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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疫情將拖累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動能，且比 SARS時期的下行力道更重，不利短線原油需

求。此外，餐旅、房地產等產業衝擊最鉅，且反映在零售銷售面最為明顯。 

 
今年初，俗稱武漢肺炎的 2019 新型冠狀病毒（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疫情爆發，將

拖累大陸經濟成長動能，而當前新興市場經濟成長率和大陸經濟表現息息相關，在受疫情拖累

的情況下，短線原油需求受到抑制。 

 
根據 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流行期的歷史資料顯示，此類疫情對於第三產業衝

擊最大，其中又以餐飲、旅遊，甚至房地產相關產業影響最鉅，且反映在零售銷售面最為明

顯。 

 
梁國源說，不巧的是，大陸消費動能在去年底原有落底回溫跡象，今年第 1季春節假期適逢旅

遊旺季，零售銷售本應有較佳的表現，卻遭遇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衝擊，導致消費動能復甦的火

苗受挫。 

 
其次，當前大陸第三產業產值占 GDP比重較 2003年大幅提高。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

示，2019年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占比已達 53.9%，較 2003年的 41.2%大幅增長。 

 
因此，梁國源分析，即便當前各界尚不能預估武漢肺炎持續的時間和影響的範圍，但可知道的

是在相同影響程度下，武漢肺炎對當前大陸經濟下行拉力將較 2003年更為巨大。 

 
第三，當前大陸經濟規模高於 2003年，對新興市場經濟的影響更為巨大。2003年大陸全年

GDP總值僅為 13.85兆人民幣，而 2019年最新資料為 99.08兆人民幣，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

體，使當前大陸經濟遭到衝擊後，對新興市場經濟及國際原油需求的影響皆遠高於 2003年，甚

至也會拖累全球經濟成長表現。 

 
此外，新興市場原油需求增長，是當前全球原油需求成長的主要來源，而在大陸經濟拖累新興

市場表現下，短線需求面度油價難以有明顯的支撐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