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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疫情二次爆发，全球复苏放缓 
主要结论： 

一、 欧洲疫情二次爆发，全球复苏放缓 

 近期欧洲疫情出现二次爆发迹象，欧洲各国限制措施逐步出台。由于季节性

因素、复工复产、开学季和庆典聚集增加，最近欧洲疫情反弹加剧。欧洲多

国重新开启防控限制措施。但与春季时普遍采取全国范围内的封锁不同，目

前相关限制措施只限于疫情严重地区。  

 美国、巴西和印度累计病例和新增病例居高不下。其中巴西北部亚马孙州政

府宣布，再次关闭其首府马瑙斯市的酒吧、沙滩等场所，30 天之后再根据情

况决定是否开放。 

 从欧美疫情爆发重灾区来看，城市的周期性封锁将对潜在经济增长产生长远

的负面影响。首先，虽然目前居民收入出现了边际修复的情况，但如果疫情

加重，消费意愿将会进一步放缓。其次，二次疫情的爆发可能会导致劳动力

市场的脆弱性蔓延到相对健康的行业，这意味着就业市场将会停滞不前，修

复时间的拉长对潜在经济增长形成拖累。 

 第二波疫情的浪潮将更多威胁到新兴市场，高债务和外资流出对新兴经济体

的韧性形成考验。最近流动性重新开始紧张，一旦美元走强，将会导致新兴

市场货币大幅贬值，高收益企业债市场违约风险也有所增大；在出口承压、

外资流出、外债难偿的背景下导致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将再度冲击新兴经济

体的金融市场。  

 未来看，全球经济在经历快速反弹后，二次疫情爆发导致复苏曲线平坦化。

目前尚不确定的是 1）已感染者痊愈后免疫力将持续多久，2）无症状的传播

力度有多大，3）秋冬季普通流感和新冠的交错是否会出现其他呼吸系统疾

病。在全球货币政策已经处于非常宽松的背景下，各国财政政策将会加倍应

对，对于欧元区部分高债务国家，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务的进一步增加

对其原本就脆弱的金融系统雪上加霜，也会进一步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溢出

效应。我们预计，全球经济在经历过快速反弹后，复苏逐步放缓。 

 

二、美国 8 月成屋销售高于前值，耐用品订单低于预期和前值 

 美国 8 月成屋销售高于前值：东北部地区涨幅为主要提振。 

 美国 8 月耐用品订单月率不及预期：机械设备，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以及运输

订单领涨。 

三、本周重点关注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美国劳动力市场和物价指数 

 财经事件：美国总统大选举行首场辩论和欧盟峰会。 

 财经数据：8 月个人支出月率和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美国 9 月非

农、ADP 就业人数和 ISM 制造业 PMI。 

风险提示： 

1、疫情二次爆发，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上行； 

2、中美冲突进一步加剧，对全球需求和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 

3、美国大选的临近，可能会加剧风险资产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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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如下： 

一、 欧洲疫情二次爆发，全球复苏放缓 

 

近期欧洲疫情出现二次爆发迹象，欧洲各国限制措施逐步出台。由于季节性因

素、复工复产、开学季和庆典聚集增加，最近欧洲疫情反弹加剧。随着本月法

国，西班牙和英国的冠状病毒病例开始激增，意大利和德国也无法避免第二波

大流行。 一些国家，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黑山和北马其顿

共和国，8 月份的病例数高于今年早些时候。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25 日，西班

牙累计确诊 76.3 万人，远高于 9 月初的 51.8 万人；法国累计确诊 51.3 万人，也

远高于 9 月初的 28.6 万人。鉴于疫情反弹加剧，欧洲多国重新开启防控限制措

施。但与春季时普遍采取全国范围内的封锁不同，目前相关限制措施只限于疫

情严重地区。西班牙的马德里自治区政府决定从 21 日起对马德里数个城区及周

边多个市镇的 37 个基本卫生区执行至少为期 14 天的限行政策，居民除了工作、

履行法律或教育义务外，不可以离开自己的街区，自治区内私人或公共聚会的

人数上限也被调整为 6 人。在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率先收紧防疫

措施，自 22 日起禁止在晚 8 时至早 6 时之间销售和饮用酒精类饮品，另外马赛

和波尔多等地宣布包括限制或禁止聚会。 

 

图表 1：截至 9 月 24 日欧洲各国出台措施整理 

国家 现状 措施 

英国 新冠疫情警戒级别提升至 4 级，处

在一个“危险的转折点”。 

自当地时间 9 月 23 日起，出租车与乘客必须佩戴口罩；9月 24 日起，

室内商家的电源与顾客必须佩戴口罩，英格兰地区的餐馆、酒吧必须

在晚上 10 时结束营业且避免排队及自助式取餐；英国首相呼吁民众尽

可能在家工作。 

法国 新冠疫情反弹加剧，全法疫情高风
险地区增至 55个省份。 

根据法国总理的部署，地方政府根据疫情变化自行应对疫情的管制措
施，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宣布禁止在公园、花园、海滩等场所超过 10人

的聚会；限制酒吧在深夜的营业时间；限制对养老院的探访；巴黎大

区卫生局和蒙彼利埃大学附属医院已重启“白色计划”以调度医疗资
源。 

德国 新增已连续数日保持在 1万人以上 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施潘表示面对即将来临的秋冬季节，仍需保持最高

级别的警觉，施潘于当地时间 21日宣布调整防疫策略，将采取设立发

热门诊，将开展快速抗体检测。 

西班牙 每日新增超 1万例感染者，马德里
大区新增病例占全国总数的 38% 

当地时间 9月 21日起，马德里大区采取全新管控措施，马德里 37个
基本卫生区执行至少为期 14 天的限行政策，以限制人员流动，社交聚

会限制在 6人以内，公园关闭，商铺须在晚上 10 时前关闭。 

意大利 疫情数据低于周边邻国，整体防疫

工作运转良好 

意大利卫生部长斯佩兰萨 9月 21日晚间签署行政令，要求 22起从包

括巴黎在内法国疫情红区入境意大利的人员必须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其他欧洲各国 欧洲疫情形势不容乐观 奥地利政府从 9月 21日起开始实施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私人室内活
动人数上限从 50人较少到 10 人；餐饮业每桌不能超过 10 位客人，凌

晨 1 时必须结束营业；扩展强制佩戴口罩范围，包括户外市场和展

会。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 9月 19日起实施上级疫情响应机制，禁止非必要人
员进出该地区，同时推迟酒吧恢复营业 

希腊部分疫情严重地区学校停课延长至 9月 25日，政府进一步收紧限
制措施，包括关闭室内影院，要求员工远程办公等措施持续执行至 10

月 4 日 
 

来源： 公共信息整理，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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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西班牙和法国累计确诊人数大幅上行  图表 3：西班牙和法国新增确诊人数上行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 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美国、巴西和印度累计病例和新增病例居高不下。截至 9 月 25 日，美国确诊病

例累计值高达 723.6 万人，当日新增为 5.1 万人，占全球确诊病例的近四分之一。

虽然仍处于较高水平，但新增住院病例回落到了 6 月以来的低点附近，新增阳

性和总新增测试之间的比例也震荡下行。巴西确诊病例累计值高达 469 万人，

当日新增为 3.5 万人，确诊病例和在诊病例震荡下行。9 月 24 日，巴西北部亚

马孙州政府宣布，从 25 日起，再次关闭其首府马瑙斯市的酒吧、沙滩等场所，

30 天之后再根据届时的情况决定是否开放。印度确诊病例累计值高达 590 万人，

当日新增为 8.5 万人，虽然累计确诊仍然看不到拐点，但新增病例上升通道边

际放缓。 

 

图表 4：美国新增住院病例下行  图表 5：美国新增阳性/新增总测试震荡下行  

 

 

 
来源：covidtracking，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 covidtracking，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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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巴西新增病例震荡下行  图表 7：印度新增病例上升边际放缓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 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从欧美疫情爆发重灾区来看，城市的周期性封锁将对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产生

长远的负面影响。第二波疫情反弹对经济的影响将取决于经济活动在第一波危

机后恢复的程度，当前程度并不乐观。首先，虽然部分数据出现深 V 反弹，但

疫情二次的爆发将加重打击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虽然目前居民收入出现了边

际修复的情况，但如果疫情加重，消费意愿将会进一步放缓。2020 年 7 月美国

商会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中小企业担心不得不永久关闭，7/10 的中小企

业担心因疫情导致财务出现困难。美国破产法庭数据提供商 Epiq AACER 称，

商业破产案在今年出现大规模爆发，较去年同期增加了约 30%。其次，劳动力

市场情况将会进一步恶化，并蔓延到更多的行业。到目前为止，美国休闲和酒

店业的工作岗位减少了大约 24%，远高于 08 年金融危机 3.5%的降幅。与此相

对的是房地产、金融和保险在内的金融活动部门的工作岗位在本次疫情之后降

幅为 2.4%，低于金融危机时候的 5.6%。二次疫情的爆发可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

的脆弱性蔓延到相对健康的行业，这意味着整体就业市场将会停滞不前，修复

时间的拉长对潜在经济形成拖累。 

 

第二波疫情的浪潮将更多威胁到新兴市场，高债务和外资流出将对新兴经济体

的韧性形成考验。发达国家医疗资源、设备相对充裕，疫情的控制可能只是时

间问题；但巴西、印度、阿根廷等新兴市场国家，仍然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

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下新兴市场可能面临较大负面冲击，新兴市场医疗体系较为

薄弱，财政空间也相对有限。从外部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已经促使新兴

市场外债高企。我们在汇率专题报告《人民币走向升值之路-基于人民币汇率的

短期和长期视角》中阐述了美元指数短期低点已现，当前美元流动性确实重新

开始紧张，一旦美元走强，将会导致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高收益企业债市

场违约风险也有所增大，在出口承压、外资流出、外债难偿的背景下导致债务

危机全面爆发，将再度冲击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 

 

未来看，全球经济在经历过快速反弹后，二次疫情爆发将导致复苏曲线平坦化。

虽然全球卫生系统已经从第一次疫情爆发中获得了一定的经验，但目前尚不确

定的是 1）已感染者痊愈后免疫力将持续多久 2）无症状的传播 3）秋冬季普通

流感和新冠的交错是否会出现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这些不确定将在第二波疫情

的浪潮中放大。受疫情近期复发的影响，避险情绪上行，当前市场又似乎开始

出现了 3 月份金融市场动荡的逻辑。截至上周收盘，德国 DAX 指数跌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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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法国 CAC40 指数跌幅为 4.33%，标普 500 跌幅为 2.2%，新兴市场整体

跌幅少于欧美市场。未来看，疫情对经济未来的变化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努力、

国家之间的信任、疫苗研发并实现临床应用的进展。如果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超

预期，那么在全球货币政策已经处于非常宽松的背景下，各国财政政策将会加

倍应对，对于欧元区部分高债务国家，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务的进一步增

加将对其原本就脆弱的金融系统形成冲击，也会进一步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

明显的溢出效应，预计全球未来在经历过快速反弹后，复苏逐步放缓。 

 

  

二、 美国 8 月成屋销售高于前值，耐用品订单低于预期和前值 

  

1、美国 8 月成屋销售高于前值 

 

NAR 9 月 22 日晚间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8 月成屋销售年化总数为 600 万户，

与预期的 600 万户持平，高于前值 586 万户，达到 2006 年 12 月以来新高；美

国 8 月成屋销售年化月率为 2.4%，与预期的 2.4%持平，低于前值的 24.7%。 

 

与 7 月相比，8 月份的成屋销售在四个地区均增长，东北部地区涨幅最大。四

个地区的成屋销售均比起一年前有所上升。所有地区中位数价格均同比大幅上

涨。分类数据显示，8 月份东北地区现房销售环比上升 13.8％，达到 74 万套，

同比上升 5.7%，东北部的中位数价格为 349,500 美元，同比上升 10.4％。在中

西部地区，现房销售增长环比 1.4％，达到 141 万套，同比增长 9.3％，中西部

的中位数价格为 246,300 美元，同比增长 10.7％。8 月份南部地区成屋销售环比

上升 0.8％，达到 260 万套，同比增长 13.0％，南部地区的中位数价格为

269,200 美元，同比上涨 12.3％。8 月西部地区成屋销售环比上升 0.8％，为 125

万套，同比增长 9.6％，西部地区的中位数价格为 456,100 美元，同比上涨

11.8％。 

 

2、美国 8 月耐用品订单月率不及预期 

 

据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 9 月 25 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8 月耐用品订单月率初

值为 0.4%，低于预期的 1.3%，也远低于前值的 11.7%。 

 

耐用品订单 4 个月持续增长，机械设备，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以及运输订单领涨。

机械设备订单连续四个月上涨，8 月增长 1.5%；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订单 8 月增

长 1.2%；运输设备订单 8 月增长 0.5%。但新车、国防资本货物以及电气设备和

电器订单缩减。新车订单在 7 月上涨 21.7%之后，8 月下跌 4%；国防资本货物

订单 8 月下跌 3.3%；电气设备和电器订单 8 月下跌 1.5%。美国 8 月扣除飞机非

国防耐用品订单月率初值为 1.8%，低于前值 2.5%，但高于预期的 0.5%；美国 8

月扣除飞机非国防耐用品装船月率初值为 1.5%，低于前值的 2.8%，但高于预期

的 0.8%；美国 8 月扣除运输耐用品订单月率初值为 0.4%，低于前值的 3.2%，

也低于预期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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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海外宏观数据跟踪和简评 

 

来源：Bloomberg，Wind，美国劳工部，Fed，ECB，BOJ，IFO，国金证券研究所 

 

三、本周重点关注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美国劳动力市场和物价指数 

 

1 . 本周重点关注美国总统大选和欧盟峰会 

本周重点关注 9 月 28 日晚间美国总统大选举行首场辩论和 10 月 1 日欧盟峰会

进行，为期两天。 

 

美国 19- 08 19- 09 19- 10 19- 11 19- 12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20- 06 20- 07 20- 08 2020- 09 最新数据简评

增长

GDP（环比折年率，%） 2.1 2.1 -5.0 -31.70 有记录以来美国经济最大季度降幅

消费

个人总收入（环比折年率，%） 0.40 0.27 0.00 0.50 0.20 0.62 0.8 (1.8) 12.2 (4.2) (1.0) 0.4 个人收入环比小幅上涨

个人消费支出（环比折年率，%） 0.10 0.17 0.30 0.30 0.30 0.20 (0.0) (6.7) (12.9) 8.6 6.2 1.9 环比涨幅低于前值

零售销售额（环比折年率，%） 0.40 -0.30 0.30 0.20 0.30 0.26 (0.4) (8.2) (14.7) 18.3 8.4 1.2 0.56 受电子和家用电器店和加油站的拖累

投资

耐用品订单（环比，%） 0.20 -1.10 0.60 -2.00 2.44 (0.2) (0.2) (16.7) (18.3) 15.0 7.7 11.2 0.4 机械设备，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以及运输订单领涨

建造支出（环比，%） 1.3 0.5 (0.8) 0.6 (0.2) (0.2) 0.2 (0.3) (3.4) (1.7) (0.7) 0.13 建造投资由负转正

对外贸易

出口（同比，%） 0.1 (1.8) (1.4) 0.3 1.9 1.1 0.5 (10.8) (27.8) (32.0) (24.4) (20.1) 海外需求边际复苏

进口（同比，%） 0.0 (2.8) (4.7) (3.8) (3.0) (2.4) (4.5) (11.3) (22.3) (24.5) (19.9) (11.4) 内需拉动回升

贸易差额（十亿美元） (54.9) (52.5) (47.2) (43.1) (48.9) (45.3) (34.7) (42.3) (49.8) (54.8) (50.7) (63.5) 贸易差额扩大

通胀

CPI（同比，%） 1.7 1.7 1.8 2.1 2.3 2.5 2.3 1.5 0.3 0.1 0.6 1.0 1.3 二手车和卡车价格上涨成为CPI季调后上升最大因素

核心CPI（同比，%） 2.4 2.4 2.3 2.3 2.3 2.3 2.4 2.1 1.4 1.2 1.2 1.6 1.7 高于前值
核心PCE（同比，%） 1.8 1.7 1.7 1.6 1.6 1.6 1.9 1.7 0.9 1.0 1.1 1.3 高于前值

密歇根次年通胀预期（同比，%） 2.7 2.8 2.5 2.5 2.3 2.5 2.4 2.2 2.1 3.0 3.0 3.0 3.1 2.7 通胀预期回落

劳动力市场

非农就业新增人数（千人） 130.0 136.0 12.8 26.6 14.5 225.0 273 (701) (20500) 2509 4800 1763 1371 政府招聘、零售业、专业和商业服务业为主要提振

失业率（%） 3.7 3.5 3.6 3.5 3.5 3.6 3.5 4.4 14.7 13.3 11.1 10.2 8.4 失业率冲高回落

平均时薪（环比，%） 0.4 (0.0) 0.2 0.2 0.1 0.2 0.3 0.6 4.7 (1.1) (1.3) 0.2 0.4 高于前值

职位空缺数（千人） 7051 7024 7267 6800 6423 7012 7004 6011 4996 5371 5889 6618 零售业、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建筑业为主要提振

房地产市场

标普/CS房价指数（同比，%） 2.0 2.1 2.2 2.55 2.85 3.11 3.48 3.87 3.86 3.61 3.46 房价小幅下跌

成屋销售（折年数，万套） 549 538 546 535 554 546 576 527 433 391 470 586 600 东北部地区涨幅为主要提振

新屋开工（环比，%） 12.3 (9.4) 3.8 3.2 16.9 (3.6) (19.0) (26.4) (26.4) 11.1 17.5 22.6 (26.4) 新屋开工大幅回落

营建许可（环比，%） 7.7 (2.7) 5.0 1.4 (3.9) 9.2 (6.4) (5.7) (21.4) 14.1 3.5 17.9 (0.9) 营建许可由涨转跌

其他

ISM制造业PMI指数 49.1 47.8 48.3 48.1 47.2 50.9 50.1 49.1 41.5 43.1 52.6 54.2 56.0 制造业PMI上升

ISM非制造业PMI指数 56.4 52.6 54.7 53.9 55.0 55.5 57.3 52.5 41.8 45.4 57.1 58.1 56.9 非制造业PMI小幅回落

工业产能利用率（%） 77.9 77.4 76.7 77.3 77.0 76.8 76.9 73.6 64.2 64.8 68.5 70.6 71.4 产能利用率回升

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 89.8 92.0 95.5 96.8 99.2 99.1 101.0 95.9 71.8 72.3 78.1 72.5 74.1 78.9 消费者信心提升

美联储总资产（万亿美元） 38.00 39.10 40.70 41.00 42.10 41.99 42.06 53.03 67.03 71.46 71.31 69.97 70.39 美联储资产小幅回升

美国联邦基金基准利率 2.00-2.25 1.75-2.0 1.75-1.5 1.75-1.5 1.75-1.5 1.75-1.5 1.75-1.5 1.0-1.25 1.0-1.25 1.0-1.25 1.0-1.25 1.0-1.25 1.0-1.25 联邦基金利率维持低位

美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108.40 108.60 107.90 107.60 107.21 106.41 107.59 111.71 113.39 112.81 110.25 109.27 108.09 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小幅下降

其他发达经济体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简评

欧元区

GDP（环比折年率，%） 0.8 0.2 -13.6 -40.3 欧元区经济大幅萎缩

CPI（同比，%） 1.0 0.9 0.7 1.3 1.3 1.4 1.2 0.7 0.3 0.1 0.3 0.4 -0.2 进入通缩

核心CPI（同比，%） 0.9 1.0 1.1 1.3 1.3 1.1 1.2 1.0 0.9 0.9 0.8 1.2 0.4 核心通胀回落

出口（季调环比，%） 0.4 0.6 2.1 -2.8 0.9 -0.2 0.7 -8.0 -25.4 8.6 11.2 6.5 外部需求持续回落

进口（季调环比，%） (1.2) 1.5 -0.9 -0.5 -0.7 2.2 -2.8 -9.5 -13.6 3.0 5.7 4.2 内部需求小幅回落

贸易差额（十亿欧元） 20.3 18.3 24.5 19.2 22.2 19.1 25.4 26.0 0.9 8.6 17.1 20.3 贸易差额回升

Markit制造业PMI指数 47.0 45.7 45.9 46.6 46.3 47.8 49.2 44.5 33.4 39.4 47.4 51.8 51.7 53.7 制造业PMI扩张加速

Markit服务业PMI指数 53.4 51.6 51.8 51.5 52.8 52.2 52.6 26.4 12.0 30.5 48.3 54.7 50.1 47.6 服务业PMI进入收缩区间

德国经济景气指数 100.6 99.4 99.2 99.6 100.0 101.8 101.8 92.0 72.1 75.3 81.9 88.4 94.3 德国经济景气高于前值

工业生产指数（环比，%） 0.4 0.1 (0.5) 0.2 (2.1) 2.3 -0.1 -11.8 -18.0 12.3 9.1 4.1 工业生产指数回落

欧央行总资产（万亿欧元） 4.68 4.64 4.4 4.4 4.5 4.7 4.7 5.1 5.3 5.6 6.2 6.4 6.4 高位平稳

欧央行主要再融资利率 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维持利率不变

英国

GDP（环比折年率，%） 1.2 0.1 -8.5 -59.8 经济大幅萎缩

CPI（同比，%） 1.7 1.7 1.5 1.5 1.3 1.8 1.7 1.5 0.8 0.5 0.6 1.0 0.2 通胀小幅回落

英央行基准利率 0.75 0.75 0.75 0.75 0.75 0.75 0.75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疫情促使货币政策宽松

日本

GDP（环比折年率，%） 0.2 -6.3 -2.5 -27.8 日本经济大幅萎缩

CPI（同比，%） 0.3 0.2 0.2 0.5 0.8 0.7 0.4 0.4 0.1 0.1 0.1 0.3 0.2 通胀小幅回升

日央行总资产（万亿日元） 572.7 569.7 575.6 578.5 573.0 578.3 584.9 604.4 619.0 638.6 649.0 665.9 668.0 持续扩张

新兴市场GDP增速（同比，%）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简评

巴西 1.2 1.7 -0.3 经济增速下降

印度 4.6 4.1 3.1 经济增速回落

韩国 2.0 2.3 1.4 -3.0 经济明显下滑

印尼 5.0 5.0 3.0 -5.3 经济明显下滑

香港 -2.9 -2.9 -9.1 -9.0 GDP收缩区间

台湾 3.0 3.3 2.2 -0.6 经济增速转负

新兴市场CPI（同比，%）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简评

巴西 3.4 2.9 2.5 3.3 4.3 4.2 4.0 3.3 2.4 1.9 2.1 2.3 2.4 通胀小幅上升

俄罗斯 4.3 4.0 3.8 3.5 3.0 2.4 2.3 2.5 3.1 3.0 3.2 3.4 3.6 通胀小幅上升

印度 6.3 7.0 7.6 8.6 9.6 7.5 6.8 5.5 5.5 5.1 5.1 5.3 通胀小幅回升

韩国 0.0 -0.4 0.0 0.15 0.70 1.49 1.06 1.00 0.08 -0.32 -0.01 0.29 0.66 通胀小幅回升

印尼 3.5 3.4 3.1 3.0 2.7 2.7 3.0 3.0 2.7 2.2 2.0 1.5 1.3 通胀小幅下行

沙特阿拉伯 -1.0 -0.8 -0.3 0.0 0.2 0.4 1.2 1.5 1.3 1.1 0.5 6.1 通胀大幅上行

香港 3.5 3.2 3.1 3.0 2.9 1.4 2.2 2.3 1.9 1.5 0.7 -2.3 -0.4 通缩区间内收窄

台湾 0.4 0.4 0.4 0.6 1.1 1.9 -0.2 0.0 -1.0 -1.2 -0.8 -0.5 -0.3 通缩程度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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