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甦機遇   勢在亞洲 

亞洲率先復甦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導致不少地區的經濟活動在今年上半年停頓。疫情持續下，全球各地的經濟復甦步伐各異。
在最先受到疫情衝擊的亞洲，北亞地區在應對疫情方面表現理想。從數據可見亞洲今年的經濟表現料遠優於其
他地區。 

亞洲日本除外是今年唯一有望實現正成長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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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彭博,截至 2020 年 8 月。所載任何預測、預計或目標僅供說明用途,且並

非任何形式的保證。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概不就未能達成任何預測、 預計或目標承

擔責任。僅供參考。 

        中國經濟表現領先 

中國是最早出現疫情的地區之一，但很可能是首批擺脫危機的國家。中國大陸製造業再度擴張，反映供應鏈逐
漸回復。雖然外需復甦需要時間，但數據顯示，較受疫情打擊的消費在近月已見改善，而個別領域如汽車銷售
更顯著反彈。 

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重上盛衰分界之上 內地汽車銷售反彈 

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乘用車零售銷售(% ,按年) 

財新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資料來源:彭博,截至 2020 年 7 月。 資料來源:彭博,截至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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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代替線下  數位經濟來臨  

產業升級引領新經濟時代  

 

 
醫療開支勢必大增  

 

中國線上經濟佔整體經濟比重日增  

資料來源:高盛研究,截至 2020 年 6月。 

所載任何預測、預計或目標僅供說明用途,且並非

任何形式的保證。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概不就未能

達成任何預測、預計或目標承擔責任。 僅供參

考。 

網上成交總額 

(10 億元人民幣,左軸) 
滲透率(右軸) 

中國零售銷售總額 
(10 億元人民幣,左軸) 

 

 

 
亞洲5G技術領導全球  

亞洲   

歐洲和北美  

亞洲醫療開支有望急起直追 

(醫療開支佔 GDP%,2017 年) 

資料來源:世界衛生組織,截至 2020 年 6 月。世衛以 190 個國家的綜合和可比較醫療支出數據,每年更新並於 12 月發表,數據滯後兩年。 

所載任何預測、預計或目標僅供說明用途 ,且並非任何形式的保證。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概不就未能達成任何預測、預計或目標承擔責任。僅供參考。 

 

預期5G手機數量增速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資料來源:ICD、野村研究,截至 2020 年 3 月。所載
任何預測、預計或目標僅供說明用途,且並非任何形
式的保證。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概不就未能達成任何
預測、預計或目標承擔責任。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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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各國限制社交距離，在家工作漸成新常態，加快推進各類線上經濟活動發展。數位經濟興起正在改
寫傳統的經濟模式，這種趨勢在中國等亞洲地區尤為明顯。中國消費者已跳過傳統支付媒介，直接進入電子支
付及網購時代。 

在疫情爆發後，世界各地均意識到提升醫療系統及疫苗開發的重要性，從而為未來做好準備。與成熟經濟體相
比，亞洲各國的醫療開支佔經濟比重仍然較低，疫苗接種率亦不足。隨著人口老化、人均收入上升及對健康生
活的追求，亞洲的醫療開支將有望加速成長。 

在後疫情時代，消費者傾向留在家中，帶動網上數據用量急增。5G 技術上市，正好能滿足網路連線的需求， 
對物聯網 、 人工智能 、 電動車等領域發展也有重大影響。中國大陸 、 台灣及南韓在 5G 技術及供應鏈上， 均

處於領導地位。 



 

 

 
亞洲資產締造較佳投資價值  

 
       亞股股息吸引人   估值遠低於全球成熟市場  

 

 
亞洲債券收益率高   違約風險偏低  

市
盈
率
  

資料來源:彭博、MSCI;截至 2020 年 8 月。 

亞洲股票估值顯著低於成熟市場  

亞太(日本除外) 成熟市場  

$ 

 

股息收益佔股市回報比例高  

價格回報 股息回報 

$ 

    澳 洲  亞 太  亞 洲   美 國   歐 洲  日 本  
                                        (日本除外) (日本除外) 

資料來源:彭博、MSCI;數據取自 199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地區數據
由 MSCI 相應指數代表。投資涉及風險。過往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可靠指標。 

 

 

2020 年初至今  2020 年預測  

亞洲高收益債券違約風險偏低 

資料來源:摩根大通,截至 2020 年 7 月。所載任何預測、預計或目標僅供說明用
途,且並非任何形式的保證。滙豐環球投資管理概不就未能達成任何預測、
預計或目標承擔責任。僅供參考。 

10 年平均  現在  

亞洲債券收益率較歐美吸引 

資料來源:彭博,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投資涉及風險。過往表現並非未來
表現的可靠指標。 

亞洲經濟復甦步伐領先全球，新經濟產業在區內發展迅速，連帶股票和債券的潛在投資價值也優

於全球其他地區。  

亞洲股票過往一直提供穩定的股息回報潛力。由 2000 年至今年 7 月底，單靠股息帶動，亞太  (  日本
除外)股市便成長了 174%。隨著亞洲企業更嚴謹地控制資本開支和強化資產負債表，整體企業負債水

平保持健康，亦有利延續配息政策 ;而且區內股票的估值，亦較成熟市場為低。  

 

亞洲與成熟市場處於不同的信貸週期，利差走勢跟其他地區的相關性低，有助分散全球投資組合的風險和收益
來源。此外，不論亞洲投資級別或高收益債券，均提供較成熟市場吸引人的配息率。亞洲債券的違約風險亦低

於美國和整體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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