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长明显放慢 

 

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进一步放缓至按季年率 0.5%，按年则维持于 2.0%增

长，这主要是受到强美元、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低企等影响，

导致净出口、去库存、设备和石油等相关投资均对首季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私

人消费、住宅投资和政府消费则继续维持正增长。此外，3、4 月份数据显示美

国的经济活动仍然轻微扩张，如就业市场保持稳健，新增非农业职位数目增加

21.5 万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亦从低位回升。再者，4 月份联储局

议息会议一如预期维持息率不变。其会后声明则删除了全球经济与金融发展构成

风险的字眼，但仍显示出加息的迫切性不大。 

 

欧元区：一季度经济保持扩张 

 

经过 3 月份欧洲央行大幅扩大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后，4 月份该行维持货币

政策不变，以观察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对经济的影响，惟倘若区内的通胀水平

持续偏低，以及经济表现未能进一步改善的话，不能排除未来该行仍会进一步放

宽货币政策。此外，受到年初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影响，2 月份欧元区

的零售和工业生产数字相对较弱，分别按年仅增长 2.4%及 0.8%，惟一季度欧元

区的经济表现仍较理想，分别按季及按年增长 0.6%及 1.6%，加上全球金融市场

已转趋稳定，以及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维持宽松，预期欧元区经济将继续保持扩张。

可是，6 月份英国将进行公投决定是否留于欧盟或对消费和商业信心带来打击。 

 

内地：一季度经济于低位稳定 

 

今年一季度，内地经济持续受到外围经济疲弱，以及内部结构调整的影响，

但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仍达 6.7%，仅较去年四季度轻微放缓 0.1 个百分

点，且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亦显示出一些亮点，如 3 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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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今年一季度，全球经济表现乏善可陈，加上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大宗商品价

格持续低迷、新兴市场汇率贬值，经济下行风险明显增加，美国、欧元区、内地

和香港经济增长一同放缓。可是，2 月下旬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渐趋稳定，加上 3、

4 月份的经济信心和采购经理指数已从低位回稳，以及全球宽松的货币环境持续，

有助于今年余下季度的全球经济维持温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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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社会零售消费以至出口增速均较今年首两月平均有所加快，当中基建和

房地产投资改善将有助投资在稳增长发挥更关键的作用、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

业增长较快亦有助产业结构朝向中高端方向调整、社会零售消费则受房地产市场

回暖所支持、贸易顺差扩大亦反映净出口能为内地经济带来正面贡献。由此可见，

内地经济正在低位稳定，相信今年内地经济达到 6.5%至 7.0%的增长目标是可预

期的。同时，外汇储备流出的情况亦转趋稳定，3 月份更录得 103 亿美元的增长，

相信是与美国加息预期降温，美元转弱，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减弱、以及市场对

人民币的信心逐步改善等有关。 

 

香港：一季度经济料仅低速增长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香港经济的增长动力进一步放慢。零售销售的跌幅进一

步扩大，1、2 月份货量及货值分别按年下跌 12.3%及 13.6%，只有部份食物和超

级市场销售录得微升，反映不单旅客消费减少，本地消费也一同下滑，相信是与

资产市场调整、外游增加和社会不稳定等有关。此外，访港旅客人数跌幅扩大，

且高端消费者减少，拖累旅游和零售表现。一季度失业率轻微回升 0.1 个百分点

至 3.4%，结束连续 8 个月维持不变于 3.3%的水平，当中旅游和零售相关行业的

压力较大。另外，外围环境持续欠佳，以及港元汇率高企，亦拖累了香港货物出

口的表现，但一季度进口(-8.2%)跌幅仍大于出口(-6.8%)，贸易逆差减少 212 亿

元，净出口料对经济增长带来贡献，有助于抵销部份内需疲弱的影响，使香港经

济未致陷入衰退的边缘，惟未来前景仍受制于全球经济复苏、港元汇率、旅游业

表现和资产市场的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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