但在生物医药、电子和化学等领域的成长放缓



影响之下，制造业成长率放缓至 10.6%；服务业成长率也些微放缓至 6.5%，除批发零

售业（增长 10.6%）外，其他所有服务业的增长都有放缓的情况；而一直增长欠佳的建

筑业，最近两季皆有所增长，第二季和第三季的增长率分别为 0.4%和 2.3%。货物进、

出口总值分别增长 8.6%和 12.0%。就业市场持续向好，失业率由 6 月的 2.8%微跌至 9
月的 2.7%，消费物价指数微升 0.7%。至于中国台湾方面，由于出口持续扩增，并带动

制造业生产稳步成长，私人投资回稳，虽然私人消费表现欠佳，但经济表现仍高于预

期，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录得 5.0%的升幅，进、出口增长率分别为 10.8%及 12.3%。

失业率轻微上升，为 4.0%，消费物价指数从八月开始出现负增长，致使第三季消费物

价指数下跌 0.3%。  
 

香港经济继续维持强劲的成长速率，继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录得 5.5%的增幅后，

第三季进一步录得 6.8%，主要是受到本地固定资本形成增幅从上季的 5.0%强劲上升至

12.7%，以及货物进、出口增长分别从上季的 7.8%及 5.2%上涨至 10.6%和 8.4%的推动。

就业状况继续改善，失业率轻微下跌 0.1%至 4.9%，同时经济景气乐观，股市上升以及

地产市场温和反弹为消费者支出提供了支持，私人消费上升 4.4%，但升幅较第二季的

5.1%有所放缓。消费物价指数上升 2.3%。  
 

中国大陆经济维持在以 10%左右的增长速度，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为

10.3%，但较上季的 11.4%有所回落，今年首三季的成长率为 10.7%。固定资产投资依

然过热，今年 1 至 9 月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7.3%。第三季的进、出口仍然增长

强劲，货物进、出口总值增长分别为 22.1%及 28.7%，贸易顺差为 486.7 亿美元；前三

季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 425.89 亿美元，较 2005 年同期下降 1.5%；截至 2006 年 9 月底，

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高达 9,879 亿美元，较 6 月底增加 468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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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与澳门主要经济指标 

 
1. 国际经济指标（与同期比较） 

同期变动率 (%) 

2005 2005 2006 2006 2006 
 

2003 2004 2005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美国   

   本地生产总值 2.5r 3.9r 3.2r 3.4r 3.1r 3.7r 3.5 2.9 

   货物出口 4.5 13.0 10.4 10.2 10.8 14.2 13.3 16.0 

   货物进口 8.5 17.0 13.7 13.8 13.5 14.3 12.9 12.7 
   消费物价指数 2.3 2.7 3.4 3.8 3.7 3.6 4.0 3.3 

   失业率 6.0 5.5 5.1 5.0 4.7 5.0 4.6 4.7 

   

 日本   

   本地生产总值 1.8 2.3 2.6 2.8 4.2 3.1 2.0 2.7 

   货物出口 4.7 12.1 7.3 7.4 13.4 5.3 14.7 15.6 
   货物进口 5.1 10.9 15.6 16.8 20.6 14.1 18.8 16.7 

   消费物价指数 -0.3 -0.1 -0.3 -0.3 -0.5 0.4 0.7 0.6 

   失业率 5.3 4.7 4.4 4.2 4.3 4.4 4.2 4.1 

   
 欧元区   

   本地生产总值 0.7 2.1 1.3 1.6 1.8r 2.2r 2.7r 2.6 
   货物出口 -2.9 8.4 7.0 9.6 8.9 15.5 9.7 7.8 
   货物进口 -0.5 8.5 12.0 14.2 14.2 22.1 14.6 10.5 

   消费物价指数 2.1 2.1 2.1 2.3 2.3 2.3 2.5 2.1 

   失业率 8.7 8.9 8.6 8.4 8.3 8.0 7.8r 7.8 
   

 中国大陆   
   本地生产总值 9.1 10.1 9.9 9.8 9.9 10.3r 11.4 10.3 

   货物出口 34.6 35.4 28.4 29.1 21.7 26.6 24.1 28.7 
   货物进口 39.9 36.0 17.6 19.6 22.1 24.8 18.4 22.1 

   消费物价指数 ª 1.2 3.9 1.8 1.4 1.8 1.2 1.3 1.3 

   

 香港   
   本地生产总值 3.2 8.6 7.3 8.2 7.5 8.0r 5.5r 6.8 

   货物出口 11.7 15.9 11.4 12.5 10.0 12.1 5.2 8.4 

   货物进口 11.5 16.9 10.3 11.5 11.3 13.8 7.8 10.6 

   消费物价指数 -2.6 -0.4 1.0r 1.4 1.8 1.6 2.1 2.3 

   失业率 7.9 6.8 5.6 5.7r 5.0r 5.0 5.0 4.9 

   
a 累计同期变动率 
r 修订资料 
资料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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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统计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I. 国际与澳门主要经济指标 
 
2. 国际经济指标（与前期比较） 

与前期比较之变动率 (经季节性调整) (%) 

2005 2005 2006 2006 2006 
 

2003 2004 2005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美国   

   本地生产总值 2.5r 3.9r 3.2r 4.2r 1.8r 5.6r 2.6r 1.6 

   货物出口 4.5 13.0 10.4 0.8 2.8 5.3 3.3 3.9 

   货物进口 8.5 17.0 13.7 3.1 5.2 2.3 2.4 3.7 

   消费物价指数 2.3 2.7 3.4 1.3 0.8 0.6 1.2 0.7 

   失业率 6.0 5.5 5.1 5.0 5.0r 4.7 4.7 4.7 

   

 日本   

   本地生产总值 1.8 2.3 2.6 0.5r 1.0r 0.8r 0.4r 0.5 

   货物出口 4.7 11.7 7.5 4.2 6.8 -4.1 2.4 6.6 

   货物进口 5.2 10.3 16.2 6.6 6.4 1.1 1.0 5.9 

   消费物价指数 -0.3 -0.1 -0.3 -0.1 0.1 0.5 0.2 0.3 

   失业率 5.3 4.7 4.4 4.3 4.5 4.2 4.1 4.1 

   

 香港   

   本地生产总值 3.2 8.6 7.3 2.2 0.6 2.2r 0.3r 3.5 

   货物出口 11.7 15.9 11.4 3.0 2.2 2.0 -1.4 6.4 

   货物进口 11.5 16.9 10.3 1.6 2.6 3.9 -1.5 4.3 

   消费物价指数 -2.6 -0.4 1.0r 0.1r 0.2r 0.1 0.3 0.1 

   失业率 7.9 6.8 5.6 5.4r 5.2r 5.2 5.0 4.7 

   
r 修订资料 
资料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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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