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二年第一季經濟情況

及二零零二年本地生產總值和物價修訂預測

(二零零二年五月卅一日下午四時十五分前禁止發布 )

政府今日（星期五）發布二零零二年第一季經濟報告，以及二零

零二年第一季以開支面編製的本地生產總值初步數字。

政府經濟顧問鄧廣堯闡述二零零二年第一季的經濟情況，並且提

供今年本地生產總值和物價的修訂預測。

要點

∗ 整體經濟活動在二零零一年顯著放緩後，在二零零二年第一季
表現依然疲軟，與一年前同期比較，本地生產總值實質下跌

0.9%，跌幅較二零零一年第四季的 1.4%為小 (後者向上修訂早
前的 1.6%跌幅 )。經季節性調整與對上季度比較，本地生產總
值以實質計算，繼二零零一年第四季下跌 0.1%後 (向上修訂早
前的 0.2%跌幅 )，二零零二年第一季回升 0.3%。

∗ 外貿方面，整體貨物出口在年初仍然疲弱，但近月來隨著全球
及區內經濟環境好轉而逐步改善。然而，整體貨物出口在二零

零二年第一季仍錄得 2.1%的按年實質跌幅。服務輸出則受惠於
訪港旅遊業迅速復蘇、離岸貿易持續增長，以及運輸服務輸出

顯著回升而實質躍升 5.3%。

∗ 本地方面，在失業上升及收入緊絀的情況下，消費開支進一步
放緩，二零零二年第一季較去年同期實質下跌 0.6%。這是自一
九九九年第一季以來首次下跌。投資開支持續銳減，實質跌幅

為 16.5%。機器及設備吸納量受不明朗營商前景和企業盈利轉
弱影響而持續縮減，而樓宇及建造活動整體表現亦依然疲弱。

今年第一季的存貨進一步減少。

∗ 勞工市場方面，由於有更多企業精簡人手及遣散員工，令總就
業人數下降，但總勞動人口則穩步增長。因此，經季節性調整

的失業率由二零零一年第四季的 6.1%躍升至二零零二年第一
季的 7.0%（而在截至四月的三個月進一步升至 7.1%的新高）。
就業不足率亦在這兩季之間由 3.0%上升至 3.2%（但在截至四
月的三個月回落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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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份修訂中，二零零二年本地生產總值的預測實質增長率維
持不變，為 1%。

∗ 對外方面，由於全球及區內整體經濟環境改善，預料香港貨物
出口及服務輸出在未來數月均會持續好轉。然而，本地方面，

勞工市場情況已大為放緩，這將繼續遏抑消費開支，而由於短

期內營商氣氛仍會低迷，加上生產能力仍然過剩，投資開支會

持續疲弱。但整體來說，本地生產總值仍可望在年內回復升

勢，令二零零二年全年合計有溫和增長。

∗ 倘若貨物及服務出口回升的勢頭較預期強勁，從而對本地需求
帶來新推動力，這將對往後數季的經濟增長構成更有利條件。

∗ 另一方面，目前仍然存在不少變數，尤以外來因素為甚。最新
近公布的美國領先經濟活動指標顯示美國的復蘇步伐尚未能

清晰預見。若然美國經濟增長放慢，甚或出現逆轉，將有礙歐

洲及東亞經濟體系的復蘇進程。近期美元顯著回軟，雖然應有

助香港出口的價格競爭力，但亦反映市場對美國經濟的一些隱

憂。再者，南亞及中東局勢呈現緊張，及近期美國本土可能遭

受恐佈襲擊的警告，均可能引起市場不安。本地方面，就業及

薪金持續不明朗的憂慮將繼續令消費疲弱。

∗ 由於零售市場疲軟令競爭激烈，工資亦再度出現放緩跡象，加
上租金可能仍會下調，本地消費物價的走勢在短期內會繼續向

下。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的一籃子寬減

措施的下調效應亦是相關因素。與此同時，進口價格應會維持

低企，因而亦會令本地物價水平持續緩和。二零零二年全年合

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預測增減率維持在 -2.8%。本地生產
總值平減物價指數在二零零二年的預測增減率同樣維持不

變，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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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分析

本地生產總值

根據政府統計處今日發表以開支面編製的本地生產總值的

初步數字，二零零二年第一季與去年同期比較，實質下跌0.9%，
跌幅較二零零一年第四季的 1.4%為小 (後者向上修訂早前的 1.6%
跌幅 )。經季節性調整與對上季度比較，本地生產總值以實質計
算，繼二零零一年第四季下跌 0.1%後 (向上修訂早前的 0.2%跌
幅 )，二零零二年第一季上升0.3%(見圖)。

2. 附表一及二展示了本地生產總值及其主要開支組成部分截
至二零零二年第一季的最新數字，包括原來數列的按年變動及經

季節性調整數列相連季度比較的變動。各經濟環節在二零零二年

第一季的發展情況詳述如下。

對外貿易

3. 二零零二年第一季，整體出口貨物 (包括轉口及港產品出口 )
與一年前同期比較，實質下跌 2.1%，跌幅遠小於二零零一年第四
季錄得的 8.8%。一月整體出口貨物與一年前比較，進一步實質下
跌 8.2%。不過，由於外圍經濟環境穩步好轉，整體出口貨物在二
月跌幅顯著收窄至 5.7%，到三月則大幅回升 6.9%。此升勢亦可
見於經季節性調整與對上季度比較的數字。整體出口貨物繼二零

零一年第四季實質下跌 6.4%後，二零零二年第一季回升 7.0%。

4. 今年第一季出口改善，主要源於東亞市場，輸往東亞的整
體出口貨物與一年前同期比較，顯著實質回升 4.5%。不過，個別
東亞市場的表現大相徑庭，輸往中國內地 (內地 )、新加坡及南韓
的出口顯著上升，但輸往日本及台灣的出口卻仍然疲弱。受歐盟

地區內部需求疲弱和歐羅偏軟所拖累，輸往歐洲聯盟的出口貨物
持續減少，與一年前同期比較，二零零二年第一季進一步實質下

跌 11.4%。隨 美國進口需求銳減，輸往美國的出口貨物進一步
大幅減少，二零零二年第一季與一年前同期比較，再錄得 13.3%
的實質跌幅。

5. 二零零二年第一季，進口貨物與一年前同期比較，實質下
跌 4.3%，跌幅小於二零零一年第四季的 9.1%。進口貨物在三月
同樣反彈至正增長，主要是反映第一季轉口貨物回升的情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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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性調整與對上季度比較，進口貨物繼二零零一年第四季實質

下跌 8.0%後，二零零二年第一季轉升 6.1%。

6. 無形貿易方面，二零零二年第一季服務輸出較一年前同期
實質躍升 5.3%，遠遠超過二零零一年第四季 1.1%的輕微增長。
各活動範疇的表現均有所改善。訪港旅遊業迅速復蘇，離岸貿易

持續增長，而運輸服務輸出亦顯著回升。經季節性調整與對上季

度比較，服務輸出繼二零零一年第四季實質下跌 1.4%後，二零零
二年第一季恢復 3.0%的增長。

7. 二零零二年第一季與一年前同期比較，服務輸入無甚變
動，二零零一年第四季則錄得 2.1%的實質跌幅。在這個總數中，
旅遊服務輸入在第一季輕微下跌，主要是受去年較高的比較基準

所影響。然而，隨 整體商品貿易逐漸復蘇，運輸服務輸入回復

正增長，而與貿易有關的服務輸入的跌幅則有所收窄。專業、商

用及其他服務輸入亦回升至溫和增長。經季節性調整與對上季度

比較，服務輸入繼二零零一年第四季實質下跌 0.3%後，二零零二
年第一季上升 2.8%。

8. 貿易差額方面，由於整體出口貨值的跌幅較整體進口貨值

的跌幅溫和，有形貿易赤字顯著縮窄至二零零二年第一季的
165 億元 (相當於進口貨值 4.8%)。無形貿易盈餘在二零零二年第
一季則進一步擴大至 375 億元，相當於服務輸入總值的 82.3%。
綜合起來，二零零二年第一季的綜合盈餘增加至 205 億元 (已納入
工業用進口黃金的估計價值 )，相當於進口貨物及服務輸入總值的
5.3%，顯著高於二零零一年第一季的相對盈餘數字 32 億元及
0.8%。

本地內部需求

9. 在失業上升及工資受抑制的情況下，本地消費開支依然疲

弱。消費者憂慮到就業前景不明朗和收入欠穩定，加上資產市場

持續偏軟，均令市場氣氛薄弱。與一年前同期比較，私人消費開
支在二零零二年第一季放緩至 0.6%的實質跌幅，二零零一年第四
季則僅有 0.3%的輕微增長。這是自一九九九年第一季以來首次下
跌。然而，經季節性調整與對上季度比較，私人消費開支繼二零

零一年第四季實質下跌 0.8%後，二零零二年第一季回升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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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國民會計基礎計算的政府消費開支，繼二零零一年第四
季上升 6.1%後，二零零二年第一季與一年前同期比較，進一步錄
得 2.2%的實質增長。經季節性調整與對上季度比較，政府消費開
支繼二零零一年第四季實質增加 0.4%後，二零零二年第一季再上
升 1.3%。

11. 按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計算的整體投資開支，繼二零零
一年第四季實質下跌 6.1%後，二零零二年第一季與一年前同期比
較，大幅下跌 16.5%。按主要組成項目分析，由於營商前景不明
朗、企業盈利減少及生產能力仍在調整，機器及設備開支持續縮
減，二零零二年第一季較一年前同期實質遽跌 25.0%。儘管私營
機構的建築活動稍為恢復，但優先鐵路計劃內兩個項目的工程量

回落，加上公共房屋計劃大幅縮減，令樓宇及建造開支在二零零
二年第一季與一年前同期比較實質下跌 6.4%。由於私營機構樓宇
建造量有所增加，地產發展商毛利在二零零二年第一季，與一年
前同期比較，錄得 5.1%的實質增長。

12. 二零零二年第一季的存貨進一步縮減，反映本地經濟內部
需求仍然疲弱。

物業市場

13. 住宅物業銷售市場在二零零一年年底及二零零二年初交投
短暫回升後，在第一季餘下時間稍見回軟。一月份的成交持續暢

旺，但二、三月略見回落。市場再度憂慮失業情況惡化會抑制需

求，加上大量一手樓宇陸續推出，因而影響市場氣氛。此外，不

少新落成樓宇仍然空置，以及利率走勢在今年後期可能轉跌為

升，也是相關因素。另一方面，物業發展商為促銷樓盤，繼續提

供可觀的樓價折扣及優惠的財務安排。由於買家被一手市場積極

的促銷策略所吸引，二手市場在第一季大部分時間依然交投淡

靜。至於住宅樓宇的租賃市道，大部分時間仍無起色，原因是需

求持續疲弱，而租盤供應卻有所增加。樓宇價格在第一季輕微下

跌，而樓宇租金的跌幅則更甚。

14. 商業樓宇方面，二零零二年第一季寫字樓租賃市道依然滯
緩，因為有更多企業進行整固及精簡人手，其中以資訊科技及金

融服務公司尤甚。為提高租用率，業主紛紛向租客，特別是長約

租客提供減租及其他優惠措施，並給予新租客更長免租期。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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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的銷售市道低迷，這是由於營商前景不明朗，令投資者大多採

觀望態度。二零零二年第一季舖位租賃市道同樣疲弱，這是由於
零售業繼續放緩，尤其是以本地顧客為主的業務。相對來說，處

較次一級位置的舖位所受打擊較大。為提高租用率，業主大幅減

租，並與租客訂立更具彈性的租約條款。舖位銷售市道同樣呆滯。

工業樓宇方面，租賃市道在二零零二年第一季依然淡靜，原因是
本地製造業持續縮減，令租用工業樓宇的需求進一步轉弱。另外，

現代化工業樓宇作為數據中心及支援服務中心的需求亦告收縮。

工業樓宇的銷售市道持續不振。

勞工市場

15. 本地勞工市場在二零零一年下半年大為放緩，二零零二年

第一季明顯進一步轉弱。這是由於總勞動人口隨 整體人口上升

而持續增長，但同時有更多企業因經濟倒退而精簡人手及遣散員

工，令總就業人數有所下降。二零零二年第一季經季節性調整的
失業率為 7.0%，遠高於二零零一年第四季的 6.1%。就業不足率
同告上升，由二零零一年第四季的 3.0%升至二零零二年第一季的
3.2%。相對於全職及固定員工，僱主在較近期似乎傾向於聘用兼
職及臨時員工。(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在截至二零零二年四月的
三個月上升至 7.1%的新高，而就業不足率則回落至 3.0%。 )

16. 二零零二年第一季與一年前同期比較，根據住戶統計調查

計得的總就業人數縮減 1.0%，跌幅大於二零零一年第四季的
0.7%。經濟低迷，令僱主在招聘人手方面更為審慎。另一方面，
二零零二年第一季與一年前同期比較，總勞動人口有 1.6%的增
長，升幅較二零零一年第四季的 1.1%為快。部分原因是工作年齡
人口增長加速，勞動人口參與率上升亦是相關因素，升幅尤集中

於中年女性。這個組別的女性中，相信頗大部分是尋找工作以幫

補家計的家庭主婦。與對上季度比較，二零零二年第一季的總就

業人數同樣下降，減幅為 0.3%，但總勞動人口卻增加 0.6%。兩
者之間的增長率差異導致最近一季的失業率進一步上升。

17. 由於勞工市場進一步放緩，勞工入息再次趨於放緩。整體

勞工收入按貨幣計算，繼二零零一年第三季較一年前同期微升 2%
後，第四季錄得零增長。然而，扣除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所反映的

消費物價跌幅後，二零零一年第四季的勞工收入與一年前比較，

仍有 2%的實質增長，惟增幅略小於第三季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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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

18. 整體消費物價自一九九八年年底持續向下，二零零二年第

一季再進一步下跌。本地方面，物業價格和租金繼續下調，加上

勞工工資再度放緩，令成本和價格進一步回落。此外，零售商普

遍提供價格折扣。外圍方面，在早前的強勢美元和主要供應經濟

體系通脹受抑的雙重影響下，進口價格持續下降。另外，儘管國

際原油價格在過去數月顯著反彈，世界商品價格整體上仍然偏

軟。除此之外，消費物價還受一些特殊本地因素所影響而下跌，

較為顯著的是政府推出的寬減差餉措施，相對較輕微的則包括若

干公用事業和公共交通機構所提供的收費優惠。

19. 與一年前同期比較，二零零二年第一季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的跌幅由二零零一年第四季的 2.1%擴大至 2.6%。但經季節性調
整與對上季度比較，二零零二年第一季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下跌

1.1%，跌幅與二零零一年第四季相同。

20. 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是量度經濟體系整體價格變動
的概括指標，繼二零零一年第四季短暫上升 0.5%後，二零零二年
第一季與一年前同期比較，回落 0.6%。這是由於整體出口貨物平
減物價指數的跌幅有所擴大，而政府消費開支平減物價指數的升

幅則放緩，兩者抵銷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平減物價指數跌幅收

窄及服務輸出平減物價指數回升的影響有餘。然而，經季節性調

整與對上季度比較，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繼二零零一年第

四季微跌 0.1%後，二零零二年第一季上升 1.9%。

金融業

21. 二零零二年第一季，港元外匯及貨幣市場大致保持穩定。

港元兌美元的即期匯率在季內一直緊貼聯繫匯率。

22. 在聯繫匯率制度下，港元隨美元兌日圓、歐羅及英鎊升值

而進一步增強，二零零二年第一季分別上升 3.0%、1.9%及 1.2%。
但部分升幅卻因為數種東亞貨幣及澳元略為轉強而被抵銷。因

此，貿易加權名義港匯指數由二零零一年十二月的 105.4 僅微升
至二零零二年三月的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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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由於美國減息周期看來已完結，不再放鬆銀根，二零零二

年第一季，本港銀行同業利率略為上升，三個月期香港銀行同業
拆出利率由二零零一年年底的 1.9%微升至二零零二年三月底的
2.2%。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貼現窗基本利率在二零零二年第一季整
季維持不變在 3.25%的水平。各主要商業銀行的最優惠貸款利率
維持在 5.13%的水平。平均儲蓄存款利率則由二零零一年年底的
0.15%微升至二零零二年三月底的 0.16%，三個月定期存款利率亦
由二零零一年年底的平均 0.51%上升至二零零二年三月底的
0.62%。

24. 二零零二年第一季，港元存款轉為下跌 1.2%，主要原因是
定期存款減少。季內，港元貸款則轉升 0.7%。因此，港元貸存比
率由二零零一年年底的 89.0%，回升至二零零二年三月底的
90.8%。

25. 本地股票市場在二零零二年年初出現短暫反彈，部分原因
是受到美國科技股股價上揚所刺激。恒生指數升至五個月以來的

高位，一月七日報 11 893 點。其後市況輾轉向下，在一月餘下時
間及二月，恒生指數大多徘徊於 10 500 點與 11 000 點之間，交投
相對淡靜。由於失業率攀升及營商前景不明朗令人憂慮，市場氣

氛因而薄弱。美國經濟較預期更快復蘇的預測越見樂觀，海外主

要股票市場因而上揚，本地股票市場亦受帶動，恒生指數在三月

初重上 11 000 點的水平。此外，三月六日公布的二零零二至零三
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亦廣受好評。然而，市場因憂慮美國提

早加息，稍後再次回軟。恒生指數在二零零二年三月最後一個交

易日收報 11 033 點，較二零零一年年底跌 3.2%。交投普遍溫和，
今年第一季平均每日成交量較去年第四季減少。(本地股票市場自
三年底開始續有波動，恒生指數在五月三十日收報 11 381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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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本地生產總值及物價的修訂預測

26. 全球及區內經濟環境儘管在年初時仍然十分嚴峻，但情況在

過去數月已略為好轉。美國經濟的改善尤為明顯，各領先經濟活動

指標在第一季均顯著反彈，工業生產亦逐步增強。歐洲聯盟的投資

氣氛亦同樣正在改善。在東亞區內，由於電子產品下降周期的最壞

情況看來已過，倚賴出口的經濟體系隨 出口訂單增加而開始回

轉。內地經濟表現更佳，對外貿易及本地經濟均持續強勁。日本的

外貿和營商情緒亦同樣有所改善，惟其本土經濟仍受持續的結構性

問題所拖累。基於外圍環境好轉，相信香港的貨物及服務出口預期

在未來數月均會進一步增強。但另一方面，失業上升及營商氣氛低

迷將繼續壓抑本地需求。

27. 按慣常做法，二零零二年本地生產總值及物價預測已按組

成部份作出檢討。表三展示最新的修訂預測。

28. 有形貿易方面，倘若全球及區內經濟持續改善，預期二零

零二年餘下時間整體貨物出口將會逐步增加，特別是在下半年。
因此，二零零二年整體貨物出口的預測實質增減率由早前的零增

長上調至現時修訂的 1.6%增長。整體貨物出口中，轉口的預測升
幅由 0.5%上調至 2.5%。但港產品出口的預測跌幅則由 4%向下修
訂至 6.5%，反映結構性轉向轉口貿易的趨勢加快。

29. 由於現時預期轉口會有更快增長，預測二零零二年貨物進
口實質上升 0.4%，較早前 0.7%的預測跌幅為佳。

30. 無形貿易方面，由於第一季表現較預期好，加上預計有形

貿易會有更佳表現，現時預測服務輸出在二零零二年實質上升
5.5%，較早前的 4.5%預測增長為高。但鑑於本地需求疲弱，預料
服務輸入今年只有 0.5%的輕微實質增長，與早前預測相同。

31. 本地方面，第一季的消費開支表現與早前預期的情況大致

合。鑑於本地消費開支仍會受制於呆滯的勞工市場情況，預料

二零零二年私人消費開支會實質下跌 0.5%，同樣與早前的預測相
同。

32. 二零零二年政府消費開支的實質增長預測維持不變，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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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以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計算的整體投資開支，現時預測
二零零二年會有 8.6%的實質跌幅，較早前預測 5.1%的跌幅為大。

34. 在整體投資開支中，二零零二年機器及設備開支的預測實
質跌幅，由早前的 6.4%向下修訂至 12.0%。部份原因是第一季的
跌幅較預期為大。同時，是次修訂亦考慮到機器方面的投資在短

期內可能會持續下挫，這是由於目前投資氣氛薄弱，生產能力過

剩而尚在調整，以及企業盈利緊縮。

35. 至於樓宇及建造開支方面，預測實質跌幅在二零零二年維
持不變，為 3.2%。雖然私營機構的建築活動在第一季回升，但鑑
於去年批出的施工同意書大幅減少，工程量在未來數季看來未必

能夠持續回升。此外，公共房屋減建亦會持續拖低整體建造量。

兩項主要的鐵路建築工程，分別為將軍澳支線及西鐵，工程量亦

已由高峰回落。

36. 二零零二年地產發展商毛利的預測實質跌幅亦相應地維
持不變於 4%。

37. 面對疲弱的本地需求，預期存貨在短期內將繼續下降。雖
然在本年後期可能會有所補充，但二零零二年全年合計的存貨應

仍會有溫和跌幅。

38. 整體而言，由於預期外來需求的改善將被疲弱的本地需求

大致抵消，二零零二年本地生產總值的預測實質增長仍為 1%，與
早前的預測相同。

39. 倘若貨物及服務出口回升的勢頭較預期強勁，從而對本地

需求帶來新推動力，這將對往後數季的經濟增長構成更有利條

件。去年後期比較基準較低，亦會有助今年後期的按年增長率。

40. 另一方面，目前仍然存在不少變數，尤以外來因素為甚。

最新近公布的美國領先經濟活動指標顯示美國的復蘇步伐尚未能

清晰預見。若然美國經濟增長放慢，甚或出現逆轉，將有礙歐洲

及東亞經濟體系的復蘇進程。近期美元顯著回軟，雖然應有助香

港出口的價格競爭力，但亦反映市場對美國經濟的一些隱憂。再

者，南亞及中東局勢呈現緊張，及近期美國本土可能遭受恐佈襲

擊的警告，均可能引起市場不安。本地方面，就業及薪金持續不

明朗的憂慮將繼續令消費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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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表四臚列了一些國際組織及本地分析員對香港本地生產
總值所作的預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在最近均調

高對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預測。不少私營機構分析員仍維持
其預測增長不變，部份分析員則已調高其預測，但亦有部份是向

下修訂。他們對二零零二年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的最新預測介

乎 0%至 2.7%，平均為 1.5%。

42. 物價方面，由於零售市場疲軟令競爭激烈，工資亦再度出

現放緩跡象，加上租金可能仍會下調，本地消費物價的走勢在短

期內會繼續向下。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的

一籃子寬減措施的下調效應亦是相關因素。與此同時，進口價格

應會維持低企，因而亦會令本地物價水平持續緩和。二零零二年

全年合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預測增減率維持在 -2.8%。本地生
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在二零零二年的預測增減率同樣維持不變，
在 -1.5%。

（《二零零二年第一季經濟報告》現已在金鐘政府合署低座地下政

府刊物銷售處發售，每本 96 元。該報告的印刷版和下載版亦可在
網上購買，網址是http://www.statisticalbookstore.gov.hk/desc_chi.htm。售價同是

96 元，惟印刷版須另加郵費。）

（以開支面編製截至二零零二年第一季的本地生產總值數字刊於

《本地生產總值二零零二年第一季》報告中，同時在金鐘政府刊物

銷售處發售，每本 22 元。該報告的印刷版和下載版亦可在網上購
買，網址是http://www.statisticalbookstore.gov.hk/desc_chi.htm。售價同是 22 元，
惟印刷版須另加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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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本地生產總值及其主要開支組成部分及主要價格指標

(與一年前同期比較的增減百分率 )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本地生產總值及其主要開支
組成項目的實質增減百分率

私人消費開支 5.4 2.0 3.0 3.5 1.2 0.3 -0.6

政府消費開支 2.1 5.1 3.9 4.1 6.2 6.1 2.2

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9.8 2.2 11.5 1.2 3.2 -6.1 -16.5

　其中：

　樓宇及建造 -7.7 -2.5 -1.2 1.8 -7.8 -2.6 -6.4

　地產發展商毛利 -9.4 -1.3 -5.7 4.3 -6.3 2.9 5.1

　機器及設備 25.8 5.2 22.6 0.3 9.4 -8.5 -25.0

整體出口貨物 17.1 -3.0 4.2 -1.9 -4.0 -8.8 -2.1

　港產品出口 7.5 -11.0 -12.8 -8.5 -12.4 -10.4 -12.7

　轉口 18.5 -2.0 6.5 -1.0 -3.0 -8.6 -0.9

進口貨物(a) 18.1 -2.4 5.3 -0.7 -3.4 -9.1 -4.3

服務輸出 13.8 3.6 6.2 6.3 1.6 1.1 5.3

服務輸入 2.1 0.1 3.8 1.0 -2.0 -2.1 *

本地生產總值 10.4 0.2 2.2 0.8 -0.4 -1.4 -0.9

按當時價格計算的

本地生產總值(10億元) 1,266 1,262 303 308 324 326 299

按固定(1990年)價格計算的
本地生產總值(10億元) 893 894 213 215 234 233 211

按固定(1990年)價格計算的
存貨增減(10億元) 15 -2 1 1 -1 -3 -2

主要物價指標的增減百分率

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 -6.5 -0.5 -1.8 -0.6 -0.2 0.5 -0.6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b) -3.8 -1.6 -2.0 -1.3 -1.0 -2.1 -2.6

甲類消費物價指數(b) -3.0 -1.7 -2.0 -1.1 -0.7 -2.8 -2.8

註 ： ( # ) 修 訂 數 字 。

( + ) 初 步 數 字 。

( * ) 增 減 少 於 0 . 0 5 %。

( a ) 包 括 工 業 用 進 口 黃 金 估 值 。

( b ) 最 後 數 字 。



表二

本地生產總值及其主要開支組成部分及主要價格指標

(經季節性調整與對上季度比較的增減百分率 )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本地生產總值及其主要開支
組成項目的實質增減百分率

私人消費開支 2.3 0.5 -1.0 -0.8 0.4

政府消費開支 5.4 -1.7 2.0 0.4 1.3

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 -- -- -- --

整體出口貨物 -2.4 -2.8 1.5 -6.4 7.0

　港產品出口 -2.8 -1.5 -3.3 -4.1 -3.4

　轉口 -2.4 -2.9 2.1 -6.7 8.2

進口貨物(a) -1.3 -3.7 2.4 -8.0 6.1

服務輸出 0.4 2.1 1.6 -1.4 3.0

服務輸入 0.3 * -2.4 -0.3 2.8

本地生產總值^ -0.5 -1.4 0.3 -0.1 0.3

主要物價指標的增減百分率

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 2.9 -2.1 -0.1 -0.1 1.9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b) -0.6 * -0.4 -1.1 -1.1

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b) -0.8 0.3 -0.2 -2.2 -0.6

註 ： ( # ) 修 訂 數 字 。

( + ) 初 步 數 字 。

( --) 由 於 常 有 短 期 變 動 ， 本 地 固 定 資 本 形 成 總 額 沒 有 明 顯 的 季 節 性 模 式 。

( ^ ) 由 於 本 地 固 定 資 本 形 成 總 額 沒 有 明 顯 的 季 節 性 模 式，經 季 節 性 調 整 的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數 列 ， 以 整 體 水 平 另 外 計 算 。

( * ) 增 減 少 於 0 . 0 5 %。

( a ) 包 括 工 業 用 進 口 黃 金 估 值 。

( b ) 最 後 數 字 。



表三

二零零二年本地生產總值

及其主要開支組成部份的預測增長率

及主要物價指標的預測增減率

二零零二年三月六日 二零零二年五月卅一日

公布的二零零二年預測 公布的二零零二年修訂預測

（%） （%）

實質增長率：

私人消費開支 -0.5 -0.5

政府消費開支 4 4

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5.1 -8.6

  其中：

　樓宇及建造 -3.2 -3.2

　地產發展商毛利 -4 -4

　機器及設備 -6.4 -12.0

整體貨物出口 0.0 1.6

　港產品出口 -4 -6.5

　轉口 0.5 2.5

貨物進口 -0.7 0.4

服務輸出 4.5 5.5

服務輸入 0.5 0.5

本地生產總值 1 1

增減率  :

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 -1.5 -1.5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2.8 -2.8



表四

個別國際機構和私營機構分析員

就二零零二年本地生產總值及物價所作預測

發表日期

本地

生產總值

私人

消費開支

本地

固定資本

形成總額

整體

出口貨物

服務

輸出

消費

物價變動 參考來源

  (    實    質    增    長    率    ( % )    ) ( % )

國際機構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 001年 1 2月 1 - - - - - - - - 0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

展望 – 2001年12月

2 002年 4月 1 . 5 - - - - - - - - - 2 . 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

展望 – 2002年4月

亞洲開發銀行 2 001年 11月 2 - - - - 4 . 5 - - 0 . 3 亞洲開發展望 – 2001年修訂
– 2001年11月

2 002年 4月 2 . 1 - - - - 1 . 6 - - - 0 . 8 亞洲開發展望 – 2002年
– 2002年4月

世界銀行 2 001年 1 0月 3 . 6 - - - - - - - - - - 東亞修訂 – 2001年10月

2 002年 4月 1 . 8 - - - - - - - - - - 東亞修訂 – 2002年4月

私營機構 :

匯豐銀行 2 002年 2月 1 . 8 0 . 8 0 . 9 - - - - - 1 . 7 Asian Economic Insight,
Vol. 74 – 2002年2月21日

2 002年 5月 2 . 7 - 0 . 7 - 2 . 9 - - - - - 3 Asian Economic Insight,
Vol. 88 – 2002年5月30日

渣打銀行 2 002年 1月 1 - - - - 0 . 2 - - - 1 香港透視 – 2002年1月11日

2 002年 3月 1 - - - - 0 . 2 - - - 3 . 8 香港透視 – 2002年3月20日

中國銀行 2 002年 1月 1 1 . 8 1 . 5 1 . 7 3 - 2 中銀經濟月刊

– 2002年1月

2 002年 5月 2 - - - - - - - - - - 信報 – 2002年5月31日

恒生銀行 2 001年 1 2月 1 1 - 0 . 5 1 . 9 3 . 2 - 1 恒生銀行經濟月刊

– 2001年11/12月

2 002年 5月 1 0 . 3 - 3 . 8 5 . 6 5 . 4 - 3 恒生銀行經濟研究部

– 2002年5月28日

東亞銀行 2 002年 1月 0 - - 2 . 3 - 0 . 6 - - - 1 信報 – 2002年1月3日

2 002年 5月 0 - 1 . 5 - 3 - 0 . 6 4 - 2 . 5 東亞銀行經濟研究部

– 2002年5月28日

道亨銀行 2 001年 1 2月 1 1 . 5 5 . 1 4 . 6 5 . 4 - 1 香港經濟回顧與展望

– 2001年12月18日

2 002年 3月 1 0 - 3 . 3 4 5 . 2 - 3 經濟分析

– 2002年3月28日

香港總商會 2 001年 1 2月 2 2 . 5 4 - 2 . 2 3 - - 香港總商會新聞稿

– 2001年12月13日

2 002年 5月 2 - - - - - - - - - - 明報 – 2002年5月1日



表四 (續 )

個別國際機構和私營機構分析員

就二零零二年本地生產總值及物價所作預測

發表日期
本地

生產總值
私人

消費開支

本地

固定資本
形成總額

整體
出口貨物

服務
輸出

消費
物價變動 參考來源

  (    實    質    增    長    率    ( % )    ) ( % )

經濟學人信息部 2 002年 1月 2 1 2 . 4 - - - - - 1 Country Forecast
– 2002年1月

2 002年 4月 1 . 7 0 . 5 1 . 2 - - - - - 3 Country Forecast
– 2002年4月

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 2 002年 2月 1 . 8 - - - - - - - - - - Asian Daily
– 2002年2月11日

2 002年 5月 1 . 6 - - - - - - - - - 2 . 5 信報 – 2002年5月31日

美林證券 2 002年 2月 2 - - - - 2 . 1 - - - 0 . 2 Asia Pacific :
Economics & Strategy Focus
– 2002年2月20日

2 002年 4月 2 . 5 - - - - - - - - - 1 Asia Pacific :
Economics & Strategy Focus
– 2002年4月30日

要點：

不少私營機構分析員在過去數月仍維持其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預測不變，部份分析員則已調高其預測，但亦有部份是向下修

訂。他們對二零零二年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的最新預測介乎 0 %至 2 . 7 %，平均為 1 .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