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季国际经济概况 

2009 
世界各大经济体在国际金融危机的影响下，2009 年第 1 季经济持续下滑，部份更

陷入深度衰退。国际货币基金会于 2009 年 4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世界经济

正处于由大规模金融危机和信心严重丧失所造成的极大衰退之中。虽然收缩幅度应从

第 2 季度开始将有所缓和，预计 2009 年全球经济仍下跌 1.3%，较 1月份《世界经济展

望最新预测》的预测下调 1.8 个百分点；预计全球经济在 2010 年将逐渐恢复，有 1.9%的增

长。 

 
美国 2009 年第 1 季经济因住房市场大幅衰退、库存下降以及企业投资减少，第 1

季本地生产总值收缩 2.5%a（2008 年第 4 季按年下降 0.8%），季度变动率b第 1 季的降

幅则收窄为-5.7%。私人消费支出较 2008 年第 4 季上升 1.5%，是自 2008 年第 3 季起

首度录得按季增长，但按年仍下跌 1.4%；而国内私人投资则继续下跌，跌幅达 23.3%，

其中住宅及非住宅的固定投资的跌幅均有所扩大，分别下跌 23.4%及 16.0%。对外贸易

在 2009 年第 1 季持续下跌，货物进、出口总值分别下降 29.9%及 22.4%。2009 年第 1

季消费物价指数保持 2008 年同季的水平，但较 2008 年第 4 季下降 1.6 个百分点，而

失业率则高居不下，由 2008 年第 4 季的 6.6%攀升至 8.8%。虽然美国经济在不少方面

仍继续恶化，但美国公众对政府出台经济刺激计划的效果持乐观态度，这反映在美国

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已自最低位的 2 月份(25.3)逐步上升至 5 月份的 54.9，2009 年 4

至 5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共上升 28 点，创 1967 年有统计以来的最大双月升幅。 

 
2009 年第 1季欧元区经济出现有史以来最严重收缩，原因在于商业投资大幅减少、

消费者支出下跌及企业依赖库存满足市场需求，本地生产总值录得 4.8%的跌幅，而较

2008 年第 4 季经济则下降 2.5%，该两项数据均创下自 1995 年以来的最大跌幅。对外

贸易方面，货物进、出口在 2009 年第 1 季分别大幅下降 20.9%及 21.7%；就业市场持

续恶化，第 1 季失业率上升至 8.7%，较 2008 年第 4 季上升 0.8 个百分点，而消费物

价指数录得 1.0%的增幅，较 2008 年第 4 季减少 1.3 个百分点。 

 
德国经济自 2008 年第 4 季出现收缩后，2009 年第 1 季本地生产总值进一步下跌

至-6.7%，季度变动率为-3.8%，创下 1970 年有统计以来最大的季度跌幅，原因是全球

金融危机抑制其出口及投资，2009 年第 1 季出口及投资分别较上一季下跌 9.7%及

7.9%。对外贸易方面，货物进、出口分别下降 14.1%及 20.8%；失业率为 8.5%，较上

一季增加 1.3 个百分点；消费物价指数只录得 0.8%的增幅，较 2008 年第 4 季的 1.6%

下降 0.8 个百分点。 

 
法国 2009 年第 1 季本地生产总值下降 3.2%，季度变动率为-1.2%，主要是固定资

本形成总额按季下降 2.3%所致。对外贸易方面，货物进、出口总额分别下降 14.7%和

16.8%。就业市场恶化，失业率由 2008 年第 4 季的 8.0%上升至 9.1%，而消费物价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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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上升 0.6%，较上一季下降 1.2 个百分点。 

 
英国经济继 2008 年第 4 季收缩 2.0%后，2009 年第 1 季本地生产总值录得 4.1%的

跌幅，季度变动率为-1.9%，连续第三季录得季度性负增长，其中工业产出较 2008 年

第 4季下跌 5.3%，建造业及服务业分别下跌 2.4%及 1.2%，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下跌 3.8%，

住户消费下跌 1.2%，而政府消费则微升 0.3%。对外贸易方面，第 1 季货物进、出口总

值分别下跌 8.3%和 8.0%。失业率较 2008 年第 4 季上升 0.8 个百分点至 7.1 %，而消

费物价指数上升 3.0%，较 2008 年第 4 季下降 0.9 个百分点。 

 
亚洲出口在 2009 年第 1 季持续急跌，严重拖累区内经济的整体表现。日本经济在

2009 年第 1 季因出口及个人消费大幅收缩下，国内生产总值按年下跌 9.7%，按季下降

4.0%，为连续四季出现季度性负增长，是自二次大战后第一次出现连续四季的经济负

增长，可见日本经济陷入前所未见的困境。对外贸易方面，货物进、出口跌幅加剧，

分别按年下跌 37.0%和 46.9%，而与 2008 年第 4 季比较跌幅均为 23.4%。同时失业率

上升 0.7 个百分点至 4.6%，消费物价指数则下跌 0.1%。 

 
南韩 2009 年第 1 季的经济收缩 4.3%，已连续两季出现按年负增长，主要受制造

业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别下跌 13.5%及 7.5%所拖累。对外贸易继续收缩，货物进、

出口持续下跌，分别下降 32.9%及 24.9%；消费物价指数上升 3.9%，较 2008 年第 4 季

下降 0.6 个百分点；失业率则进一步上升，为 3.8%，较上一季上升 0.7 个百分点。 

 
新加坡 2009 年第 1 季本地生产总值进一步下跌，按年收缩 10.1%，按季则收缩

14.6%，除了制造业及金融服务外，其他行业均较上一季下跌；新加坡政府表示，目前

还没有出现显示经济复苏的明确迹象，并维持对 2009 年全年 GDP 下降 6%至 9%的预测。

货物进、出口总值在 2009 年第 1 季分别下跌 27.6%和 27.8%；失业率由 2008 年第 4

季的 2.5%上升至 3.2%；而消费物价指数由上一季的 5.4%大幅下降至 2.1%，新加坡政

府维持对 2009 年全年消费物价指数的预测，为-1.0%至 0.0%。 

 
中国台湾本地生产总值继 2008 年第 4 季按年下跌 8.6%后，在 2009 年第 1 季进一

步下降至 10.2%，为自 1961 年有统计以来最大跌幅，主要是出口剧跌 32.3%，以及总

体民间投资下跌 41.0%所致；进、出口贸易跌幅加剧，分别为下跌 47.2%和 36.6%；失

业率亦进一步上升至 5.6%，较上一季增加 0.9 个百分点；同时消费物价指数由 2008

年第 4 季的上升 1.9%下降至 0.0%。 

 
香港经济在 2009 年第 1 季收缩 7.8%，是自 1998 年亚洲金融危机以来最大跌幅；

季度变动率为-4.3%，是连续第四季收缩。在 2009 年第 1 季，除政府消费支出录得 1.5%

的升幅之外，其他部份均录得不同程度的跌幅，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楼宇及建造

开支和私人消费分别下跌 12.6%、8.2%及 5.5%。货物进、出口在第 1 季分别下跌 22.8%

和 21.9%；失业率较上一季上升 1.3 个百分点至 5.1%；消费物价指数上升 1.7%，较 2008

年第 4 季下降 0.6 个百分点。 

 
中国大陆 2009 年第 1 季的经济增长率为 6.1%，较 2008 年同季下跌 4.5 个百分点。



2009 年第 1 季的增长主要由净出口、增加库存及公共开支所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加快，2009 年第 1 季按年上升 28.8%，较 2008 年同季增加 4.2 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增

长较快，社会消费品零售总额增长 15.0%；居民消费价格按年下降 0.6%。2009 年第 1

季的对外贸易大幅下降，货物进、出口总值分别下降 30.9%和 19.7%，贸易顺差为 623

亿美元，较 2008 年第 1 季大幅增加 209 亿美元；同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减少，金

额为 218 亿美元，较 2008 年同期减少 56 亿美元；截至 2009 年 3 月底中国大陆的外汇

储备达 19,537 亿美元，较 2008 年年底增加 77 亿美元。 

 

 

各主要国家或地区之本地生产总值的同期变动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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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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2008 2008 2008 2008 2009 

  
2006 2007 2008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第 1 季 

          

 美国         

   本地生产总值 2.8  2.0 1.1 2.5 2.1 0.7  -0.8 -2.5 
   货物出口 14.5  12.1 11.9 17.0 19.0 17.0  -4.0 -22.4 
   货物进口 10.9  5.6 7.3 11.3 14.3 14.4  -9.4r -29.9 
   消费物价指数 3.2  2.8 3.8 4.1 4.4 5.3  1.6 - 
   失业率 4.6  4.6 5.8 5.3 5.2 6.0  6.6 8.8 
          

 欧元区 a         

   本地生产总值 2.9r 2.6 0.8r 2.1 1.5r 0.5r -1.7r -4.8 
   货物出口 11.6  8.4 3.9 6.8 7.7 4.5  -3.0 -21.7 
   货物进口 13.7  6.5 7.2 9.8 10.8 10.4  -1.7 -20.9 
   消费物价指数 2.3  2.2 3.3 3.4 3.7 3.8  2.3 1.0 
   失业率 8.3  7.5 7.5 7.1 7.4 7.5  7.9 8.7 
          

  德国         

   本地生产总值 3.0  2.5 1.3 2.1 3.4 1.4  -1.7 -6.7 
   货物出口 13.6  8.1 2.8 5.8 8.2 3.9  -6.1 -20.8 
   货物进口 16.9  4.9 5.8 5.9 7.5 10.3  - -14.1 
   消费物价指数 1.6  2.3 2.6 2.9 2.9 3.1  1.6 0.8 
   失业率 10.8  9.0 7.8 8.6 7.8 7.6  7.2 8.5 
          
 法国         
   本地生产总值 2.4  2.3 0.3 1.9 1.0 0.1  -1.7 -3.2 
   货物出口 7.6  4.0 2.3 7.5 4.0 2.9  -5.1 -16.8 
   货物进口 9.3  6.2 4.6 9.5 6.9 5.9  -3.3 -14.7 
   消费物价指数 1.6  1.5 2.8 2.9 3.3 3.3  1.8 0.6 
   失业率 9.3  8.4 7.8 7.6 7.8 7.8  8.0 9.1 
          
 英国         
   本地生产总值 2.8  3.0 0.7 2.6 1.8 0.4  -2.0 -4.1 
   货物出口 15.1  -9.3 13.7 13.4 17.6 18.2  5.8 -8.0 
   货物进口 14.2  -2.9 10.7 11.7 16.7 12.5  2.6 -8.3 
   消费物价指数 2.3  2.3 3.6 2.4 3.4 4.8  3.9 3.0 
   失业率 5.4  5.3 5.7 5.2 5.4 5.8  6.3 7.1 
                  

a  自 2009 年起欧元区包括 16 个国家 
资料来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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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联邦统计署 
          法国国家统计暨经济研究所 
          英国国家统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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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2008 2008 2008 2008 2009 

  
2006 2007 2008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第 1 季 

 中国大陆         

   本地生产总值 11.6 11.9 9.0 10.6 10.1  9.0  6.8 6.1 
   货物出口 27.2 25.7 17.3 21.2 22.2  23.1  4.4 -19.7 
   货物进口 20.0 20.8 18.5 28.8 32.6  25.9  -9.0 -30.9 
   消费物价指数 ª 1.5 4.8 5.9 8.0 7.9  7.0  5.9 -0.6 
          
 香港         

   本地生产总值 7.0 6.4 2.4r 7.3 4.1r 1.5r -2.6r -7.8 
   货物出口 9.4 9.2 5.1 10.5 7.9  5.5  -2.1 -21.9 
   货物进口 11.6 10.3 5.5 11.6 9.2  6.8  -4.2 -22.8 
   消费物价指数 2.0 2.0 4.3 4.6 5.7  4.6  2.3 1.7 
   失业率 4.8 4.0 3.6r 3.3 3.3  3.6  3.8 5.1 
          
 中国台湾         

   本地生产总值 4.8 5.7 0.1 6.3 4.6  -1.1  -8.6 -10.2 
   货物出口 12.9 10.1 3.6 17.5 18.5  8.0  -24.7 -36.6 
   货物进口 11.0 8.2 9.7 26.0 19.2  19.7  -23.0 -47.2 
   消费物价指数 0.6 1.8 3.5 3.6 4.2  4.5  1.9 0# 
   失业率 3.9 3.9 4.1 3.9 3.9  4.2  4.7 5.6 
          
 日本         

   本地生产总值 2.0 2.3r -0.7 1.3r 0.6r -0.3r -4.3r -9.7 
   货物出口 14.6 11.5 -3.4 5.9r 1.8  3.2  -23.1 -46.9 
   货物进口 18.3 8.6 7.9 10.5r 10.9  21.2  -9.5 -37.0 
   消费物价指数 0.3 - 1.4 1.0 1.4  2.2  1.0 -0.1 
   失业率 4.1 3.9 4.0 4.0 4.0  4.0  3.9 4.6 
          
 南韩         

   本地生产总值 5.2 5.1 2.2 5.5 4.3  3.1  -3.4 -4.3 
   货物出口 14.4 14.1 13.6 17.4 23.1  27.0  -9.9 -24.9 
   货物进口 18.4 15.3 22.0 28.9 30.5  42.8  -9.0 -32.9 
   消费物价指数 2.2 2.5 4.7 3.8 4.8  5.5  4.5 3.9 
   失业率 3.5 3.2 3.2 3.4 3.1  3.1  3.1 3.8 
          
   新加坡         

   本地生产总值 8.4 7.8 1.1 6.7 2.5  -  -4.2 -10.1 
   货物出口 12.8 4.4 5.8 11.5 13.2  11.4  -12.0 -27.8 
   货物进口 13.7 4.5 13.9 21.5 21.4  22.2  -7.1 -27.6 
   消费物价指数 1.0 2.1 6.5 6.6 7.5  6.6  5.4 2.1 
   失业率 2.7 2.1 2.2 1.9 2.2  2.3  2.5 3.2 
a  累计同期变动率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中国台湾行政院主计处、中国台湾财政部 
          日本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日本财务省、日本统计局 
          南韩策略及财政部、南韩国家统计署 
          新加坡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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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8 2008 2008 2008 2009 

  
2006 2007 2008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第 1 季 

           

 美国          

   本地生产总值 2.8  2.0 1.1 0.9 2.8 -0.5  -6.3 -5.7 
   货物出口 14.5  12.1 11.9 4.3 6.1 2.8  -16.0 -14.5 
   货物进口 10.9  5.6 7.3 3.2 4.9 1.4  -17.3r -20.0 
   消费物价指数 3.2  2.8 3.8 1.3 1.1 1.5  -2.2 -0.6 
      失业率

a
 4.6  4.6 5.8 4.9 5.4r 6.0  6.9 8.1 

          
 日本         
   本地生产总值 2.0  2.3r -0.7 0.8r -0.9 -0.6  -3.8r -4.0 
   货物出口 14.9  11.6r -3.5r 5.9r -6.3r -3.8r -20.2r -23.4 
   货物进口 18.5  8.2 7.8r 8.1r 0.6r 1.4r -17.6r -23.4 
   消费物价指数 0.3  - 1.4 0.3 0.5 0.8  -0.6 -0.8 
      失业率

a
 4.1  3.9 4.0 3.8 4.0 4.0r 4.0 4.4 

          
 香港         
   本地生产总值 7.0  6.4 2.4r 1.0r -1.0r -0.8r -1.9r -4.3 
   货物出口 9.4  9.2 5.1 1.2 0.2 -1.5  -3.7 -17.1 
   货物进口 11.6  10.3 5.5 -1.9 1.6 -0.6  -5.4 -17.2 
   消费物价指数 2.0  2.0 4.3 0.3 0.5 -0.7  0.6 - 
      失业率

a
 4.8  4.0 3.6r 3.4 3.3 3.4  4.1 5.2 

                  

a 为当期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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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