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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 2005 年第二季，世界经济增长经历了第一季度的相对放缓后，出现稳固增长态势。

美国经济持续稳定，通胀压力减小，仍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欧元区经济增长继续

放缓，但日本经济有再次复苏态势，东亚（除日本）、东南亚经济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然

而，影响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油价大幅上升已逐步对各国经济带来影响，导致进口

货值有了较大幅度的波动，预计未来屡创新高的油价将是冲击世界经济的主要风险因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 2005 年 5 月份出版的《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世界经济在平稳

复苏中的增长未能得以持续，各成员国、各地区经济呈现不均衡发展，因此该组织对其成员国

于 2005 年的经济增长预测调低 0.3%，修订为 2.6%；对欧元区和日本的增长预测分别由 12 月

份的 1.9%和 2.1%向下修订为 1.2%和 1.5%，但对美国的预测则由 3.3%向上修订为 3.6%。此外，

预测世界整体贸易量(货物及服务)的增长由 9.0%下调至 7.4%。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虽然遭遇石油价格飙升和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等困难，但继续保持着

强劲的增长势头。从总体情况看，今年美国经济将稳步增长，下半年前景继续看好。虽然本地

生产总值由 2004 年第二季的 4.6%放缓至今年第二季的 3.6%a，但季度变动率b录得 3.4%的增

长。私人消费支出仍维持较强势头，与 2004 年第二季的 3.9%持平；私人国内投资则由 2004
年第二季的 15.1%下降至 3.6%。至于对外贸易方面，受到能源价格急剧上升和美元综合汇率

持续弱势的影响，货物进口总值的增幅由 2005 年第一季的 14.7%继续下滑至第二季的 13.1%，

而货物出口总值的增幅由第一季的 8.7%上升至第二季的 11.7%。美联储延续了去年年中开始

实施的逐步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得到一定的遏制，自 2004 第二季至今消费物价指

数基本维持在 3.0%左右。同时就业市场进一步繁荣，失业率为 5.1%，较 2005 年第一季下跌

0.2 个百分点。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有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屡创新高以及房地产市场的

泡沫等。 
 

欧元区的消费和投资依然不振，出口增长也尽显疲势，石油价格暴涨更是“雪上加霜”，

拖慢了欧元区经济增长的步伐。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录得 1.1%的增长，较第一季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同时失业率位于 8.7%高位，严重打击了消费者信心，未能对区内经济增长提供坚

实的基础；而一直引领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出口，也受到欧元汇率高企的消极影响。虽然最近以

来，欧元对美元汇率有所下滑，但不足以大幅提升出口增速，第二季货物出口增长为 6.3%。

德国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录得 1.5%的增长，主要由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增长、存货投资变动和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带动；至于驱动第一季主要经济增长的外贸活动方面，进口大幅上升抵消了

出口带来的增长效应，货物进、出口分别增加 6.2%及 5.4%。失业率仍高企，第二季失业率为

9.7%。私人消费增长率为 0.5%。 

                                                 
a 如没有特别指明，本文中提及之变动率是指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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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经济表现继续保持平稳，第二季经济增长达 1.8%，主要仍由服务业增长带动，服务

业较上一季增长 0.6%，其中的金融服务业、商业服务业、政府、酒店和饮食业增长较强劲；工

业产出较上一季轻微下降 0.3%，其中下降幅度较大的行业为纸浆、印刷、焦炭、石油冶炼和核

燃料。进、出口总值较上一季分别上升 3.0%及 5.6%。整体就业形势稳定，失业率为 4.7 %。法

国方面，经济增长继续下滑至 1.3%，私人消费较上一季下降 0.3 %，企业固定资本投资下降

0.4%，其中非金融企业固定资本投资下降 1.2%，进、出口总值分别较上一季增长 1.3%及 1.0%；

工业生产季度变动 0.5%；6 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上升 1.6%；就业市场仍未获改善，失业率依然

高企，达 9.8%。 
 
以出口为主导的亚洲地区，总体出口继续稳定增长，但由于国际油价居高不下而提高了生

产成本，加上世界各地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出现疲软，亚洲出口增长的速度较去年有所下降。由

于出口在亚洲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出口速度下降势必影响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日本经济现于摆

脱弱势间徘徊、有缓慢复苏的征兆，2005 年第二季增长 1.4%，企业设备投资上升 5.6%，私人

消费增加 1.8%；货物进、出口较前一季有所上升，分别为 14.1%及 4.3%；就业市场则进一步

改善，失业率下降到 4.3%。至于南韩方面，第二季经济增长 3.3%。受到半导体、汽车和通讯

设备行业增长的带动，工业生产指数上升 4.0%，消费物价指数上升 3.0%，进、出口总值升幅

分别为 15.0%及 9.0%；失业率为 3.7%。 
 
新加坡经济在第一季急剧下降至 2.7%后，第二季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回升至 5.2%，除了交

通和通讯行业录得较低增长外，其他行业均录得不错的增长。制造业录得 5.9%的增幅，较上一

季增加了 2.5 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也较上一季增加 1.4 个百分点，为 8.3%，金融服务和商业

服务分别增长 6.8%和 3.1%；此外，失业率轻微上升至 3.4%，消费物价指数则轻微上升 0.1%。

至于中国台湾方面，受到国际经济景气扩张速度减慢，制造业生产重心持续外移，出口增长趋

缓，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录得 3.0%的升幅，货物进、出口增长率分别为 10.6%及 6.0%。失业

率维持上一季的水平，为 4.1%，消费物价指数上升 2.1%。 
 
香港经济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继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录得 6.2%的理想增长后，第

二季录得 6.8%。劳动力就业状况继续改善，资产价格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强了消费信心，

私人消费上升 2.7%。由于对外贸易回复强劲，货物进、出口增长分别恢复至 7.0%及 11.1%的

水平；失业率进一步下跌，至 5.7%，然而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 0.8%。 
 
中国大陆经济仍然保持平稳和较快的增长态势，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继续维持 9.5%的增

长。第二季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 152.0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2.2%。上半年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增幅稍见缓和，增长 25.4%，较去年同期回落 3.2 个百分点，显示经济运行朝着宏观调控

的方向发展。出口增长稍微回落，进口有所增长，货物进、出口总值增长分别为 15.5%及 30.9%，

贸易顺差为 230.0 亿美元；截至 2005 年 6 月底，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高达 7,110.0 亿美元，较

3 月底增加 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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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4 2004 2004 2005 2005 

 
2002 2003 2004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美国         

   本地生产总值 1.9 3.0 4.4 4.6r 3.8r 3.8r 3.6r 3.6 

   货物出口 -4.9 4.5 13.0 13.6 14.4 11.0 8.7 11.7 

   货物进口 2.0 8.5 17.0 17.7 18.6 19.6 14.7 13.1 
   消费物价指数 1.6 2.3 2.7 2.9 2.7 3.3 3.0 2.9 

   失业率 5.8 6.0 5.5 5.6 5.5 5.4 5.3 5.1 

    

 日本    

   本地生产总值 -0.3 1.4 2.6 4.2 2.6 0.6 1.2 1.4 

   货物出口 6.4 4.7 12.2 13.4 12.5 11.2 3.8 4.3 
   货物进口 -0.6 5.0 10.9 9.0 13.0 17.0 10.0 14.1 

   消费物价指数 -0.9 -0.3 -0.1 -0.3 -0.1 0.5 -0.2 -0.1 

   失业率 5.4 5.3 4.7 4.6 4.8 4.5 4.6 4.3 

    
 欧元区    

   本地生产总值 0.9 0.5 2.0 2.1 1.8 1.5 1.3 1.1 
   货物出口 1.0 -2.9 8.4 11.4 8.6 8.5 3.4 6.3 
   货物进口 -4.0 -0.5 8.5 8.3 13.5 11.6 8.8 10.8 

   消费物价指数 2.2 2.1 2.2 2.3 2.2 2.3 2.0 2.0 

   失业率 8.3 8.8 8.9 9.0 8.9 8.8 8.8 8.7 
    

 中国大陆    
   本地生产总值 8.0 9.1 9.5 9.6 9.1 9.6 9.5 9.5 

   货物出口 22.3 34.6 35.4 37.2 34.7 35.6 34.9 30.9 
   货物进口 21.2 39.9 36.0 42.9 30.1 30.5 12.2 15.5 

   消费物价指数 ª -0.8 1.2 3.9 4.4 5.3 3.2 2.8 1.8 

    

 香港    
   本地生产总值 1.8r 3.1r 8.2r 12.0 6.7r 7.2r 6.2r 6.8 

   货物出口 5.4 11.7 15.3 18.7 15.3 12.6 8.9 11.1 

   货物进口 3.3 11.5 14.1 20.3 14.2 7.0 3.8 7.0 

   消费物价指数 -3.0 -2.6 -0.4 -0.9 0.8 0.2 0.4 0.8 

   失业率 7.3 7.9 6.8 6.9 6.8 6.5 6.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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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4 2004 2004 2005 2005 

 

2002 2003 2004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美国   

   本地生产总值 1.6r 2.7r 4.2r 3.5r 4.0 3.3r 3.8r 3.4 

   货物出口 -4.9 4.5 13.0 2.4 2.5 1.8 2.6 4.7 

   货物进口 2.0 8.5 17.0 5.5 2.4 5.6 2.2 2.6 

   消费物价指数 1.6 2.3 2.7 1.2 0.5 0.8 0.6 1.0 

   失业率 5.8 6.0 5.5 5.6 5.5 5.4 5.3 5.1 

    

 日本    

   本地生产总值 -0.3 1.4 2.6 -0.3r -0.2r 0.1r 1.3 0.3 

   货物出口 6.4 4.7 12.2 4.9 1.5 1.0 -1.2 2.2 

   货物进口 -0.6 5.0 10.9 6.5 5.0 1.6 -0.6 7.4 

   消费物价指数 -0.9 -0.3 -0.1 -0.2 0.1 0.4 -0.5 -0.1 

   失业率 5.4 5.3 4.7 4.6 4.8 4.5 4.6 4.3 

    

 香港    

   本地生产总值 1.9 3.2 8.1 2.2r 1.7 0.6 1.4r 3.0 

   货物出口 5.4 11.7 15.9 5.8 0.6 2.9 -0.3 6.7 

   货物进口 3.3 11.5 16.9 3.6 -1.1 0.6 2.5 5.6 

   消费物价指数 -3.0 -2.6 -0.4 -0.1 -0.2 0.3 0.4 0.5 

   失业率 7.3 7.9 6.8 6.9 6.8 6.5 6.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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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