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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金融要闻经济和金融要闻经济和金融要闻经济和金融要闻（（（（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    ---- 9 9 9 9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    

    

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已经走出谷底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已经走出谷底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已经走出谷底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已经走出谷底，，，，但但但但仍未出现经济全面走强的势头仍未出现经济全面走强的势头仍未出现经济全面走强的势头仍未出现经济全面走强的势头表示经济复苏表示经济复苏表示经济复苏表示经济复苏尚未稳定尚未稳定尚未稳定尚未稳定。。。。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七月第三产业活动创下五个月以来的新高七月第三产业活动创下五个月以来的新高七月第三产业活动创下五个月以来的新高七月第三产业活动创下五个月以来的新高，，，，商业信心在第三季度也有所改善商业信心在第三季度也有所改善商业信心在第三季度也有所改善商业信心在第三季度也有所改善，，，，因此相对七因此相对七因此相对七因此相对七

月观点月观点月观点月观点，，，，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央行央行央行央行对经济对经济对经济对经济情况评价进一步改善情况评价进一步改善情况评价进一步改善情况评价进一步改善。。。。此外此外此外此外，，，，穆迪公司穆迪公司穆迪公司穆迪公司对对对对印尼印尼印尼印尼的的的的主权评级上升一级主权评级上升一级主权评级上升一级主权评级上升一级，，，，

而八月中国的而八月中国的而八月中国的而八月中国的外国外国外国外国直接投资在十一个月以来首次直接投资在十一个月以来首次直接投资在十一个月以来首次直接投资在十一个月以来首次出现出现出现出现同比增长同比增长同比增长同比增长。。。。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韩国韩国韩国韩国、、、、新加坡和菲律宾新加坡和菲律宾新加坡和菲律宾新加坡和菲律宾

的失业率大致的失业率大致的失业率大致的失业率大致未未未未变变变变，，，，反映消费者信心提高反映消费者信心提高反映消费者信心提高反映消费者信心提高。。。。尽管如此尽管如此尽管如此尽管如此，，，，香港的工业出口在本季度持续下跌香港的工业出口在本季度持续下跌香港的工业出口在本季度持续下跌香港的工业出口在本季度持续下跌，，，，而而而而

新加坡的经济指标新加坡的经济指标新加坡的经济指标新加坡的经济指标则毫无起色则毫无起色则毫无起色则毫无起色：：：：零售额在连续零售额在连续零售额在连续零售额在连续两个月的上升后再度下跌两个月的上升后再度下跌两个月的上升后再度下跌两个月的上升后再度下跌；；；；非石油类出口缩减超非石油类出口缩减超非石油类出口缩减超非石油类出口缩减超

出预期出预期出预期出预期。。。。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央行与预期一致央行与预期一致央行与预期一致央行与预期一致，，，，维持维持维持维持其其其其利率不变利率不变利率不变利率不变。。。。与股市有涨有跌相异与股市有涨有跌相异与股市有涨有跌相异与股市有涨有跌相异，，，，本周亚洲货币本周亚洲货币本周亚洲货币本周亚洲货币（（（（除日除日除日除日

元元元元外外外外））））兑美元兑美元兑美元兑美元普遍微升普遍微升普遍微升普遍微升。。。。    

    

大中华区大中华区大中华区大中华区    

 

•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八月吸引 75 亿美元的实际直接投资，继连续十一个月的同比

下跌后，同比上升 7%。然而中国当局谨慎地指出，直接投资的增长部

分原因是比较基数低，因此并不反映总体投资的复苏。一至八月的外

来投资仍然比去年同期少 18%，虽然低于一至七月同比 20%的降幅。 

 

•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第二季度工业生产继第一季度同比下降 10.1%后，所有的产业

全面下跌 9.5%。服饰产业经历了最大的年产量跌幅，在第二季度同比

下跌 30.3%。跌幅第二大的纺织业也在第二季度产量同比下跌

23.6%。按季环比，第二季度经季度调整后的工业生产下降 1%，比起

上季度的 2.8%跌幅有所改善。 

 

与此同时，生产者价格继上季度同比下降 1.4%后，第二季度再下跌

2.9%。 

 

年度价格下降得最多的是：金属、电脑、电子和光学产品以及机械设

备工业。第二季度按季价格总体上升 0.3%。 

 

香港一至八月的失业率好过预期，经季度调整后的失业率保持不变，

为 5.4%（彭博：失业率 5.5%）。然而香港当局重申，由于商业环境

不稳定导致企业更加谨慎地雇用员工，接下来几个月的失业率很有可

能继续上升。 

 

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 印度印度印度印度的批发价格指数继 8 月 23 日至 8 月 29 日同比下跌 0.12%后，8

月 30 至 9 月 5 日这周同比攀升 0.12%，高于期望值的跌幅 0.1%。初

级商品，特别是食物价格上升导致通货膨胀。连续十三星期的价格下

跌后，重新出现的通货膨胀正值经济增长放缓，使得决策者很难决定

什么时候上调利率。印度央行表示它只有在保证经济复苏的症状下才

会收紧货币政策。按周环比，未经季度调整的批发价格指数在上周上

升 0.37%，本周继续上升 0.17%。初级商品价格继上周按周环比上升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实际实际实际实际海外海外海外海外直接直接直接直接投资投资投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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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EIC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工业生产工业生产工业生产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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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EIC 

 

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以批发物价指数计的通货膨胀以批发物价指数计的通货膨胀以批发物价指数计的通货膨胀以批发物价指数计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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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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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后，本周再跳升 1.29%。而制成品和能源价格保持不变。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韩国韩国韩国韩国////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央行保持其标准政策利率不变，为货币政策会议上宣布的

“0.1%左右“。另外，日本银行将其经济评估向上调整并声明“日本

经济形势表现出复苏的迹象”。对于经济最新的评论是在七月，日本

银行宣告国家经济已经“停止恶化”，并表明出口有所反弹而且公众

开支扶持了经济复苏，也指出乐疲弱的消费支出和失业率激增的风

险。 

 

日本七月的第三产业活动指数创下五个月新高，经季度调整后比上月

上升 0.6%至 97.7 点。这个增幅稍高于经济学家 0.5%的预期（六月的

月增幅为 0.2%）。指数上升是由于批发业和零售业的产出增加所致

（七月增幅为月环比 3.2%）。然而，第三产业活动同比下降 5.4%，

高于六月 5.3%的降幅。 

 

此外，日本第三季度的商业信心有所改善。第三季度大公司的所有企

业指数从上月的-22.4 骤升至本月的 0.3（中立的话指数为 0）。而且

衡量经济形势的指数从上季度的-26.7 攀升至第三季度的 0.7。而虽

然就业指数还是负数，也已从-11.7 上升至-9.6。本季度大型制造商

的前景游乐巨大提升，相关指数从第二季度的-13.2 出人意料地上升

至本季度的 15.5，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11。制造业的经济形势从-

14.2 变为正数 16.8，而且就业指数从-28.3 上升至-18.9。随着非制

造业经济形势从-33.9 至-8.8 的上升，非制造业指数从上季度的-

27.8 提升至本季度-8.6。 

 

• 韩国韩国韩国韩国由于奢侈品以及其他物品的销售额超出预计，八月的百货商店

销售量连续第六个月攀升，继七月同比上升 4.0%后加速上升，与去年

同期相比升幅为 7.6%。同时，连续下降三个月的韩国大型折扣商店的

总销售额在八月比去年同期下降 1.5%，高于七月 6%的降幅。 

 

同时，八月韩国失业率经济季度调整后保持不变，仍为 3.8%。失业人

数从七月的 93.8 万降至 93.1 万。而劳动力参与率从七月的 61%升至

八月的 61.2%。 

 

•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央行发布的这个月早些时候举办的决策委员会会议纪录表

明，政策利率保持 1%不变。央行董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如果经济与最

近预期相符且持续增长，那么“该银行将在适当的时候采取比较不具

扩张性的政策立场”。此外，董事会表明央行“认识到必须在控制中

期通胀和支持经济复苏中找到平衡点”。 

 

澳大利亚六月住房开工量经季节调整后，季环比下降 3.7%（彭博：季

环比下降 2%），上季度的降幅是 2.1%（经修正）。这是由于私营部

门的住房开工量持续下跌所至。直至 2009 年 6 月，总住房开工量继

上季度的同比暴跌 20.1%后，本季度同比暴跌 23.9%。 

 

东盟东盟东盟东盟 

 

•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七月的零售额继六月同比下滑 8.4%（经修正）后，再同比下

降 9.8%，这是由于摩托车的销售下滑以及汽车车主在加油站花的钱更

少所致。零售额的中位数预测为降幅 7.5%，而当价格不变时零售额下

滑的更多，继六月同比暴跌 10.2%后，七月同比暴跌 10.8%。按月环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第三产业活动指数第三产业活动指数第三产业活动指数第三产业活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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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EIC    

    

韩国韩国韩国韩国：：：：百货百货百货百货店店店店销售销售销售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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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销售：主要百货商店

 

来源：CEIC 

 

澳大利澳大利澳大利澳大利亚亚亚亚：：：：建设项目动工建设项目动工建设项目动工建设项目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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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零售额零售额零售额零售额（（（（以恒定价格计以恒定价格计以恒定价格计以恒定价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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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经季度调整后的消费额（价格不变）继前两个月连续正增长后，

月环比下滑 3.8%。 

 

同时，新加坡的非石油国内出口（NODX）比市场预期缩减的更快，继

七月同比暴跌 8.7%（经修正）后，再同比下滑 7.1%（彭博：同比下

滑 5%）。由于电脑、半导体零件和电讯器械的出货量变少，电子产品

的海外出货量继七月下跌 14.8%（经修正）后，八月再次急剧同比下

跌 13.7%。非电子产品出口自七月下跌 4.8%后八月又下跌 2.8%。按月

环比，经季度调整后八月出口量上升 1.3%，尽管比起七月的月环比上

升 5.9%，速度有所放慢。 

 

最后，新加坡第二季度的失业率经季度调整后为 3.3%，与上季度持

平，并且仍是四年中最高的。 

 

• 菲律宾菲律宾菲律宾菲律宾七月的失业率比预期稍有上升，升幅 7.6%，略高于四月

7.5%的失业率。同时，就业不足率和四月的 18.9%相比，七月增至

19.8%。失业率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更多的人成为劳动力（总劳动力从

四月 37.8 百万增至七月的 38.4 百万），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雇主

减少了对菲律宾产品的外部需求疲软。 

 

•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八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2.4%，与七月降幅相同，

也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期。按年计，八月的食物和无酒精饮料价格上升

1.4%，而服饰和鞋类价格同比下降 0.8%，交通收费则同比下降

19.3%。按月计，消费者价格指数在八月上升 0.2%，高于上月的升幅

0.1%。 

 

马来西亚七月的制成品销售额同比下降 22.4%，尽管比起六月的降幅

25.3%（经修正）速度有所放慢。精炼石油产品，计算机外设和钢铁

产品的年销售额下降导致制造业总销售额的暴跌。按月计，未经季度

调整后的制成品销售额月环比连续第二个月上升了 7%，和上月升幅相

同。 

 

• 印尼印尼印尼印尼这个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并未与邻国一起陷入衰退。近期，穆

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对其的主权债务评级升至十一年以来最高点。穆迪

将印尼本国及境外货币评级上调一级，升至 Ba2，仅低于投资级别两

级，理由是印尼“抵御了全球经济衰退”。不过在亚洲金融风暴前，

印尼曾达到过 Ba1 的级别。印尼盾升至 11 个月以来的最高点，而股

市的乐观地认为经济增长将加速评级的上升，因为较高的评级导致较

低的借贷成本。印尼的外币债务标准普尔评级为 BB-，为投资级别以

下三级，自 2006 年 9 月一直没有改变。 

 

亚洲金融市场亚洲金融市场亚洲金融市场亚洲金融市场    

 

• 本周亚洲股市表现参差不齐。印度和韩国股市表现最佳，截至周五

都比上周高出 2.9%。台湾指数上涨 2.6%，接下来是香港（上涨

2.2%）、澳大利亚（上涨 2.1%）和印度尼西亚（上涨 1.70%）。菲律

宾股市下滑 2.8%，而新加坡股市下跌 1.2%，中国股市也下降 0.9%。

印尼股市至上周五仍因公共假日休市。  

  

• 亚洲货币本周兑美元稍有升值，使得亚洲货币投资者获利。印尼卢

比因穆迪的评级提升而升值 2.17%，菲律宾比索升值 1.11%，而韩元在

“央行传闻要通过收购美元干预市场”中回升 0.93%，印度卢比上涨

0.72%。本周表现最差的是日元，一周贬值 0.69%。 

    

菲律宾菲律宾菲律宾菲律宾：：：：失业率失业率失业率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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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EIC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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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EIC 

    

亚洲亚洲亚洲亚洲：：：：股票市场股票市场股票市场股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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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Datastream 和彭博. 

 

 

亚洲亚洲亚洲亚洲：：：：货币货币货币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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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Datastream 和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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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表格附件表格附件表格附件表格    

    1. 1. 1. 1. 金融市场金融市场金融市场金融市场 

            a) a) a) a) 股票市场股票市场股票市场股票市场 
 股票指数 周平均值  截至本周末 总成交量 

 指数 指数 指数 一周变化百分比 美元 10 亿 
中国  上证综指  3017 2963 -0.9 195.2 

香港 恒生指数  21319 21623 2.2 41.9 

台湾 台湾加权指数 7409 7527 2.6 18.1 

印度 Sensex指数 16560 16741 2.9 20.3 

日本 日经225指数 10301 10371 -0.7 53.8 

韩国 首尔综指  1673 1700 2.9 33.9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综指 2431 2457 1.7 1.5 

马来西亚 吉隆坡综合指数 1213 1221 1.1 1.6 

菲律宾 菲律宾综指 2788 2789 -2.8 0.3 

新加坡 海峡时报指数 2655 2648 -1.2 6.5 

泰国 曼谷泰证综指 706 714 0.8 3.5 

澳大利亚 澳洲全股指数 4629 4694 2.1 32.5 

资料来源: 彭博 

    
b) b) b) b) 外汇市场外汇市场外汇市场外汇市场 

 货币   即期  3 个月远期 1）  12 个月远期 1） 

  一周平均值 本周末值 一周变化百分率
2)
 一周平均值 本周末值 一周平均值 本周末值 

中国  (人民币/美元

)  

6.83 6.83 -0.02 6.81 6.81 6.73 6.73 

香港 (港币/美元)  7.75 7.75 0.00 7.74 7.74 7.73 7.73 

台湾 (新台币/美元

)  

32.52 32.45 -0.53 32.22 32.14 31.57 31.48 

印度 (卢比/美元)  48.38 48.13 -0.72 48.55 48.44 49.40 49.25 

日本 (日元/美元)  91.07 91.35 0.69 91.01 91.29 90.57 90.84 

韩国 (韩元/美元)  1211.87 1209.90 -0.93 1212.49 1210.35 1221.48 1220.85 

印度尼西亚 (印尼盾/美元

)  

9789.60 9700.00 -2.17 9881.00 9812.50 10455.00 10377.50 

马来西亚 (马币/美元)  3.48 3.48 -0.22 3.49 3.49 3.51 3.50 

菲律宾 (比索/美元)  48.00 47.67 -1.11 48.40 48.02 49.38 48.92 

新加坡 (新元/美元)  1.42 1.42 -0.44 1.42 1.42 1.42 1.42 

泰国 (泰铢/美元)  33.80 33.70 -0.71 33.80 33.69 33.87 33.77 

澳大利亚 (美元/澳币)  0.87 0.87 0.63 0.86 0.86 0.84 0.84 

  附注: 1）中国, 台湾, 印度, 韩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泰国的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交易价格 

2）除澳币以外的所有货币, “+”表示本币贬值, “-“表示本币升值. 

资料来源: 彭博 

 
c) c) c) c) 货币市场货币市场货币市场货币市场 1111)))) 

  7 天 2)  3 个月 3)  1 年 4) 

 截至本周末  一周变化  

（基点）  

截至本周末 一周变化  

（基点）  

截至本周末 截至本周末  

中国  1.50 9 1.80 -170 2.19 1 

香港 0.20 10 0.21 -1 0.87 4 

台湾 0.17 0 0.61 0 0.93 0 

印度 3.53 5 4.58 -8 n.a. n.a. 

日本 0.21 2 0.54 0 0.69 0 

韩国 2.27 2 2.62 4 3.97 9 

印度尼西亚 6.53 11 6.98 2 7.60 6 

马来西亚 2.03 0 2.14 0 2.17 0 

菲律宾 4.25 0 4.25 0 4.56 13 

新加坡 0.25 0 0.68 0 0.91 0 

泰国 1.26 0 1.36 1 1.67 0 

澳大利亚 3.21 4 3.36 -10 - n.a. 

附注: 1) 若无特别说明，指银行间拆借利率 

2) 印度为 14 天马德里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为 7 天银行间拆借利率，澳大利亚为银行票据利率 

3) 澳大利亚为 3 个月银行票据利率 

4) 没有印度的数据；澳大利亚为 1 年期银行票据互换利率. 

资料来源: 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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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 d) d) 债券市场债券市场债券市场债券市场 

  3 个月
1)
  5 年 

 截至本周末 一周变化 

（基点） 

截至本周末 一周变化 

（基点） 
中国  1.25 -2 2.85 -4 

香港 0.11 0 1.73 4 

台湾 0.16 -6 0.92 0 

印度 3.42 0 6.99 -25 

日本 - n.a. 0.63 4 

韩国 2.33 3 4.77 -19

印度尼西亚 6.22 -33 9.20 -11 

马来西亚 1.96 -1 3.74 2 

菲律宾 4.15 -1 6.31 -3 

新加坡 0.31 -2 1.31 4 

泰国 1.55 10 3.17 17 

澳大利亚 3.69 1 5.07 3 

 附注: 1) 马来西亚为 68 到 91 天到期的 4 级债券. 

资料来源: 彭博 

    
             2.  2.  2.  2. 未来一周展望未来一周展望未来一周展望未来一周展望    

    a) a) a) a) 数据发布日程数据发布日程数据发布日程数据发布日程    
日期 国家 数据 统计期 上期 预计 

9 月 22 日 台湾 失业率 8 月 6.01% 6.04% 

9 月 22 日 台湾 商业销售（同比） 8 月 -3.09% -2.91% 

9 月 22 日 香港 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同比） 8 月 -1.50% -1.30% 

9 月 22 日 香港 整体国际收支平衡 第二季度 $68.90B - - 

9 月 23 日 新加坡 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 8 月 -0.50% -0.40% 

9 月 23 日 台湾 出口订单（同比） 8 月 -8.77% -7.25% 

9 月 23 日 台湾 工业生产（同比） 8 月 -8.11% -6.00% 

9 月 24 日 日本 商品贸易收支总额 8 月 ¥380.2B ¥157.0B 

9 月 24 日 日本 所有产业活动指数（月环比） 7 月 0.10% 0.80% 

9 月 24 日 印度 批发物价指数 同比 9 月 12 日 0.12% - - 

9 月 24 日 日本 便利店销售额 同比 8 月 -7.50% - - 

9 月 24 日 香港 出口 同比% 8 月 -19.90% -11.50% 

9 月 24 日 香港 进口 同比% 8 月 -17.80% -10.20% 

9 月 24 日 香港 贸易结余 8 月 -21.7B -18.0B 

9 月 25 日 韩国 消费者信心指数 9 月 114 - - 

9 月 25 日 菲律宾 总进口（同比） 7 月 -22.80% - - 

9 月 25 日 菲律宾 贸易结余 7 月 -$701M - - 

9 月 25 日 新加坡 工业生产 同比 8 月 12.40% 5.00% 

9 月 25 日 泰国 外汇储备 9 月 18 日 130.6 - - 

资料来源: 彭博和 BBVA 研究部预计. 

 
    b) b) b) b) 经济大记事经济大记事经济大记事经济大记事        

日期 国家 事件 备注 

9 月 24 日 澳大利亚 储备银行发布金融稳定评估报告  

9 月 24 日 台湾 公布基准利率 预计保持不变 

9 月 25 日 日本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 9 月记要  

资料来源: 各国政府和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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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3.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 : : 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中国 香港 台湾 印度 日本 韩国 印尼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澳大利亚 
GDP 增长率 

(%同比) 

08年第

四季度 

6.8 -2.6 -8.6 5.8 -4.3 -3.4 5.2 0.1 2.9 -4.2 -4.2 0.7 

 09年第

一季度 

6.1 -7.8 -10.1 5.8 -8.7 -4.2 4.4 -6.2 0.6 -9.5 -7.1 0.3 

 09年第

二季度 

7.9 -3.8 -7.5 6.1 -7.2 -2.2 4.0 -3.9 1.5 -3.5 -4.9 0.6 

CPI 通胀率  

(% 同比) 
1)
 

7月 -1.2 -1.5 -0.8 -0.9 -2.2 2.2 2.8 -2.4 0.1 -0.5 -1.0 1.5 

以本币衡量的出口同比 

(% 同比) 2) 

7月 -23.4 -19.9 -19.7 -19.0 -36.5 -5.9 -15.0 -22.8 -20.0 -18.6 -20.5 -13.9 

国际收支 

(美元 10亿) 3) 

7月 15.7 -2.8 1.9 -6.0 4.0 1.7 2.6 2.2 -0.7 2.8 0.7 0.0 

工业产量 

(% 同比) 4) 

7月 12.3 -9.5 -8.1 6.8 -22.7 0.7 -0.7 -8.4 -3.8 12.4 -9.0 -3.8 

零售额  

(% 同比) 
5)
 

7月 17.7 -5.4 3.7 n.a. -0.2 0.1 4.3 1.5 n.a. -17.2 -7.5 3.6 

货币供应 (M2) 

(% 同比) 
6)
 

7月 28.5 14.0 8.4 14.5 2.8 9.5 16.3 5.8 1.0 11.9 8.4 9.5 

国内信贷 

(% 同比) 7) 

7月 34.1 -6.0 -1.6 26.7 1.8 10.1 11.2 8.4 4.0 8.3 3.8 3.0 

失业率  

(%) 8) 

7月 4.2 5.4 6.1 n.a. 5.7 3.8 8.4 4.0 7.6 4.2 1.2 5.5 

     附注：1) 印度以批发价计算；澳大利亚为 09 年 2 季度数据；台湾、印度、韩国、印尼、菲律宾和泰国为 09 年 7 月数据； 

2) 中国的数据以美元计量；澳大利亚的数据包括服务；中国、台湾、韩国为 09 年 7 月数据；  

3) 澳大利亚的数据包括服务；菲律宾为 09 年 7 月数据；中国、台湾、韩国为 09 年 7 月数据； 

4) 香港为 09 年第二季度数据；澳大利亚为 09 年第一季度数据；印尼为 09 年 5 月数据； 

5) 印度和菲律宾数据暂缺；印尼为 09 年 5 月数据；马来西亚为 09 年第一季度数据； 

6) 澳大利亚的数据为国际上定义的广义货币；香港的数据仅统计了港币的 M2，中国和日本为 09 年 7 月数据； 

7) 印尼为 09 年 5 月数据；中国和日本 09 年 7 月数据； 

8) 印度数据暂缺；新加坡为 09 年第二季度数据；马来西亚为 09 年第一季度数据；中国和印尼为 08 年底数据；菲律宾为 09 年 4 月数据；韩国和澳大利亚为 09 年

7 月数据。 

资料来源: Datastream, CEIC 和 BBVA 研究部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