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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08年10月份

 1日 △澳洲央行（RBA）調降現金利率目標0.25個百分點至0.75%，主因全球經濟下行風

險猶存，國內消費展望不確定性仍高，且通膨持續低迷，並表示預期低利率將持

續一段期間，以達成充分就業與通膨目標。

 4日 △印度央行因國內經濟成長持續放緩，宣布將附買回利率調降0.25個百分點至

5.15%，並表示將維持目前的寬鬆政策立場，以提振內需及激勵經濟成長。

 10日 △世界銀行發布「東亞暨太平洋地區經濟展望更新」（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指出，本區開發中經濟體因外需疲弱及全球貿易政策不確定性

升高，致出口、企業信心及投資皆下滑，因此將2019年及2020年經濟成長率預測

值分別下修0.2及0.3個百分點至5.8%及5.7%。

 11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為確保準備金供給維持充裕，決議自2019年

10月15日起開始購買國庫券，初步規劃每月購買約600億美元，期間至少至2020

年第2季；並將進行定期及隔夜附買回操作至少至2020年1月，以減輕貨幣市場壓

力。

 14日 △新加坡2019年第3季GDP年增率初估值為0.1%，與第2季持平；GDP與上季比換算

年率初估值則為0.6%，較第2季之-2.7%大幅回升，主因製造、營建及服務業衰退

幅度均減緩。

  △新加坡貨幣管理局（MAS）雖預期2020年經濟成長略回升，惟產出將續低於潛在

水準，致通膨壓力溫和，且核心通膨將續低於歷史平均，因此決議微幅放寬貨幣

政策，即微幅調降新加坡元名目有效匯率（S$NEER）政策區間之斜率（即降低

升值幅度），至於區間之寬度與中線則維持不變。

 15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報告

指出，因貿易壁壘升高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溫，全球經濟呈同步放緩，因此將

2019年及2020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分別下修至3.0%及3.4%。

 16日 △南韓央行為因應全球經濟成長減緩導致出口萎縮及通膨持續疲弱，將基準利率下

調0.25個百分點至1.25%，同2016年6月之史上最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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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 △中國大陸2019年第3季GDP年增率為6.0%，低於第2季之6.2%，係1992年開始實施

國民經濟會計制度（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以來最低，主要因投資及

淨輸出下滑所致。

 22日 △IMF發布「亞太地區經濟展望報告」（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Asia and 

Pacific）表示，亞太地區經濟體受持續之全球政策不確定性、扭曲之貿易措施，

以及主要貿易夥伴經濟成長放緩等不利因素影響，因此將其2019年及2020年經濟

成長率預測值分別下修0.4及0.3個百分點至5.0%及5.1%，創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以來最低成長，惟仍是成長速度最快的地區。

 24日 △南韓2019年第3季GDP年增率初估值為2.0%，與第2季持平，其中投資對成長之貢

獻增加，惟消費及淨輸出之貢獻減少。

  △印尼央行為保護國內經濟免於全球經濟減緩之衝擊，宣布調降7天期附賣回利率

0.25個百分點至5.00%。

  △歐洲央行（ECB）貨幣政策會議決議維持政策利率不變，且預期將維持利率在目

前或更低水準直至通膨展望穩健接近但低於2%；2019年11月重啟之資產購買計畫

將持續至開始升息前才終止，到期債券本金之再投資則將持續進行至開始升息後

一段時間。

 28日 △歐盟同意英國脫歐期限由原定之2019年10月31日延至2020年1月31日。

 30日 △美國2019年第3季GDP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為1.9%，略低於第2季

之2.0%，民間消費及政府消費為成長主要動力；民間投資負貢獻幅度較第2季縮

小；另輸出回升，致淨輸出之負貢獻亦縮小。

  △美國FOMC鑑於國際情勢發展對經濟前景之影響，及通膨壓力低緩，決議將聯邦

資金利率目標區間調降0.25個百分點至1.50%~1.75%。

 31日 △歐元區2019年第3季GDP年增率初估為1.1%，低於第2季之1.2%；經季節調整後

GDP季增率為0.2%，與第2季持平。

  △英國立法通過，將於2019年12月12日提前舉行國會大選。

  △香港金融管理局伴隨美國降息，將基本利率調降0.25個百分點至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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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 △泰國央行為提振經濟成長及抑制泰銖升值，將1天期附買回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

至1.25%之歷史低點。

 14日 △日本2019年第3季GDP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為0.2%，低於預期，且

為1年來最低，主要受到美中貿易戰及全球需求疲軟打擊出口，加上民間消費亦

降溫之影響。

  △歐元區2019年第3季GDP年增率修正值為1.2%，高於初估值之1.1%，與第2季持

平；經季節調整後GDP季增率為0.2%，與第2季持平。

 21日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布「OECD經濟展望報告」（OECD Economic 

Outlook）指出，全球經濟展望仍疲弱，有更多跡象顯示經濟下行趨勢不易反轉，

預測2019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2.9%，與9月預測值相同，2020年成長率下調0.1個

百分點至2.9%，2021年成長率略升至3.0%，惟仍處於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增

速區間。

  △新加坡2019年第3季GDP年增率為0.5%，較初估值0.1%上修0.4個百分點，且高於

第2季之0.2%，主因生醫製造業及航太運輸工程業穩健擴張，製造業表現優於預

期；2019年GDP年增率預測區間由原預估之0.0%~1.0%調整為0.5%~1.0%，2020年

則為0.5%~2.5%。

 27日 △美國2019年第3季GDP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1.9%上修至2.1%，主

要係因存貨、非住宅固定投資以及民間消費較初估值增加。

民國108年12月份

 5日 △歐元區2019年第3季GDP年增率為1.2%，與第2季持平；季增率為0.2%，亦與第2

季持平，其中家庭支出貢獻0.3個百分點，固定資本形成0.1個百分點，淨輸出與

存貨變動則均為負貢獻0.1個百分點。

 6日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及俄羅斯決議自2020年初起每日擴大減產50萬桶至170

萬桶，減產期間仍至2020年3月底未變。

 9日 △日本2019年第3季GDP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0.2%上修至1.8%，主

要因企業設備投資大幅上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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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 △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發布「亞洲發展展望補充報告」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Supplement）指出，開發中亞洲面臨全球經貿活動減

緩、美中貿易戰、全球電子業不景氣等逆風因素，2019年及2020年經濟成長率預

測值分別自2019年9月預測之5.4%及5.5%，下修至5.2%及5.2%。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 O M C）決議維持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於

1.50%~1.75%不變，惟聲明稿刪除「經濟前景不確定性持續」措詞，且2020年聯

邦資金利率目標之中位數預測值為1.625%，暗示2020年利率可能維持不變。

 12日 △英國國會改選結果，由保守黨取得下議院逾半數席次（365席）。

  △歐洲央行（ECB）貨幣政策會議維持政策利率不變。新任總裁Christine Lagarde表

示，將於2020年1月開始檢視貨幣政策架構，納入氣候變遷、科技進步及不均加

劇等多項因素進行整體考量，預計於2020年底前完成檢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