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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8 月 31 日 
截稿日期: 2009 年 8 月 31 日 

亚洲地区经济已经步入复苏轨道，而且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已在第 2 季度迅速

反弹，将经济从紧缩扭转到复苏的方向。零售和工业产出的回暖反映出国内需求逐步

增强，而且经济复苏的迹象也给商业和消费者打入一支强心剂。与此同时，失业率也

维持在稳定水平，尽管仍旧处于高位。外部经济却仍旧低迷，且在近期没有反转的迹

象。 
 
在价格方面，消费价格和生产成本在过去的一年中持续下滑，但是主要源于去年通货

膨胀的基数较高。实际上，价格环比已呈上涨趋势，通货紧缩的风险因此逐渐回落。

亚洲各国货币当局已经停止调低利率，加之快速下滑的价格水平，使得实际利率急速

上升。国内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向上拉动互换曲线，市场也担忧宽松的货币政策会过

早退出并且在短期内产生通货紧缩的风险，与此同时政治风险和财政情况的恶化也会

推高中长期利率。 

本文译自英文版，中英文版之內
容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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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活动 
 

1.1. 零售 
 

 大多数国家的零售情况已经见底，部分国家甚至出现正增长。 

 印度和韩国在零售增长中保持领先，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实现正的实际增长。 

 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名义和实际零售同比下滑，在短暂的反弹之后，菲律宾的汽车销售在 7月

份再次探底。 
 

澳大利亚 
零售从低迷中反弹 

印度 1 
汽车销售量呈现更快的上升趋势 

印度尼西亚 
增长保持在正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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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实际紧缩有所减轻 

韩国 
销售强劲反弹 

马拉西亚 
销售下滑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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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2 
汽车销售再次萎缩 

新加坡 
继两次下滑后缓慢恢复 

泰国 3 
紧缩速度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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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CEIC、汤森路透、 ERD BBVA 
                                                 
1 总汽车销售 
2 汽车：轿车 
3 零售指数： 2002=100 



 
亚洲每月图解 

 

经济研究部 Page 3 of 16 

1.2. 工业产出 
 

 工业产出趋势各国不一。 
 除印度、韩国和泰国的工业产出呈现出强劲上行趋势，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增长已经放缓。新

加坡 7月份的快速反弹大多基于制药等波动性大的行业的上涨。 
 澳大利亚工业产出下滑现象看上去已然趋稳。 
 

澳大利亚 4 
增长下滑趋于稳定 

印度  
17 个月以来的最强反弹 

印度尼西亚* 
产出动力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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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反弹继续放缓 

韩国 
 增长动力依旧强劲 

马拉西亚* 
下滑逐渐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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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从增长转为紧缩 

新加坡 
依靠波动性大的制药行业回暖 

泰国 
继续保持增长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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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CEIC、汤森路透、ERD BBVA 
                                                 
 季度调整: BBVA 估计 
4 澳大利亚工业产出指数每一季度公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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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商业和消费者调查 
 

 在大多数国家信心总体恢复并且增强。 
 对于那些没有进行信心调查的国家，比如印度和新加坡，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均在 50 这

一关口之上，表明制造业在扩张。在马来西亚，同步指数也显示出经济情况趋于稳定（恶化

情况减轻）。 
 不过，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市场情绪却在关口一下的水平，说明大多公司对他们国

家的经济展望持悲观态度。 
 

澳大利亚 
经济扩张下消费者信心走高 

印度 
购买者行为反映产能稳定趋势 

印度尼西亚 
消费者信心反弹应该会支持私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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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5 
信心不再恶化，但仍处于萧条状态 

韩国 
信心有力改善 

马拉西亚 
经济恶化已然触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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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6  
在复苏过程中悲观的市场情绪占上风 

新加坡 
购买者行为反映出制造业先行反弹 

泰国 
信心轻微改善，但经济仍预期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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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CEIC、汤森路透、ERD BBVA 
                                                 
5 日本消费者信心指数是扩散指数 
6 菲律宾消费者信心指数和商业信心指数均为扩散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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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内生产总值 
 

 所有公布了国内生产总值 GDP 第 2 季度数据的国家都实现了（GDP）的季环比增长，许多国

家都从经济紧缩过度到经济复苏。 
 净出口的稳定（恶化减轻）和私人消费增长拉动了此季度的经济反弹。 
 除了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几个国家外，其它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仍呈实际负增长。 
 

澳大利亚 
增长动力在第 2 季度可能上扬 

印度  
增长在第 2 季度保持反弹 

印度尼西亚* 
增长趋势持续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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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CEIC、汤森路透、 ERD BBVA 

                                                 
 季度调整: BBVA 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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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部经济 
 

2.1. 对外贸易 
 

 外部经济在过去的一年中持续低迷，反映了国外需求疲软的情况。 
 区域内对外贸易恶化的趋势看上去已经探底。 
 事实证明，复苏的步伐依然缓慢。 
 

澳大利亚 
进口反弹，但出口却进一步恶化 

印度 
外贸行业的恶化有所缓和 

印度尼西亚 
外贸行业的萎缩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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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CEIC、汤森路透、 ERD BB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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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效汇率 
 

 亚洲货币总体上保持稳定，或者以名义有效汇率计算有所贬值。 
 市场主要预期印尼盾、澳元这样的商品货币会升值到雷曼兄弟银行倒闭之前的水平。同时，

国际风险可接受程度的回升也会带动像日元这样的可套利交易货币升值。 

 相比其他贸易伙伴，亚洲货币更高的通货膨胀反映在其实际有效汇率更高的升值趋势上。 
澳大利亚 

有效汇率升值趋于稳定 
印度 

外国资金出售印度股票，导致名义贬值

印度尼西亚 
印尼盾走强，回复雷曼倒闭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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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失业情况 7 
 

3.1. 失业率 
 

 除了某些特例之外，亚洲各国失业率大多保持稳定或者经历矫正性下调，反映出经济状况已

有所改善。 
 经历急速上涨后，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失业率已趋于平稳，而菲律宾和泰国的失业率已应有

所缓和，尽管仍高于 2008 年年底的水平。 
 日本表现最差，失业率居高不下，没有任何经济反转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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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暂停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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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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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CEIC、汤森路透、 ERD BBVA 

                                                 
7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数据不详 
 马拉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失业率数据每一季度公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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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货膨胀 
 

4.1. 消费者物价指数 
 

 消费者价格在过去一年中继续下降，主要由于去年高企的价格水平以及仍然抑制国内需求。

不过许多国家环比增长已经呈现向上趋势。 
 日本、马拉西亚、新加坡和泰国正在经历通货紧缩，尽管它们的月环比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

开始趋于稳定甚至呈现正增长，这将最终减缓通货紧缩的压力。 
 

澳大利亚 8 
物价水平高于政策目标 

印度 9*  
消费者物价呈上涨趋势 

印度尼西亚 
增长动力继续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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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度调整：BBVA 估计 
8 澳大利亚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每一季度公布一次 
9 工业劳动人员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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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产者物价指数  
 

 由于去年基数较高，加之国际商品价格相对较低，亚洲各国的生产者价格通货紧缩在过去的

一年里呈现加速趋势。 
 不过，大多数经济体的环比增长显示上游成本的通货紧缩的压力有所缓解。 
 但马拉西亚成是个例外，因为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生产价格已然触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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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CEIC、汤森路透、 ERD BBVA 

                                                 
 季度调整：BBVA 估计 
11澳大利亚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每一季度公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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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货币和金融市场 
 

5.1. 实际利率 12 
 

 由于快速下降的消费者价格，多数国家的实际利率大幅上涨。 
 货币当局停止了下调利率的货币政策，但是仍然对脆弱的经济复苏保持警醒。不过，正的实

际利率仍然给中央银行提供了进一步放松银根的空间，以推动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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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维持利率当前水平 

印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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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利率由于通货紧缩而上升 
韩国 

实际利率上升为正 
马来西亚 

通货紧缩拉动实际利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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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利率由于通货紧缩而上升 

新加坡 
3 月期银行间实际利率维持稳定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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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CEIC、汤森路透、 ERD BBVA 

                                                 
12 政策利率减去广义 CPI  
13 印度：回购利率减去批发物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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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广义货币（M2） vs. 贷款 
 

 由于低迷的私人消费和投资，信贷增长在 7月份继续保持下降。 
 菲律宾是唯一一个显示出信贷增长反弹的亚洲经济体，不过由于国内货币供给趋于下降，这

也许仅是短期的现象。 
 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广义货币（M2）增长略有加速，支持信贷未来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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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广义货币（M2）稳定增长，信贷

增长趋于放缓 

印度 
信贷增长呈现稳定迹象 

印度尼西亚 
信贷从高点趋于放缓，但仍保持两位

数增长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0
07

年
07

月

20
07

年
10

月

20
08

年
01

月

20
08

年
04

月

20
08

年
07

月

20
08

年
10

月

20
09

年
01

月

20
09

年
04

月

20
09

年
07

月

同
比

%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同
比

%
M2同比
贷款同比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20
07

年
07

月

20
07

年
10

月

20
08

年
01

月

20
08

年
04

月

20
08

年
07

月

20
08

年
10

月

20
09

年
01

月

20
09

年
04

月

20
09

年
07

月

同
比

%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同
比

%

M2同比
贷款同比

 

10

15

20

25

30

35

40

20
07

年
07

月

20
07

年
10

月

20
08

年
01

月

20
08

年
04

月

20
08

年
07

月

20
08

年
10

月

20
09

年
01

月

20
09

年
04

月

20
09

年
07

月

同
比

%

10

15

20

25

30

35

40

同
比

%

M2同比
贷款同比

日本 
信贷增长持续下行 

韩国 
广义货币（M2）的反弹也许会拉动信

贷复苏 

马来西亚 
广义货币（M2）的反弹也许会支持

信贷复苏 

0

1

2

3

4

5

20
07

年
0
7月

20
07

年
1
0月

20
08

年
0
1月

20
08

年
0
4月

20
08

年
0
7月

20
08

年
1
0月

20
09

年
0
1月

20
09

年
0
4月

20
09

年
0
7月

同
比

%

0

1

2

3

4

5

同
比

%

M2同比
贷款同比

 

8

10

12

14

16

18

20
07

年
07

月

20
07

年
10

月

20
08

年
01

月

20
08

年
04

月

20
08

年
07

月

20
08

年
10

月

20
09

年
01

月

20
09

年
04

月

20
09

年
07

月

同
比

%

8

10

12

14

16

18

同
比

%M2同比
贷款同比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07

年
07

月

20
07

年
10

月

20
08

年
01

月

20
08

年
04

月

20
08

年
07

月

20
08

年
10

月

20
09

年
01

月

20
09

年
04

月

20
09

年
07

月

同
比

%

4

6

8

10

12

14

16

18

同
比

%

M2同比
贷款同比

 

菲律宾 
信贷反弹更多为短期现象 

新加坡 
尽管广义货币（M2）反弹，信贷仍然急

骤下跌 

泰国 
信贷下滑趋于平稳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0
0
7年

07
月

20
0
7年

10
月

20
0
8年

01
月

20
0
8年

04
月

20
0
8年

07
月

20
0
8年

10
月

20
0
9年

01
月

20
0
9年

04
月

20
0
9年

07
月

同
比

%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同
比

%

M2同比
贷款同比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20
07

年
0
7月

20
07

年
1
0月

20
08

年
0
1月

20
08

年
0
4月

20
08

年
0
7月

20
08

年
1
0月

20
09

年
0
1月

20
09

年
0
4月

20
09

年
0
7月

同
比

%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同
比

%

M2同比
贷款同比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0
07

年
07

月

20
07

年
10

月

20
08

年
01

月

20
08

年
04

月

20
08

年
07

月

20
08

年
10

月

20
09

年
01

月

20
09

年
04

月

20
09

年
07

月

同
比

%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同
比

%

M2同比
贷款同比

来源: CEIC、汤森路透、 ERD BB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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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互换曲线 
 

 尽管国际风险承受能力已有所上升，加剧的国内不确定性继续推高利率。 
 由于澳大利亚和韩国显示出复苏迹象，紧缩货币政策引起市场担忧，导致澳大利亚短期呼唤

收益率上升，并且韩国的互换收益曲线上移。 

 日本和泰国陡峭的曲线反映了政治风险的不确定性，而菲律宾恶化的财政境况将推高收益

率。 
 

澳大利亚 
对紧缩政策的担忧推高短期收益率 

印度 
长期收益率下调使得曲线趋缓 

印度尼西亚 
政府发债预期减少，曲线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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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政策的不确定性推高中长期风险溢价 

韩国 
宽松的货币境况给利率下行留有空间 

马来西亚 
对通缩的忧虑推高短期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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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恶化的财政状况推动曲线上移 

新加坡 
一个月以来没有太大变动 

泰国 
政治风险导致曲线更加陡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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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Bloomberg、汤森路透、 ERD BBVA  



 
亚洲每月图解 

 

经济研究部 Page 14 of 16 

附件表格 
 

经济活动 
零售销售 (实际同比增长%)  

 2008 2009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澳大利亚  -0.2   -2.1   -4.0   -3.1   -1.8   2.5  
印度 -4.9 5.1 12.4 9.3 8.9 15.3 11.7 15.2 -9.3 -10.4 -11.8 -6.0 10.0 0.5 8.1 8.4 13.5 18.5 
印尼 11.7 1.7 10.3 7.5 7.4 6.5 13.7 3.2 -15.5 -26.3 -5.0 2.9 -8.2 5.9 4.2 4.8 2.8  
日本 2.1 -0.2 -0.8 -1.2 -1.6 -0.4 -1.6 -2.6 -2.5 -1.8 -2.9 -2.4 -5.7 -3.7 -2.7 -1.7 -1.3  
韩国 4.0 4.9 6.6 5.2 1.4 6.4 5.2 -0.2 -2.7 -4.8 -5.1 -4.7 -7.7 -5.9 -4.8 -0.9 4.6  
马来西亚 16.5 7.2 14.2 10.9 9.7 7.1 4.5 0.3 -5.1 -7.2 -24.2 -31.0 -23.9 -26.9 -27.2 -26.1 -23.0  
菲律宾 10.8 -7.0 25.0 -0.5 17.4 31.0 20.6 12.3 -5.9 2.0 -19.5 13.9 1.0 0.2 -5.7 3.1 -0.4 -7.0 
新加坡 -5.3 -0.5 1.9 -0.4 -9.1 5.9 -0.2 2.6 -8.2 -5.4 -2.9 -14.4 -8.3 -8.6 -13.5 -12.5 -9.9  
泰国 11.7 9.1 7.7 10.2 10.1 6.0 4.8 -0.4 -3.1 -13.4 -2.7 -11.1 -7.7 -11.9 -8.7 -8.5   

工业生产 (同比增长%)  
 2008 2009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澳大利亚  2.6   3.5   2.7   0.1   -2.9     
印度 9.5 5.5 6.2 4.4 5.4 6.4 1.7 6.0 0.1 2.5 -0.2 1.0 0.2 0.3 1.2 2.2 7.8  
印尼 9.5 2.5 3.5 4.0 2.4 2.8 2.9 -0.8 6.1 0.6 -1.9 -1.7 0.9 1.4 1.1 -0.1 0.2  
日本 5.3 -0.7 1.8 0.9 -0.2 2.3 -7.2 0.4 -6.6 -16.5 -20.7 -30.9 -38.4 -34.2 -30.7 -29.5 -23.5  
韩国 10.7 10.5 10.8 8.9 7.0 8.6 1.8 6.3 -1.9 -13.8 -18.7 -25.5 -10.0 -10.5 -8.2 -9.0 -1.2  
马来西亚 9.7 2.7 4.5 2.6 2.3 5.0 1.2 -2.0 -3.1 -7.9 -15.9 -17.9 -12.5 -12.6 -11.7 -11.4 -9.6  
菲律宾 7.4 -4.5 7.2 8.6 7.6 10.3 6.6 14.5 10.5 -0.2 -10.2 -24.5 -20.7 -11.9 -17.5 -13.0 -12.8  
新加坡 10.2 17.8 -5.3 -13.5 2.3 -21.9 -12.0 3.3 -12.2 -6.7 -13.4 -26.2 -11.8 -32.7 0.7 2.2 -9.0 12.4 
泰国 14.9 9.2 10.0 9.1 11.3 11.1 7.7 4.3 2.4 -7.7 -18.6 -21.2 -19.9 -14.5 -9.7 -9.8 -7.8  

消费者信心指数 
 2008 2009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澳大利亚 97.4 88.6 87.4 89.8 84.7 79.0 86.2 92.2 82.0 85.5 92.0 94.9 85.8 85.6 92.7 88.8 100.1 109.4 
印尼 92.4 89.9 86.8 82.4 79.1 82.1 89.3 93.5 94.8 96.3 90.6 92.8 96.4 98.6 102.5 105.9 109.1 115.4 
日本  36.1   32.5   31.2   26.9   28.4   37.6  
韩国 106.0 105.0 105.0 105.0 86.0 84.0 96.0 96.0 88.0 84.0 81.0 84.0 85.0 84.0 98.0 105.0 106.0 109.0 
马来西亚 123.6 122.4 123.2 122.6 122.3 122.6 118.7 118.5 119.2 117.3 114.9 113.0 114.3 112.7 113.6 113.1   
菲律宾  -32.1   -43.8   -52.8   -40.3   -25.7   -34.2  
泰国 79.5 80.7 79.9 78.8 78.0 78.9 77.7 76.8 75.8 74.2 74.8 75.2 74.0 72.8 72.1 71.5 72.5 73.4 

 注: 马来西亚为同步指标; 菲律宾为扩散指标 

商业信心指数/采购经理人指数  
 2008 2009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澳大利亚 PMI 51.3 51.8 51.6 50.2 47.1 46.7 46.9 46.5 41.3 31.3 33.4 35.6 32.3 33.2 30.1 37.5 38.4 44.5  
印度 PMI 59.5 57.5 57.5 57.4 58.6 57.8 57.9 57.3 52.2 45.8 44.4 46.7 47.0 49.5 53.3 55.7 55.3 55.3  
韩国商业调查 84.0 90.0 83.0 90.0 84.0 76.0 74.0 78.0 76.0 64.0 57.0 50.0 54.0 56.0 62.0 73.0 76.0 78.0 79.0 
日本 TANKAN  -4.0   -7.0   -14.0   -24.0   -46.0   -45.0   
菲律宾商业调查  29.9   12.6   -12.9   -6.8   -23.9   -2.6   
新加坡 PMI 53.8 51.3 51.8 52.2 53.1 54.7 51.6 52.7 51.0 52.3 51.2 48.1 49.7 52.3 48.3 51.2 50.6   
泰国商业景气 44.8 47.3 43.0 43.9 40.9 41.5 40.7 41.0 38.3 34.4 36.9 36.3 37.4 40.0 39.2 45.4 46.3   

注: 日本为扩散指标; 菲律宾为扩散指标 

GDP 增长 (同比增长%)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9 月 

12
月 3 月 6 月 

澳大利亚 2.4 3.7 3.2 3.3 3.0 2.5 3.2 1.9 3.8 4.4 4.1 4.4 3.3 2.9 1.8 1.4 0.4  
印度 10.3 9.0 8.5 9.0 10.6 8.0 10.8 9.7 10.0 9.2 8.8 9.4 8.8 8.2 7.8 4.8 4.1 6.0 
印尼 6.0 5.9 5.8 5.1 5.1 4.9 5.9 6.1 6.0 6.6 6.6 5.8 6.2 6.4 6.4 5.2 4.4 4.0 
日本  2.0 2.0 2.6 2.5 2.0 1.6 2.0 3.4 2.2 1.9 1.9 1.3 0.6 -0.3 -4.3 -8.7 -6.4 
韩国 2.7 3.4 4.5 5.1 6.1 5.1 5.0 4.6 4.5 5.3 4.9 5.7 5.5 4.3 3.1 -3.4 -4.2 -2.5 
马来西亚 4.5 5.1 4.7 5.4 5.5 5.3 5.2 5.4 6.9 8.3 6.8 6.3 3.9 4.2 4.6 2.9 0.6 1.5 
菲律宾 5.6 4.3 5.6 5.9 6.0 6.1 5.8 5.4 5.4 5.6 6.5 7.2 7.4 6.6 4.8 0.1 -6.2 -3.9 
新加坡 4.3 6.7 8.8 9.3 10.6 8.3 7.7 7.0 7.6 8.6 9.5 5.5 6.7 2.5 0.0 -4.2 -9.5 -3.5 
泰国 3.6 4.7 5.5 4.7 6.4 5.3 4.8 4.5 4.4 4.4 5.1 5.7 6.0 5.3 3.9 -4.2 -7.1 -4.9 

 

外部经济 
出口 (同比增长%)  

 2008 2009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澳大利亚 5.4 10.8 17.5 20.5 27.9 26.5 32.7 45.9 59.9 43.4 28.8 23.1 26.9 22.5 -0.8 -10.3 -13.2  
印度 44.6 34.1 41.9 24.8 46.5 38.4 27.6 14.2 -12.4 -20.1 -13.2 -16.8 -21.7 -33.3 -33.2 -29.2 -27.7  
印尼 28.7 32.5 22.5 31.6 34.1 24.8 29.9 29.0 4.7 -1.8 -18.7 -35.0 -32.3 -28.3 -22.6 -28.7 -27.2  
日本 8.7 2.2 3.9 3.6 -1.8 7.9 0.2 1.5 -7.9 -26.8 -35.0 -45.7 -49.4 -45.5 -39.1 -40.9 -35.7 -36.5 
韩国 18.9 18.4 26.4 26.9 16.4 35.6 18.1 27.6 7.8 -19.5 -17.9 -34.5 -18.5 -22.5 -19.9 -28.6 -12.5 -21.8 
马来西亚 14.5 5.5 20.9 22.9 18.6 25.3 10.7 15.0 -2.6 -4.9 -14.9 -27.8 -16.0 -15.7 -26.3 -29.7 -22.6  
菲律宾 10.5 -6.4 4.9 2.4 9.2 4.4 6.6 1.3 -14.4 -11.4 -40.3 -40.6 -39.0 -30.8 -35.2 -26.9 -24.8  
新加坡 17.7 4.4 16.4 12.5 10.9 15.2 7.7 11.4 -4.3 -11.9 -20.4 -37.8 -23.7 -20.7 -26.1 -26.0 -24.1 -22.3 
泰国 18.6 16.3 30.0 24.5 30.2 45.1 15.9 20.0 3.0 -20.9 -14.6 -26.4 -11.3 -23.1 -26.1 -26.6 -25.9 -25.7 



 
亚洲每月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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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 (同比增长%)  
 2008 2009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澳大利亚 18.6 10.9 21.1 18.8 16.2 26.2 11.6 30.8 23.8 20.0 25.1 2.7 -0.3 2.6 -6.1 -14.8 -10.1  
印度 55.0 37.6 35.1 26.2 34.2 41.6 55.7 63.2 12.2 1.6 -8.4 -19.2 -23.3 -34.0 -36.6 -39.2 -29.3  
印尼 111.1 82.0 106.4 80.7 101.3 102.3 78.2 66.3 70.7 16.1 13.2 -31.3 -39.7 -36.2 -42.4 -34.5 -34.3  
日本 10.7 11.4 12.2 4.8 16.7 18.2 17.1 28.8 7.4 -14.4 -21.5 -31.9 -43.0 -36.6 -35.8 -42.4 -41.9 -40.8 
韩国 28.4 26.7 29.3 29.6 32.7 47.0 36.4 45.4 10.3 -15.0 -21.6 -31.4 -30.8 -35.7 -35.4 -40.0 -32.9 -35.7 
马来西亚 11.1 2.9 7.9 9.4 12.5 15.0 4.4 11.4 -5.3 -8.6 -22.8 -30.4 -27.6 -29.0 -22.4 -27.8 -20.8  
菲律宾 21.7 12.2 11.8 11.2 13.1 16.7 1.2 3.1 -11.1 -31.5 -34.0 -34.5 -31.9 -36.2 -37.4 -24.3 -22.8  
新加坡 20.2 18.4 26.7 19.0 18.7 26.8 13.7 26.2 4.2 -9.3 -16.7 -33.4 -20.3 -28.1 -31.1 -27.7 -26.4 -27.3 
泰国 22.6 20.7 28.6 4.6 24.8 50.2 26.1 37.3 20.9 2.5 -3.1 -36.0 -37.1 -29.7 -27.7 -26.2 -24.0 -30.8 

名义有效汇率 (2005=100)  
  2009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澳大利亚 108.6 107.6 107.8 111.0 111.8 112.3 105.5 99.7 86.9 84.5 84.5 85.5 83.9 86.6 91.2 95.6 99.1 98.9 
印度 99.4 96.0 95.9 91.9 90.3 89.6 91.6 88.4 86.6 88.5 87.6 87.9 88.9 85.6 86.2 86.5 86.9 85.3 
印尼 94.7 92.4 91.9 91.9 92.3 93.1 95.6 95.4 91.3 79.5 80.6 82.0 78.8 79.6 84.3 87.2 88.1 88.5 
日本 92.4 96.7 94.6 93.6 91.3 90.7 90.4 94.8 105.6 111.8 117.6 119.1 118.5 111.9 108.9 108.9 107.9 110.1 
韩国 98.6 92.3 91.5 87.9 88.4 89.3 88.4 82.4 71.8 69.0 69.6 70.2 67.2 67.3 72.6 75.6 74.6 74.2 
马来西亚 106.6 105.5 106.0 105.1 104.1 103.8 103.4 101.8 102.4 102.4 101.6 101.2 101.4 101.0 101.4 101.4 100.8 99.5 
菲律宾 124.6 119.7 118.0 115.7 112.9 111.0 113.1 110.4 109.9 108.8 108.9 111.2 112.4 111.7 110.8 110.1 108.2 107.1 
新加坡 107.1 107.0 108.4 109.4 109.7 109.7 108.3 108.5 108.1 108.5 108.8 107.9 108.2 108.1 108.2 108.7 108.4 108.3 
泰国 112.6 113.9 113.3 112.4 109.3 107.6 109.0 109.2 111.4 110.8 108.5 109.1 110.1 109.9 109.4 109.6 110.0 109.7 

实际有效汇率 (2005=100)  

 2008 2009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澳大利亚 109.3 108.6 108.8 111.7 112.5 113.2 106.5 100.4 87.5 85.8 86.2 87.7 85.6 88.5 93.2 97.6 101.4 101.6 
印度 103.9 102.4 103.2 99.2 99.8 100.1 102.6 98.6 95.6 96.4 94.2 94.2 94.8 91.4 93.8 93.7 94.9 94.4 
印尼 110.3 108.3 107.3 107.8 110.4 112.4 115.9 116.6 112.2 98.7 100.6 102.6 98.6 99.7 105.2 108.6 109.9 110.6 
日本 84.5 88.7 86.2 85.3 83.3 82.6 82.4 86.2 96.1 102.0 107.4 108.5 106.9 101.3 98.5 97.9 96.9 99.1 
韩国 97.6 92.0 91.5 87.8 88.6 89.8 88.5 82.4 71.8 69.6 70.6 71.6 68.7 69.2 74.8 77.6 76.7 76.5 
马来西亚 106.2 104.9 105.1 104.3 106.9 107.3 107.0 104.9 105.3 105.1 103.8 103.7 103.6 103.1 103.2 103.1 102.6 102.3 
菲律宾 131.7 127.3 127.5 125.9 124.9 124.2 126.9 123.2 122.4 121.7 121.4 124.8 126.3 125.5 125.0 123.8 122.5 121.3 
新加坡 106.4 106.0 108.1 108.4 107.4 108.2 106.9 106.9 107.9 109.0 109.3 108.6 107.9 107.4 106.1 107.0 106.2 107.1 
泰国 115.6 117.2 118.2 118.9 116.2 114.4 112.0 112.3 113.2 112.3 108.7 109.7 111.5 111.8 112.2 111.8 112.8 112.2 

 
失业情况 
失业率 (%) 

 2008 2009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澳大利亚 3.9 4.0 4.2 4.2 4.2 4.3 4.1 4.3 4.4 4.5 4.6 4.9 5.3 5.7 5.5 5.7 5.8 5.8 
日本 3.9 3.8 4.0 4.0 4.1 4.0 4.1 4.0 3.8 4.0 4.3 4.1 4.4 4.8 5.0 5.2 5.4  
韩国 3.1 3.1 3.2 3.2 3.2 3.2 3.2 3.2 3.1 3.2 3.3 3.3 3.5 3.7 3.7 3.9 4.0 3.8 
马来西亚 3.6 3.6 3.5 3.5 3.5 3.1 3.1 3.1 3.1 3.1 3.1 4.0 4.0 4.0     
菲律宾 8.0 8.0 8.0 7.4 7.4 7.4 6.8 6.8 6.8 7.7 7.7 7.7 7.5 7.5 7.5    
新加坡 1.9 1.9 2.2 2.2 2.2 2.3 2.3 2.3 2.5 2.5 2.5 3.3 3.3 3.3 3.3 3.3 3.3  
泰国 1.5 1.5 1.5 1.5 1.2 1.3 1.2 1.1 1.2 1.4 1.4 2.4 1.9 1.9 2.1 1.7 1.4  

 
通货膨胀 
消费者价格指数 (同比增长%) 
 

 2008 2009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澳大利亚  4.4   4.4   4.7   4.5   4.4   4.2  
印度 5.5 7.9 7.8 7.8 7.7 8.3 9.0 9.8 10.4 10.4 9.7 10.4 9.6 8.0 8.7 8.6 9.3  
印尼 7.4 8.2 9.0 10.4 11.0 11.8 11.5 11.7 11.3 11.3 10.0 8.0 7.5 6.8 5.8 4.4 3.7 2.7 
日本 1.0 1.2 0.8 1.3 2.0 2.3 2.1 2.1 1.7 1.0 0.4 0.0 -0.1 -0.3 -0.1 -1.1 -1.8  
韩国 3.6 3.9 4.1 4.9 5.5 5.9 5.6 5.1 4.8 4.5 4.1 3.7 4.1 3.9 3.6 2.7 2.0 1.6 
马来西亚 2.7 2.8 3.0 3.8 7.7 8.5 8.5 8.2 7.6 5.7 4.4 3.9 3.7 3.5 3.0 2.4 -1.4 -2.4 
菲律宾 5.4 6.4 8.3 9.5 11.4 12.3 12.4 11.8 11.2 9.9 8.0 7.1 7.3 6.4 4.8 3.3 1.5 0.2 
新加坡 6.5 6.7 7.5 7.5 7.5 6.5 6.4 6.7 6.4 5.5 4.3 2.9 1.9 1.6 -0.7 -0.3 -0.5 -0.5 
泰国 5.4 5.4 6.1 7.6 8.8 9.2 6.5 6.1 3.9 2.2 0.4 -0.4 -0.1 -0.2 -0.9 -3.3 -4.0 -4.4 

生产者价格指数 (同比增长%) 

 
 2008 2009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澳大利亚  6.9   8.7   10.9   6.7   -1.0     
印度 5.7 7.7 8.3 9.4 12.0 12.5 12.9 12.1 10.7 8.2 5.9 4.5 3.1 0.8 1.7 0.9 -1.6 -1.6 
印尼 23.8 24.9 25.3 27.6 34.7 35.2 32.5 27.5 24.9 20.4 9.7 6.8 7.9 4.9 2.4 -1.5 -5.9  
日本 3.3 3.5 3.6 4.5 5.1 6.5 6.6 6.3 4.3 2.5 1.1 -0.5 -1.4 -2.0 -3.0 -4.4 -5.2 -6.6 
韩国 5.1 6.0 7.6 9.0 10.5 12.5 12.3 11.3 10.7 7.8 5.6 4.7 4.4 3.5 1.5 -1.3 -3.1 -3.8 

马来西亚 14.1 16.1 12.2 13.4 19.4 18.9 13.5 8.8 -6.5 -9.3 -15.6 
-

14.3 -17.4 -17.5 -13.7 -12.6 -18.6  
菲律宾 0.5 0.6 0.4 2.6 4.6 5.6 6.3 6.5 6.8 8.3 7.3 2.8 2.1 1.0 1.7 -0.5 -1.6  

新加坡 6.3 6.3 6.5 9.7 12.5 12.3 9.4 5.6 -2.7 -13.2 -17.5 
-

15.9 -16.0 -16.9 -16.6 -19.2 -19.5  
泰国 11.2 11.1 12.7 15.6 18.6 21.2 21.6 19.0 8.5 1.9 -1.7 -2.5 -4.0 -4.0 -3.0 -7.2 -10.5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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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和金融市场 
 

政策利率 14 (% p.a.)  
 2008 2009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澳大利亚 7.0 7.3 7.3 7.3 7.3 7.3 7.3 7.0 6.0 5.3 4.3 4.3 3.3 3.3 3.0 3.0 3.0 3.0 3.0 
印度 7.8 7.8 7.8 7.8 8.5 9.0 9.0 9.0 8.0 7.5 6.5 5.5 5.5 5.0 4.8 4.8 4.8 4.8  
印尼 8.0 8.0 8.0 8.3 8.5 8.8 9.0 9.3 9.5 9.5 9.3 8.8 8.3 7.8 7.5 7.3 7.0 7.0  
日本 0.5 0.6 0.5 0.5 0.6 0.5 0.5 0.5 0.4 0.3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韩国 5.0 5.0 5.0 5.0 5.0 5.0 5.3 5.3 4.3 4.0 3.0 2.5 2.0 2.0 2.0 2.0 2.0 2.0  
马来西亚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3 3.3 2.5 2.0 2.0 2.0 2.0 2.0 2.0  
菲律宾 7.0 7.0 7.0 7.0 7.3 7.8 8.0 8.0 8.0 8.0 8.0 7.0 7.0 6.8 6.8 6.3 6.3 6.3  
新加坡 1.6 1.3 1.4 1.3 1.2 1.0 1.2 1.9 1.3 0.8 1.0 0.7 0.7 0.7 0.7 0.7 0.7 0.7  
泰国 3.3 3.3 3.3 3.3 3.3 3.4 3.5 3.8 3.8 3.8 2.9 2.3 1.9 1.5 1.3 1.3 1.3 1.3  

 

3 个月存款率 (% p.a.)  
 2008 2009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澳大利亚 5.6 5.6 6.6 4.2 5.8 4.9 6.0 5.8 5.4 4.3 3.9 4.3 3.5 2.5 2.5 2.3 2.1 2.6 
印度 6.3 6.3 6.3 6.3 6.3 6.3 6.3 6.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7.3 
印尼 7.4 7.3 7.2 7.3 7.5 7.8 8.4 9.4 10.2 10.8 11.2 11.3 11.1 10.6 10.1 9.7   
日本 0.5 0.6 0.6 0.6 0.5 0.5 0.6 0.6 0.7 0.6 0.6 0.4 0.5 0.5 0.3 0.3 0.3  
韩国 4.9 4.9 4.9 4.9 5.0 5.1 5.0 5.2 5.2 5.1 4.8 3.5 2.8 2.4 2.5 2.4 2.5  
马来西亚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0 2.5 2.1 2.0 2.0 2.0 2.1  
菲律宾 3.5 3.7 3.8 4.1 4.1 4.3 4.7 4.3 5.4 6.3 5.7 3.5 3.2 3.0 2.8 2.6 2.5  
新加坡 0.5 0.4 0.4 0.4 0.4 0.4 0.4 0.4 0.4 0.4 0.4 0.4 0.4 0.3 0.3 0.3 0.3 0.3 
泰国 2.0 2.0 2.0 2.0 2.4 2.4 2.4 2.4 2.4 2.4 1.4 1.0 0.8 0.8 0.7 0.7 0.7 0.7 

  
M2 (同比增长%)  

 2008 2009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澳大利亚 18.5 17.9 17.4 17.1 16.4 17.2 15.5 17.1 15.0 13.9 12.7 12.6 13.4 13.2 13.1 12.6   
印度 15.3 18.7 18.7 20.8 17.8 16.6 19.3 15.9 16.8 10.3 10.1 9.9 11.3 9.2 13.4 13.8 12.7  
印尼 16.8 15.3 16.3 17.5 17.0 14.0 12.6 16.9 17.8 18.3 14.6 17.1 18.4 20.3 18.4 17.2   
日本 2.4 2.3 1.9 2.1 2.2 2.1 2.4 2.2 1.8 1.8 1.8 2.0 2.1 2.2 2.7 2.7 2.5 2.7 
韩国 14.4 13.3 16.3 15.7 13.8 14.5 15.1 13.9 13.4 13.0 11.9 11.2 11.5 11.3 9.7 9.8 10.2  
马来西亚 10.5 11.8 14.4 13.7 15.7 16.1 14.7 15.6 13.3 14.4 13.4 10.7 9.5 9.3 6.6 5.3 6.4  
菲律宾 6.8 2.1 0.8 4.0 5.1 4.1 9.8 13.5 13.1 14.6 15.6 16.1 14.6 15.6 13.7 15.0 12.6  
新加坡 12.1 11.9 11.9 8.6 7.5 9.6 8.7 10.4 12.1 11.8 12.0 12.8 11.2 11.5 9.7 11.3 12.9  
泰国 5.7 5.7 5.3 4.6 4.4 2.9 4.3 4.7 5.3 7.3 9.2 9.4 9.5 9.0 9.1 9.2 9.3  

 
贷款 (同比增长%)  

 2008 2009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澳大利亚 20.3 20.5 19.9 20.8 20.5 19.6 18.0 18.3 17.7 15.1 13.1 12.0 10.9 10.6 9.8 9.3 8.5 
印度 22.6 20.5 22.7 24.3 23.1 21.0 21.5 21.4 24.2 24.0 22.1 20.6 19.1 17.5 19.3 17.4 17.7 
印尼 27.9 29.5 30.7 33.1 33.6 34.1 35.2 36.6 38.6 38.0 30.7 30.8 29.9 26.1 22.3 19.2  
日本 1.3 1.4 1.2 2.0 2.0 2.1 1.9 1.6 3.3 4.0 4.0 4.2 4.3 4.0 3.8 3.3 2.6 
韩国 16.2 16.2 16.6 16.7 16.4 17.0 16.6 15.9 15.5 14.0 14.1 13.0 12.7 12.1 10.8 10.0 8.8 
马来西亚 10.1 10.3 10.4 11.3 12.0 10.2 11.3 10.8 10.6 11.1 13.1 12.0 11.3 11.3 11.0 9.2 4.2 
菲律宾 5.7 10.3 7.7 18.3 24.2 23.9 24.1 24.1 24.8 22.9 17.5 18.8 22.5 18.9 13.4 10.2 11.1 
新加坡 21.9 23.8 24.4 26.0 24.9 25.9 25.3 24.8 23.2 20.7 16.6 14.5 11.9 8.6 7.6 5.5 4.2 
泰国 13.3 15.1 18.0 18.7 16.4 16.5 17.6 17.9 19.8 21.0 21.2 18.2 13.6 11.0 8.0 7.6 8.6 

 
互换利差 (基点) 

 3 年-1 年 10 年-5 年 

  26 日-8 月-09 年     1 个月前     3 个月前 26 日-8 月-09 年     1 个月前       3 个月前 
澳大利亚 117.0  146.0  122.0 25.0 44.0 78.0  
印度 155.0  153.0  135.0 60.0 90.0 85.0  
印尼 180.0  120.0  125.0 n.a. n.a. n.a. 
日本 7.8  8.8  6.7 60.4 55.8 46.8  
韩国 81.0  93.5  75.0 17.0 15.0 25.0  
马来西亚 76.0  75.0  67.0 68.0 83.0 84.0  
菲律宾 65.0  40.0  5.0 -15.0 0.0 45.0  
新加坡 79.0  78.5  51.5 49.5 56.0 49.0  
泰国 138.0  120.0  87.0 57.0 52.0 71.0  

  

                                                 
14 新加坡为 3 个月银行拆借利率.印度和菲律宾为回购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