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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在各国联手推出连串积极的刺激经济方案后，2009 年第 3 季世界经

济燃起复苏的曙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2009 年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

出，受亚洲经济体的强劲表现及其他地区的稳定和适度复苏的带动下，预计 2009 年全

球经济收缩 1.1%，较 7 月份的预测上调 0.3 个百分点；此外，预计经济将于 2010
年录得 3.1%的正增长，较 7 月份的大幅调升 0.6 个百分点。  

 
美国经济方面，虽然私人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持续下滑，由于早前采取的刺

激经济方案效果良好，经济收缩情况略有改善；第 3 季本地生产总值由首两季分

别为-3.3%和-3.8%收窄至-2.5%1，季度变动率 2亦由 2008 年第 3 季以来首次录到

2.8%的正增长。第 3 季国内私人消费支出微跌 0.1%，而政府消费支出及投资则

上升 2.0%；然而，私人投资仍然疲弱，减少 25.3%。对外贸易持续下降，货物进、

出口总值跌幅分别为 28.8%及 21.5%；消费物价指数下跌 1.6%；就业市场持续恶

化，失业率由第 2 季的 9.1%升至本季度的 9.6%。  
 
欧元区经济受惠于政府消费支出增加（2.5%），以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出

口的跌幅分别收窄至-10.4%和-13.9%的情况下，2009 年第 3 季本地生产总值收缩

4.1%，较第 2 季的-4.8%有所改善，而季度变动率亦由上季的-0.2%转为上升 0.4%。

对外贸易方面，货物进、出口总值的跌幅分别由第 2 季下跌 27.3%和 23.4%收窄

至下跌 26.5%和 19.1%。就业情况仍有待改善，失业率徘徊在 9.2%的高水平；消

费物价指数则录得 0.4%的跌幅。  
 
德国第 3 季的经济尽管受出口持续下跌的影响，但本地生产总值的跌幅放缓，

由第 2 季大幅收缩 7.0%减慢至下跌 4.7%；季度变动率由上季度增长 0.4%升至增

长 0.7%。对外贸易方面，货物进、出口总值分别下跌 19.7%及 19.5%。失业率较

第 2 季微降 0.1 个百分点至 8.2%；而消费物价指数则下跌 0.2%。  
 
法国第 3 季本地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倒退 2.4%，季度增长则上升 0.3%，已

连续两个季度录到正增长；其中政府消费支出及货物出口按季分别上升 0.7%及

2.3%。对外贸易方面，货物进、出口总额分别下跌 21.8%及 16.6%，均低于上季

的跌幅。就业市场依然欠佳，失业率仍处于 9.7%的高位，较上季的 9.2%高半个

百分点；而消费物价指数则下降 0.4%。  

                                                 
1如没有特别说明，本文提及之变动率是指 2009 年第 3 季与 2008 年同季比较之变动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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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变动率。 



 
英国的经济继第 2 季下跌 5.5%后，第 3 季本地生产总值的跌幅略为放缓至

5.1%，季度变动率为-0.4%；当中工业生产和建造业分别下跌 0.7%和 1.1%，跌幅

较第 2 季有所扩大。对外贸易方面，货物进、出口总值分别下跌 14.2%及 13.2%，

稍低于上季。失业率与上季相若，仍处于 7.8%的水平；消费物价指数上升 1.5%。 
 
亚洲经济受各国进口需求疲弱的影响，出口持续下跌，但情况明显较第 2 季

有所改善。日本经济在政府增加消费开支及公共投资下，2009 年第 3 季本地生产

总值由上季下跌 7.0%收窄至下跌 4.5%，季度更录到 1.2%的升幅。货物进、出口

形势仍然严峻，分别下跌 39.7%和 34.4%；就业市场未有改善，失业率持续上升，

由第 2 季的 5.2%升至本季度的 5.4%；而消费物价指数则由上季的-1.0%进一步下

跌至-2.2%。  
 
南韩第 3 季经济转负为正。受惠于私人和政府消费支出增加，南韩第 3 季本

地生产总值由第 2 季下跌 2.2%转为上升 0.6%，是 2008 年第 4 季以来首次录得增

长。对外贸易方面，货物进、出口总额持续下滑，分别下降 31.0%及 17.0%。失

业率下跌 0.2 个百分点至 3.6 %；而消费物价指数则上升 2.0%。  
 
新加坡经济与南韩的情况相若，第 3 季本地生产总值由上季收缩 3.3%反弹至

增长 0.6%，主要是受惠于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上升 6.6%和 12.8%带动。货物进、

出口方面，尽管跌幅收窄，仍分别下跌 22.8%和 20.0%。就业市场显著改善，失

业率由第 2 季的 4.1%大幅下降 1.2 个百分点至 2.9%；消费物价指数下跌 0.4 %。 
 
中国台湾的本地生产总值继第 1 季大幅倒退 9.1%后，跌幅连续两季放缓，

2009 年第 3 季大幅收窄至-1.3%，其中制造业由第 2 季下跌 15.2%收窄至下跌

4.4%，而服务业则更由-3.1%转为增长 0.9%。然而，货物进、出口总值跌势持续，

分别减少 29.5%和 20.9%。就业情况仍然欠佳，失业率较第 2 季上升 0.3 个百分

点至 6.1%；而消费物价指数由上季的-0.9 进一步下跌至-1.4%。  
 
香港经济受内部环境进一步改善的带动下，本地生产总值由第 2 季下跌 3.6%

收窄至-2.4%；按季增长 0.4%。其中私人消费开支、政府消费开支和楼宇及建造

之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别上升 0.2%、3.3%和 3.4%。对外贸易方面，货物进、出

口总值分别下跌 10.4%及 14.3%。失业率较第 2 季微升 0.1 个百分点至 5.6%；消

费物价指数下跌 0.9%。  
 
中国大陆经济在投资及内部需求增加下持续增长，第 3 季本地生产总值上升

8.9%。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在首三季增长 33.4%，较去年同期高 6.4 个百分点；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加快，扣除价格因素实质增长 17.0%，同比高 2.8 个百分



点；然而，居民消费价格较去年同期则下跌 1.1%，与上半年情况相若。对外贸易

仍录得负增长，但情况明显改善；货物进、出口总值由第 2 季下跌 20.4%和 23.4%
大幅收窄至第 3 季的 -11.9%和 -8.3%；首三季进、出口总值分别下降 20.4%和

21.3%，贸易顺差 1,355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455 亿美元。外汇储备方面，截

至 9 月底有 22,726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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