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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08年7月份

 2日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及其減產盟國鑑於全球油市潛在不確定性相當大，決

議延長減產協議至明（2020）年3月底。

  △澳洲央行調降現金利率目標0.25個百分點至1.00%，連續2個月調降政策利率，主

要仍係為減緩全球貿易緊張及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放緩帶來之衝擊。

 12日 △新加坡本（2019）年第2季GDP年增率初估值僅0.1%，大幅低於第1季之1.1%，主

因製造業大幅衰退；GDP與上季比換算年率初估值為-3.4%，亦大幅低於第1季之

3.8%，主因製造業仍持續衰退，且營建業與服務業由成長轉為衰退。

 16日 △中國大陸本年第2季GDP年增率為6.2%，低於第1季之6.4%，係27年來最低，主要

因消費及淨輸出成長下滑所致，惟仍位於政府設定的6.0%~6.5%之全年成長目標

區間內。

 18日 △南韓央行為因應美中貿易爭端致全球經濟成長減緩，及日本加強對出口至南韓之

半導體製造關鍵原料管制之衝擊，將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至1.50%，係2016

年來首度降息。

  △印尼央行為提振經濟成長，將7天期附賣回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至5.75%，為近2

年來首度降息。

  △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發布「亞洲發展展望補充報告」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Supplement）指出，在美中貿易衝突持續下，開發中

亞洲之經濟成長雖將放緩，惟仍維持穩健，今、明兩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分別維

持5.7%及5.6%不變。

 23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告」（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指出，美中貿易衝突持續升高，美國對中國大陸科技企業之禁令已威脅

全球科技供應鏈，加以英國脫歐相關不確定性猶存，及地緣政治緊張情勢升溫影

響能源價格等，致全球經濟仍持續疲軟，下修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0.1個百

分點至3.2%。

 25日 △歐洲央行（ECB）貨幣政策會議決議維持政策利率不變，且預計將維持利率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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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或更低的水準至少至明年上半年，到期債券本金之再投資將持續進行至首次升

息後更長的時間；並責成委員會檢視各種可用之政策工具，包括如何加強利率前

瞻性指引，設計準備金利率分層制度及潛在的新資產購買計畫。

  △南韓本年第2季GDP年增率為2.1%，主要係由政府支出增加帶動；輸出雖恢復成

長，惟動能仍疲弱，企業設備投資及營建投資則持續萎縮。

 26日 △美國本年第2季GDP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為2.1%，低於第1季之

3.1%，主要係民間投資及輸出均轉呈衰退，抵銷民間消費及政府消費之強勁成長

所致。此次同時公布年度之國民所得與生產統計（NIPA）修正，修正期間自2014

年第1季起迄今，各季成長率略有調整。

 31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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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5%，並

自8月起停止縮減資產負債表，較原先預定時程提早2個月。

  △歐元區本年第2季GDP年增率初估為1.1%，低於第1季之1.2%；經季節調整後GDP

季增率為0.2%，低於第1季之0.4%，主因西班牙與法國成長趨緩，義大利則降為

零成長。

民國108年8月份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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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5日 △美國財政部依據「1 9 8 8年綜合貿易暨競爭力法」（O m n i b u s  Tr a d e  a n 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認定中國大陸為匯率操縱國。

 7日 △紐西蘭央行為避免因全球經濟成長持續減弱影響國內經濟成長，不利實現就業與

通膨目標，宣布調降官方現金利率0.5個百分點至1.00%。

  △泰國央行為因應通膨前景低迷、經濟成長展望不佳，宣布調降1天期附買回利率

0.25個百分點至1.50%。

  △印度央行因國內經濟活動持續疲軟，民間消費及投資仍低迷，加以全球經濟趨緩

及貿易緊張加劇構成下行風險，宣布將附買回利率調降0.35個百分點至5.40%。

 8日 △菲律賓央行鑑於國內經濟成長及通膨降溫，宣布調降隔夜附賣回利率0.25個百分

點至4.25%。

 9日 △日本第2季GDP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為1.8%，低與第1季之2.8%，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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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民間消費在10天連假激勵下強勁成長，企業設備投資及公共投資表現亦佳，惟

輸出受美中貿易衝突加劇之不利影響已連續兩季負成長。

 13日 △新加坡第2季GDP年增率為0.1%，與初估值相同，GDP與上季比換算年率則上修

0.1個百分點至-3.3%，惟製造業、營建業及服務業均呈衰退；全年GDP成長率預

測區間由原預估之1.5%~2.5%大幅下調為0.0%~1.0%。

 17日 △為降低企業的貸款利率，中國人民銀行宣布改革放款市場報價利率（Loan Prime 

Rate, LPR）形成機制，並自8月20日開始實施，要求銀行放款利率應以LPR作為

定價基準，而LPR不再參考官定的放款基準利率，而是按照1年期中期借貸便利

（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 MLF）利率加上若干基點的方式。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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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

 29日 △美國本年第2季GDP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2.1%略下修至2.0%，主

要係因民間投資及輸出較初估值減少。

民國108年9月份

 3日 △南韓本年第2季GDP成長率由2.1%略下修至2.0%，主要係因輸出從原先初估成長

1.5%下調至成長1.2%。

 6日 △歐元區第2季GDP年增率終值1.2%，低於第1季之1.3%，季增率為0.2%，低於第1

季之0.4%。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9月16日起全面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率0.5個百分點；另

額外對僅在省級行政區域內經營的城市商業銀行定向下調存款準備率1個百分點

（分別於10月15日及11月15日各下調0.5個百分點），以引導銀行加大對實體經濟

的支援。

 9日 △日本本年第2季GDP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1.8%下修至1.3%，主要

係因企業設備投資從原先初估成長1.5%大幅下修至成長0.2%。

 12日 △歐洲央行（ECB）貨幣政策會議調降存款（deposit facility）利率0.10個百分點

至-0.50%，維持主要再融通操作（main refinancing operations）利率與邊際放款

（marginal lending facility）利率於0.00%及0.25%不變，且決議自11月1日起重啟資

產購買計畫，每月購債額度為200億歐元；另自10月30日起導入兩層準備金給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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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銀行的部分超額準備金將免除適用負存款利率。

 13日 △越南央行調降再融通利率0.25個百分點至6.00%，以支持經濟成長。

 18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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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00%。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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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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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挪威央行鑑於經濟成長穩健且通膨略升，調高政策利率0.25個百分點至1.50%。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布「OECD期中經濟展望報告」（OECD Interim 

Economic Outlook）指出，因美中貿易衝突惡化，傷害信心與投資，且使政策不

確定性升高及影響金融市場的風險情緒，加以地緣政治緊張情勢升溫及沙烏地阿

拉伯原油供給中斷致油價攀升等，今、明兩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分別下修至

2.9%、3.0%。

 25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發布「亞洲展望更新報告」（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Update）指出，全球貿易及投資成長趨緩，且諸多經濟體經濟成長放緩，致開發

中亞洲經濟體前景偏黯淡且風險增溫，今、明兩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分別下修至

5.4%及5.5%。

 26日 △菲律賓央行鑑於國內經濟放緩與通膨溫和，宣布調降隔夜附賣回利率0.25個百分

點至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