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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經濟低增長，聯儲局仍按兵不動 

 

三季度以來，美國經濟數據表現參差，供應管理協會製造業及非製造業指數

明顯轉弱，就業市場的改善速度亦有所放緩，零售銷售、耐用品訂單和樓市等則

溫和擴張，相信在聯儲局僅緩慢加息的支持下，美國經濟維持低增長的趨勢未

變。同時，聯儲局在其 9 月份貨幣政策會議維持利率不變於 0.25%-0.5%，惟其內

部分歧較大。公開市場委員會有三名官員反對維持息率不變，並要求加息，但另

外亦有三名官員認為該局於年內無需加息。雖然如此，聯儲局仍未排除 12 月份

加息的可能性，但目前仍希望參考更多證據才決定是否行動。以今年以來美國經

濟持續放緩，加上近期的數據表現參差，預期今年聯儲局或會維持利率不變。此

外，美國總統大選將於 11 月 8 日舉行，未來數週的候選人辯論及拉票活動料將

成為焦點。 

 

英國公投未對歐元區帶來顯著打擊 

 

7、8 月份數據顯示歐元區經濟尚未明顯受到英國脫歐公投的負面影響，經

濟大致保持溫和及穩定的增速，如製造業和非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消費和經濟

信心，以及零售銷售等，加上國際金融市場表現穩定，以及預期全球主要央行將

維持或放寬貨幣政策，低息或負息環境料將較長期持續，相信英國脫歐不致於影

響歐元區溫和復蘇的進程。然而，英國將於明年 3 月底正式啟動脫歐程序，並與

歐盟商討新的經貿安排，且明年法國、德國和荷蘭將會舉行大選，不確定性將再

次提高，對出口和投資等影響料將逐漸浮現。另外，歐央行於 9 月份維持其貨幣

政策不變，並指出利率將維持於現水平或更低一段較長時間，並將超出買債的時

限。買債計劃則會維持至最少 2017 年 3 月，或直至通脹走勢與該行目標一致。

此外，該行亦成立了委員會以確保買債計劃能順利落實，並對政策選項提出建

議，預期最快 12 月將宣佈延長買債時限。 

 

 

 

 

每月經濟、金融綜述 (2016年 9月) 

 

 

內容提要 

9 月份，美國聯儲局和歐洲央行分別維持貨幣政策不變，低息率和寬鬆的貨幣

環境持續，為疲弱的全球經濟提供支持。先進經濟體維持低增長格局，美國經濟

仍在放緩、歐元區經濟則維持溫和增長。另外，內地經濟的多個環節有所改善，

香港經濟調整亦略為緩和，樓市表現轉趨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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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經濟下行壓力正在紓緩 

 

8 月份數據顯示內地經濟有所改善。在 7 月部份地區受到惡劣天氣影響後，

多個環節，如外貿和工業增加值轉趨穩定，當中高技術和裝備製造業增速分別比

規模以上工業快 5.5 和 4.5 個百分點；實質社會零售銷售亦較二季度平均為高；

固定資產投資和民間投資(單月)分別比上月加快 4.3 及 3.5 個百分點，基建投資提

供了主要動力，房地產和製造業投資亦略有改善。另外，生產者價格的跌幅進一

步收窄，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及有彈性的貨幣政策，將有助進一步緩和經

濟下行的壓力，相信今年內地經濟達到 6.5%至 7.0%的增長目標是可預期的，惟

個別城市房地產價格過高或會帶來新的風險。 

 

香港經濟表現參差，樓市再度轉趨活躍 

 

三季度以來，香港經濟表現參差，當中貨品出口轉趨穩定，8 月份進出口分

別在連跌 17 及 15 個月後回升，惟出口至先進國家仍然較弱。香港採購經理指數

亦有所改善，從 7 月份的 47.2 回升至 49.0，營商情況的下滑幅度更是 2015 年 6

月以來最輕微的。然而，訪港旅客人次的跌幅仍然較大，人均旅客消費持續減少，

加上本地消費氣氛較弱，零售業表現未見起色，8 月份銷售貨量和貨值分別按年

下跌 12.7%及 10.5%。另外，樓市氣氛明顯改善，在加息預期降溫下，價格和交

投均有所回升，短期走勢料持續向好，但亦受制於樓價高企、負擔比率偏高、供

應持續增加、以及息率預期反覆等所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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