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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季度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上升，使其有望达到政府 09 年的增长目标。中国和台湾的

工业产量均有所飙升，而日本和泰国的出口再次下跌，但跌速已有所放缓。与此同时，亚洲通胀

情况并不一致。香港年价格三个月来第一次呈正增长，新加坡通货膨胀的数据则加速下降，而中

国价格下降速度小于上个月。政策方面，泰国保持其政策利率不变，而日本银行暗示可能结束其

对于公司债券的购买计划。  

 
 

大中华区 
 

• 中国09 年第三季度经济继上季度同比上升 7.9%后，加速上升 8.9%并

与市场预期一致。累积前三个季度GDP同比增长 7.7%，使得政府目标年

增长 8%以及我们对于全年的预测 8.3%增幅非常有望实现。其中，固定

资产投资对GDP增长贡献 7.3 个百分点，国内消费贡献了 4 个百分点。

然而，出口对GDP增长贡献为负的 3.6 个百分点。 

 

中国九月的工业生产继八月同比上升 12.3%后，再升 13.9%并高于市场

13.2%增幅预期。轻重工业产值均有所上升。同时，九月城市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飙升 33.3%，其前半年同比上升 33.5%。这些快速增长是由于

中国大量财政刺激政策以及持续扩大信贷的效果。 

 

中国九月零售额继八月同比增加 15.4%后，再增 15.5%，与市场预期相

同。政府刺激消费的意图导致汽车和家具销售额的上升。由于家庭收

入增加，前三个季度零售额同比上升 15.1%，高于前半年 15%的升幅。 

最后，九月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下跌 0.8%，这是连续第八个月

CPI 下跌，与市场预计相同并好过八月同比 1.2%的跌幅。而九月生产

者价格指数继八月同比下跌 7.9%后，再以连续第十个月放缓下跌 7%。 

 

• 香港九月消费者价格同比上升 0.5%，高于上个月 1.6%的跌幅也高于

市场预计 0.1%的同比升幅。由于一些住户用尽了政府的一次性电费补

助，九月CPI的年变化率上升了很多。去掉那些政府的一次性补助，九

月消费者价格同比下跌 0.3%，和八月相同。经季度调整后，七至九月

的月平均价格变化率为-0.3%。再去掉那些政府的一次性补助后，以上

变化率基本上为零，且上三个月的相关变化率为-0.1%。 

 

香港季度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从四至六月的 5.4%下跌至七至九月的

5.3%，也低于市场预计的 5.4%。然而，失业率下跌主要是由于当受雇

人员保持不变时，劳动力减少的原因。 

 

•  台湾工业产值继八月同比下跌 9.5%后，九月上升 1%，这是十二个月

 
 

中国：GDP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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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CEIC 
 
 
 

 
香港：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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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每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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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第一次同比上升的月份。这是由于制造业继上个月暴跌 9.3%后，

九月同比上升 1%，抵消了采矿业 1.6%的同比下跌。经季度调整后，九

月工业产出扭转了上个月月环比 0.2%的跌幅，飙升 6.5%。 

台湾出口订单继八月同比 7.6%下跌后，九月以十个月以来最小跌幅同

比下跌 1.1%。未经季度调整的出口订单月环比上升 8.5%，扭转了上个

月 1.6%的跌幅。 

 

台湾九月经季度调整后的失业率创下新高，为 6.09%，比八月高处

0.02 个百分点，也高于市场预测（彭博：6.02%）。 

 

印度 

 

•  印度的批发价格指数至十月十日这周同比上升 1.21%，高于之前一周

0.92%增幅，也高于一直预期的升幅 1.13%。价格从上周收缩 0.45%扭

转至这周上升 0.12%。主要商品价格则从上周下跌 1.45%转为上升

0.26%。同时，制造业商品价格与上周下跌 0.19%相比，也上升了

0.1%。而燃油价格没有太大变动，仍旧有 0.06%的跌幅。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  日本央行发表九月政策会议记录中提到，一些委员表示，日本银行引

入帮助企业筹集资金的紧急措施变得不那么必要，这也表明，政府可

能结束其购买公司债券的政策。这份会议记录也反映了一些委员对于

日元最近的升值及其对于日本经济复苏影响的关心。 

 

日本九月出口同比下跌 30.7%，好于八月同比暴跌 36%，但比经济学家

的中位数预测 29.9%跌幅要高。对亚洲年出口额继八月下跌 30.6%后，

九月下跌 22.2%。九月对美国年出口继八月下跌 34.4%后，再跌

34.1%。同时，由于能源价格比一年前低得多，九月进口下跌了

36.9%，好于上个月 41.3%的暴跌。因此，九月日本的贸易顺差扩大至

5206 亿日元（合计 57 亿美元），也成为 18 个月来最大的贸易顺差

额。由于经过调整后的八月贸易顺差为 1833 亿日元，九月的这个数字

低于预期 6253 亿日元的顺差额。出口经季度调整后九月月环比下跌

0.8%，也成为第三个连续月环比下跌的月份。 

 

九月日本的所有工业活动指数下跌速度有所缓和，继八月同比下跌

8.1%后，下跌了 6.4%。然而，经季度调整后按月计，活动指数连续上

升了第五个月，升幅比八月高出十分之一，为 0.9%且高于市场预计的

0.4%升幅。同时，作为所有工业活动指数副指标的第三产业活动指数

继八月同比下跌 5.4%后，九月下跌 4.2%。而按月计的数据则跌幅稍为

缓和，经季度调整后的八月第三产业活动字数则月环比上升 0.7%，九

月则上升 0.3%。 

 

•  澳大利亚央行发表其 10 月 6 日的会议记录，记录包括了政策利率上

调 0.25 个百分点的决议。而在会议纪记录中澳大利亚储蓄银行表示，

通货膨胀是其提升利率 0.25 个百分点至 3.25%的主要考量原因。它也

预示着在未来的季度政策声明中可能会上调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预

测。 

 

东盟 

 

•  新加坡九月CPI继八月同比下跌 0.3%后，九月加速下跌 0.4%。食物价

台湾：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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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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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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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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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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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股票市场 
股市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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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Datastream 和彭博. 
 

亚洲：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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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Datastream 和彭博. 

格继八月同比上升 0.9%后，九月上升 0.8%。交通和通讯成本连续下跌

了十二个月并在九月同比下跌 0.2%，而房屋价格继八月同比下跌 1.6%

后，九月再跌 2.4%。经季度调整后的价格在前四个月连续上升后，九

月与八月持平。 

 

•  菲律宾自去年九月财政赤字为 216 亿菲律宾比索后（合计美元 5.89

亿），今年九月上升至 271 亿比索。最近数据表明政府九个月以来的

财政短缺为菲律宾比索 2375 亿，导致今年政府财政赤字可能会超过预

算赤字 2500 亿的恐慌。九月菲律宾总收入为比索 1007 亿，高于上年

的 896 亿比索，而今年九月支出则高于去年同期 1113 亿比索，为 1282

亿。 

 

•  泰国央行为了支持该国的经济刚开始的复苏，考虑到间中法院勒令停

止数十个项目，可能会窒碍经济增长，决定保持其基准利率 1.25%不

变，与市场预期保持一致。自今年八月底，泰国的银行行长助理发表

声明“最新的经济数据表明泰国经济持续改善”，虽然他也警示那些

暂停着的 76 个工业项目（价值泰铢 4000 亿，合计美元 119 亿）中的

不确定因素可能会限制未来经济增长，而解决时间越长，影响则越

大。 

 

泰国出口继八月同比下跌 18.4%后，九月成为连续下跌的第十一个月，

跌幅为 8.5%，好于市场预期 16.2%的跌幅。对美国出口额继八月同比

下跌 23.1%后，九月下跌 13.9%，而对中国出口继八月同比上升 1.2%

后，九月同比攀升 4.5%。同时进口自八月同比暴跌 32.8%后，九月下

跌 17.9%，好于市场预计跌幅 27.6%。未经季度调整的出口继八月月环

比攀升 2.9%后，九月月环比上升 12.2%。泰国九月贸易顺差为美元

19.8 亿，低于八月 20.8 亿美元的顺差额。 

 

亚洲金融市场 
 

• 本周亚太股市表现参差不齐。中国和香港股市表现最佳，分别上升

4.4％和 3.0％。马来西亚股市一周上涨 0.8％，澳大利亚指数小幅上

调 0.4％，菲律宾和新加坡则上涨了 0.3％。印度股市一周下跌 3.0

％，印尼股市也下跌 1.39％。  

 

• 亚洲货币本周均表现不佳，大部分对美元贬值。菲律宾比索下跌

1.54％，日元贬值 0.84％，印尼卢比下跌 0.43％，马来西亚林吉特下

跌 0.42％，印度卢比下调 0.34％。与此相比，澳元兑美元升值 0.98

％。 

 

 



 
Asia Weekly Observatory 

 
附件表格 

    1. 金融市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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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1 3108 4.4 157.7 

香港 恒生指数  22341 22590 3.0 45.0 

台湾 台湾加权指数 7693 7649 -0.9 19.2 

印度 Sensex指数 16958 16811 -3.0 15.1 

日本 日经225指数 10291 10283 0.2 53.0 

韩国 首尔综指  1647 1640 0.0 21.1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综指 2480 2468 -1.9 1.8 

马来西亚 吉隆坡综合指数 1263 1267 0.8 1.9 

菲律宾 菲律宾综指 2924 2933 0.3 0.4 

新加坡 海峡时报指数 2703 2715 0.3 4.9 

泰国 曼谷泰证综指 718 709 -1.2 2.8 

澳大利亚 澳洲全股指数 4836 4860 0.4 26.0 

   资料来源: 彭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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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6.80 6.81 6.62 6.64 

香港 (港币/美元)  7.75 7.75 -0.01 7.75 7.74 7.73 7.73 

台湾 (新台币/美元)  32.35 32.39 0.32 n.a. n.a. n.a. n.a. 

印度 (卢比/美元)  46.46 46.57 0.34 46.67 46.74 47.39 47.39 

日本 (日元/美元)  91.05 91.66 0.84 91.00 91.61 90.58 91.19 

韩国 (韩元/美元)  1179.99 1181.00 0.25 1180.89 1184.20 1186.36 1190.10 

印度尼西亚 (印尼盾/美元)  9444.60 9435.00 0.43 9564.25 9532.50 10039.75 10012.50 

马来西亚 (马币/美元)  3.38 3.38 0.42 3.39 3.39 3.39 3.39 

菲律宾 (比索/美元)  46.81 47.39 1.54 47.09 47.66 47.45 47.97 

新加坡 (新元/美元)  1.39 1.39 0.07 1.39 1.39 1.39 1.39 

泰国 (泰铢/美元)  33.41 33.43 0.03 33.53 33.56 33.61 33.66 

澳大利亚 (美元/澳币)  0.93 0.93 0.98 0.92 0.92 0.89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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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市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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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83 -24 - n.a. 

香港 0.05 -1 0.18 -3 0.77 -7 

台湾 0.17 0 0.61 0 0.93 0 

印度 3.47 -1 4.51 -6 n.a. n.a. 

日本 0.19 0 0.54 0 0.67 0 

韩国 2.37 0 2.79 0 4.08 3 

印度尼西亚 6.45 -2 6.87 -9 7.44 -9 

马来西亚 2.04 0 2.16 1 2.20 1 

菲律宾 4.13 6 4.19 0 4.06 -13 

新加坡 0.31 0 0.69 0 0.91 0 

泰国 1.26 0 1.36 0 1.68 0 

澳大利亚 3.52 -7 3.8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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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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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0 3.11 4

香港 0.04 1 1.68 -4

台湾 0.34 10 0.91 -3

印度 3.17 -5 7.37 5

日本 - n.a. 0.66 4

韩国 2.21 -4 5.06 10

印度尼西亚 5.70 -35 9.12 10

马来西亚 2.02 2 3.83 -7

菲律宾 4.09 4 6.51 -3

新加坡 0.41 0 1.47 -2

泰国 1.60 1 3.69 1

澳大利亚 4.49 9 5.5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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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一周展望 

a) 数据发布日程 

日期 国家 数据 统计期 上期 预计 
10 月 26 日 韩国 等价国内生产总值（季环比） 第三季度 预测 2.60% 1.90% 

10 月 26 日 韩国 等价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 第三季度 预测 -2.20% -0.30% 

10 月 26 日 澳大利亚 NAB 商业信心 第三季度 -4 - - 

10 月 26 日 新加坡 工业生产值 同比 9 月 12.30% - - 

10 月 26 日 新加坡 工业生产值 经季节调整后月环比 9 月 -5.60% - - 

10 月 27 日 韩国 SK 消费者信心 10 月 114 - - 

10 月 27 日 菲律宾 总进口 (同比) 8 月 -31.60% - - 

10 月 27 日 菲律宾 当月进口 8 月 $4025.9M - - 

10 月 27 日 菲律宾 贸易收支 8 月 -$715M - - 

10 月 27 日 印度 反向回购利率 10 月 27 日 3.25% 3.25% 

10 月 27 日 香港 出口 同比% 9 月 -13.90% -10.00% 

10 月 27 日 香港 进口 同比% 9 月 -9.80% -9.50% 

10 月 27 日 香港 贸易收支 9 月 -21.8B -19.9B 

10 月 28 日 韩国 经常账户（美元 百万） 9 月 $2043.8M - - 

10 月 28 日 日本 贸易零售额 经季节调整后月环比 9 月 1.00% 0.20% 

10 月 28 日 日本 贸易零售额 同比 9 月 -1.80% -1.60% 

10 月 28 日 澳大利亚 消费者物价（季环比） 第三季度 0.50% 0.90% 

10 月 28 日 澳大利亚 消费者物价 (同比) 第三季度 1.50% 1.20% 

10 月 28 日 日本 小型企业信心 10 月 43.5 - - 

10 月 28 日 马来西亚 隔夜拆借利率 10 月 28 日 2.00% 2.00% 

10 月 29 日 韩国 制造业商业调查 11 月 94 - - 

10 月 29 日 韩国 非制造业商业调查 11 月 82 - - 

10 月 29 日 日本 工业生产值 (月环比) 9 月 预测 1.60% 1.00% 

10 月 29 日 日本 工业生产值 同比% 9 月 预测 -19.00% -19.30% 

10 月 29 日 印度 批发物价指数 同比 17-10 月 1.21% - - 

10 月 30 日 日本 失业率 9 月 5.50% 5.60% 

10 月 30 日 日本 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同比 9 月 -2.20% -2.20% 

10 月 30 日 新加坡 失业率 (经季节调整后) 第三季度 3.30% - - 

10 月 30 日 日本 央行目标利率 10 月 30 日 0.10% - - 

10 月 30 日 韩国 服务业输出 同比 9 月 1.10% - - 

10 月 30 日 韩国 工业生产值 (同比) 9 月 1.20% - - 

10 月 30 日 泰国 总出口 同比% 9 月 -17.90% - - 

10 月 30 日 泰国 总进口 同比% 9 月 -33.80% - - 

10 月 30 日 泰国 贸易支出 9 月 $2271M - - 

10 月 30 日 泰国 制造业生产 (同比) 9 月 -10.30% -3.40% 

10 月 30 日 泰国 商业信心指数 9 月 46.10% - - 

资料来源: 彭博和 BBVA 研究部预计. 

 
 b) 经济大记事   

日期 国家 事件 备注 

10 月 29 日 日本 
日本央行举行定期会议，并发布

经济预测  

资料来源: 各国政府和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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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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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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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年第三季度 8.9 n.a. n.a. n.a. n.a. 0.6 n.a. n.a. n.a. 0.8 n.a. n.a.

CPI 通胀率  

(% 同比) 1) 

九月 -0.8 0.5 -0.9 0.5 -2.2 2.2 2.8 -2.0 0.7 -0.4 -1.0 1.5

以本币衡量的

出口同比 

(% 同比) 2) 

九月 -15.2 -13.9 -9.8 -9.2 -30.7 -0.6 -7.8 -19.8 -15.3 -18.6 -16.8 -21.5

国际收支 

(美元 10亿) 3) 

九月 12.9 -2.8 2.5 -8.4 5.7 4.7 2.6 2.7 -0.1 1.5 2.1 0.0

工业产量 

(% 同比) 4) 

九月 13.9 -9.5 1.0 10.4 -19.0 1.2 0.1 -5.7 -2.2 -7.7 -8.6 -3.8

零售额  

(% 同比) 5) 

九月 17.3 -1.0 4.8 n.a. 0.5 0.4 5.6 1.5 n.a. -6.6 -6.8 3.8

货币供应 (M2) 

(% 同比) 6) 

九月 29.3 13.6 7.6 14.9 3.0 9.5 16.4 8.4 2.3 12.6 7.8 8.8

国内信贷 

(% 同比) 7) 

九月 34.2 -7.0 -0.8 25.3 1.6 8.5 11.2 7.3 2.7 7.9 2.4 2.5

失业率  

(%) 8) 

九月 n.a. 5.3 6.0 n.a. 5.5 3.6 n.a. 3.6 7.6 4.2 1.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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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