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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亞洲經濟體的復
甦前景取決於疫情及接
種疫苗的進展。 

 
雖然通脹上升，但區內
央行預期會於年內維持
利率不變，減輕疫情所
帶來的影響。 

 
金融市場受疫情影響，
但政府的應對為市場提
供支持。 
 

 
  
 
 

 
亞洲主要經濟體持續復甦 
 
大多數亞洲主要經濟體的首季經濟增長好過市場預期，例如，台灣錄得 8.9%
的按年增長，是 2010年第 3季以來的最大升幅，主要受惠於基數效應。同
時，貨幣及財政政策繼續支持，加上全球需求復甦，為經濟增長帶來正面影
響。 
 
菲律賓及印尼卻屬例外，其經濟增長低過市場預期，主要是因為當地疫情加
劇，迫使政府再次實施封城措施所拖累。 
 
 
經濟前景取決於疫情發展及疫苗接種率 
 
展望未來，亞洲主要經濟體的復甦將取決於該地區的疫情發展及疫苗接種率。
踏入第 2季，亞洲幾個經濟體的新增確診個案激增。按每百萬人口計、7天
平均每日新增確診個案計算，印度於 5 月初錄得超過 270 宗，而馬來西亞
於 5 月底及 6 月初錄得 200 宗的新高。以往控制疫情比較成功的地方亦爆
發新一輪疫情，其中包括台灣、新加坡及越南。 
 
新型變種病毒導致政府收緊市民活動限制。然而，與之前的封城措施相比，
是次封城措施的經濟影響預計較小，是因措施不如之前的嚴格。同時，個人
及公司更能適應封城措施，亦減輕對經濟的影響。 
  
 

 

       出口於疫情下成為主要增長動力 

市場資訊 – 亞洲-日本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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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為應對新一輪疫情對經濟的打擊，一些政府進一步推出財政或貨
幣刺激政策。印度儲備銀行宣布了幾輪額外措施，包括設立 5,000億印度盧
比（68 億美元）的定期流動性便利，以改善與疫情相關的醫療保健基礎設
施及服務，同時向印度小型工業發展銀行（SIDBI）提供 1,600億印度盧比
（22 億美元）的特殊流動性便利，以支持小型公司的資金需求。印度政府
亦宣布新貸款擔保計劃，為旅遊業提供財政支持，並為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延
長優惠信貸。台灣於 5 月中旬上調紓困特別預算總額的上限至 6,300 億新
台幣後，於 6月初進一步上調至 8,400億新台幣。  
 
除了刺激措施之外，各國政府正加快疫苗接種的速度。截至 7 月 1 日，新
加坡及南韓的已接種至少一劑疫苗人口比例分別為 55.9%和 29.9%，但除
這兩個國家及中國之外，其餘亞洲主要經濟體的比例相對較低，不到 20%。 
 
泰國通過由輝瑞及科興等製造商採購更多疫苗，不再主要依賴阿斯利康供應
疫苗，加快其疫苗接種計劃，現時目標是於 9 月之前為 70%的人口接種最
少一劑疫苗。印尼則目標於 7月達到每日注射 100萬劑疫苗。 
 
 
出口為主要增長動力，但製造業受制物價上升 
 
同時，隨着外部形勢好轉，出口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亞洲的一些經濟
體，包括台灣、南韓及菲律賓，其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維持於擴張區間。
出口科技產品為主的經濟體，其表現較可能優於其他亞洲經濟體，而那些嚴
重依賴旅遊業的經濟體預計仍會受壓。 
 
然而，製造業的風險正在加劇。供應鏈的制肘可能會影響製造業的盈利表現。
運輸時間據報正在延長，而原材料價格正在飆升。  
 
 
通脹上升不會改變央行立場 
 
近期南韓及馬來西亞等多個亞洲經濟體出現通脹急升，被視為短暫的表現，
主要是由於 2020年基數較低及供應不足。鑑於近期疫情爆發，預期央行不
太可能改變現行貨幣政策，並預計於年內維持利率不變。 
 
然而，全球通脹上升可能逼使美國聯儲局由 2023年中開始加息，這可能引
發亞洲經濟體資金外流，並增加其償債支付，對外匯儲備構成壓力。但經歷
過上次金融危機及美國加息週期後，主要亞洲經濟體已建立較穩健的外匯儲
備，預計能更好抵禦聯儲局緊縮政策的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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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這輪疫情過後，亞洲主要經濟體有望回暖。財政和貨幣政策將會
保持寬鬆，而消費及投資預計會於當前疫情減退後復甦。但是，反彈的幅度
很大程度取決於各地對病毒傳播的控制及疫苗接種速度。 
 
 
金融市場的表現取決於疫情及相應的刺激措施 
 
雖然亞洲主要經濟體金融市場於第 2 季受疫情反彈影響，但由於各國推出
不同程度的政策應對疫情，部份金融市場的表現受支持。MSCI亞洲（日本
除外）指數於第 2季上升 3.0%，而首季升幅則為 2.5%。同時，由於美元於
季內疲弱，美元指數下跌 0.9%，亞洲多國主要貨幣對美元升值。但除台幣
外，其升值幅度均小於美元指數的跌幅，幅度由貶值 2.6%至升值 0.3%不
等。 
 
雖然受疫情影響，但台灣的金融市場表現相對活躍。其股市指數，台灣加權
股票指數，上升 8.1%，台幣亦兌美元亦升值 2.2%。強勁的出口數據，加上
標普於 4月將台灣的長期外幣及本幣發行人信用評級由「AA-」上調至「AA」，
刺激市場情緒。政府應對疫情的迅速反應，包括刺激政策及疫苗採購，亦支
持市場表現。 
 
南韓股市亦相對堅挺，其股市指數上升 7.7%。穩健的勞動力市場及經濟增
長數據刺激市場情緒，並支持央行轉趨鷹派，及上調今年經濟預測。議息委
員亦暗示支持收回早前應對疫情而推出的刺激措施。市場擔心央行會改變寬
鬆貨幣政策立場，拖累其金融市場表現。此外，南韓與北韓在 5月初的爭端
亦為貨幣市場帶來壓力，韓元兌美元因此無升跌。 
 
印度的金融及貨幣市場表現矛盾。其股市為亞洲主要經濟體中表現較好，上
升 7.0%，但印度盧比表現則較差，貶值 1.6%。央行的多輪貨幣政策，以及
銀行及科技股的季度表現良好，利好股市。然而由於疫情肆虐，市場下調印
度的經濟前景預測，令盧比受壓。 
 
未來數月，亞洲經濟前景將取決於疫情的發展和政府的應對措施。各央行對
聯儲局轉趨鷹派的反應、以及美元的走勢，亦會影響亞洲貨幣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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