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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通胀压力升温，亚

洲经济增长加快。 

 
除日本之外，大部分亚

洲央行跟随美国及欧洲
加息。 

 

预期未来货币环境将进
一步收紧，金融市场波

动性增加。 

 

  

 

 

 

亚洲经济复苏加快，通胀压力维持高企 
 

随着疫情威胁逐渐减退及防疫限制宽松，亚洲区内营商气氛有所改善，推动

经济进一步复苏。当中，印度经济复苏尤其明显，从第一季按年 4.1%增长

加速至第二季 13.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印度经济规模已超

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日本经济亦受惠于防疫限制的放宽，推动消

费及投资反弹，2022 年第二季日本经济增长从第一季按年 0.6%加快至上

升 1.6%。马来西亚经济则受惠于能源相关出口的支持，加上自 4 月起对外

边境重开及防疫措施放宽亦带动了本地消费及旅游活动，经济表现从第一季

的按年 5.0%增长加速至第二季高于预期 8.9%。不过，韩国经济则维持温和

增长，主要受到商品出口趋缓及利率趋升所影响，第二季按年上升 2.9%，

较第一季 3.0%增速略低。 

 

自第二季起，亚洲大部分经济体已陆续放宽旅客入境限制，日本亦已于第三

季逐步重开边境。9 月日本政府宣布入境人数上限由每日 2 万人增至 5 万

人，并进一步于 10 月 11 日起取消大部份边境限制措施。可是，新冠疫情

对跨境商务及旅游活动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退，且未来亚洲经济将继续受到多

项不明朗因素，如地缘政治局势升温、通胀压力高企、主要央行迅速收紧货

币政策、美元大幅升值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等影响。 

 

由于国际能源及食品价格依然高企，加上主要亚洲货币兑美元持续贬值，亚

洲区内通胀压力持续加大，削弱家庭购买力及企业信心。当中，印度消费物

价指数从 7 月按年 6.7%上升加快至 8 月 7.0%。马来西亚通胀于 2022年上

半年则维持温和于约 2%，惟食物价格持续上涨，8 月则迅速加快至 4.7%。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Economic Outlook 
经济有序复苏，惟前景尚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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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日本消费物价指数的升幅亦加速至 3%，较 7 月份加快 0.4 个百分点，

创 2014 年 9 月以来新高。剔除新鲜食品的消费物价核心指数则按年上升

2.8%，亦创近 8 年新高。虽然韩国通胀率从 7 月高位 6.3%略为回落至8月

5.7%，但核心通胀率持续升温，从 7 月按年 3.9%升至 8 月 4.0%，显示通

胀上升压力尚未扭转。 

 

 

大部分亚洲央行将继续加息，日本央行则维持宽松政策 

 

面对通胀持续高企、资金外流压力和美元强势等因素，第三季多家亚洲央行

上调政策利率，甚至大幅度加息。当中，7 月份韩国央行宣布上调政策利率

50 个基点，较早前每次上调 25 个基点为大。随后该行于 8 月再度调升利

率 25 个基点至 2.5%，并预示将持续收紧货币政策。另外，印度央行于8及

9 月接连上调政策利率共 100 个基点至 5.9%，5 至 9 月期间合共上调利率

达 190 个基点。9 月马来西亚央行则宣布上调政策利率 25 个基点至 2.5%。

随着当地通胀逐渐升温，该行料将加快收紧货币政策的步伐。 

 

然而，日本央行于 9 月会议上维持基准政策利率不变，继续承诺购买 10年

期国债，以维持其对 10 年期国债孳息率 0.25%上限的支持。自近期启动货

币紧缩周期以来，美联储合共上调联邦基金利率高达 300 个基点。日本央

行与其他主要央行的政策分歧导致日圆汇率持续走弱。日圆兑美元曾于9月

22 日跌破 1 美元兑 145.8 日圆水平，促使日本央行及日本政府 24 年来首

次干预汇市以提振日圆表现。 

 

 

亚洲经济料将放缓 

 

展望未来，虽然对外边境重开及防疫措施放宽将有利亚洲经济从新冠疫情复

苏，惟环球主要央行加快收紧货币政策、能源、原材料及食品价格高企，欧

美等先进经济体需求放缓、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以至美元强势拖累新兴

市场货币等，均为亚洲经济前景增添不明朗因素。有鉴及此，预期亚洲经济

增长步伐(包括制造及出口业)将逐渐减慢。 

 

 

环球央行迅速收紧货币政策，令金融市场更为波动 

 

过去数月，在通胀高企、美元强势及资金外流压力的背景下，金融市场对主

要央行进取地收紧货币政策和地缘政治紧张可能导致全球经济放慢，甚至衰

退的忧虑日益加深，显著增加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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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三季亚洲股市表现不一。韩国综合股价指数、马来西亚吉隆坡综

合指数和日本日经 225 指数分别下跌 7.6%、3.4%及 1.7%，印度 NIFTY 50

指数则录得 8.3%涨幅。 

 

随着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及预期主要央行将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2022

年第三季大部分亚洲货币兑美元均呈现弱势。日圆、马来西亚令吉及韩圜等

兑美元跌幅介乎 2.9%至 9.2%之间。展望未来，亚洲货币表现将视乎全球主

要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步伐、美元汇率走势、环球经济前景及地缘政治等因

素。长远而言，若市场预期未来主要央行将逐渐放慢货币紧缩步伐，亚洲货

币的下行压力或会有所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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