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 108 年，美、中等國貿易爭端衝擊全球供應鏈，進而影響全球景氣，不

利台灣出口，惟國內民間消費、民間投資皆穩健成長，經濟成長率逐季上升，至

第 4季為 3.31%，創近 6季來新高；全年經濟成長率則為 2.71%，略低於上（107）

年之 2.75%。物價方面，因菸稅調高效應消退，加以原油等進口農工原料價格下

跌，及通訊費率調降，消費者物價年增率由上年之 1.35%降為 0.56%，不含蔬果及

能源之核心消費者物價年增率亦由上年之 1.21%降為 0.49%。

鑑於國際經貿存在不確定性，在國內通膨率低且穩定及通膨展望溫和，且利

率水準相較主要經濟體尚屬居中之下，108年本行政策利率維持不變，貨幣信用適

度寬鬆，整體經濟金融情勢穩健發展。年內本行透過公開市場操作，彈性調節金

融市場資金，全年平均銀行放款與投資年增率為 4.71%，M2年增率則為 3.46%，

均高於經濟成長率之 2.71%，資金足以支應經濟活動所需。另自 109年起，M2年

成長目標區調整為M2成長參考區間，並維持 2.5%~6.5%，未來不再逐年設定，惟

M2扮演制約通膨預期的角色並未改變。若M2成長率持續偏離上述區間或發生結

構性改變，本行將進行檢討，適時調整。

近來，溝通政策已成為主要央行重要的政策工具，良好的溝通有助於增進外

界對央行貨幣政策的暸解、信任，從而強化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緣此，本行亦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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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加強與外界的溝通。年初，本行成立央行官方臉書，透過臉書社群平台擴大接

觸對象，除進行即時且有效的政策宣導，並以生動活潑的臉書貼文推廣金融教育；

同時持續於官網、券幣數位博物館、手機 App 等置放影片，利用行政院多媒體電

子看板及無線電視台公益時段播放短片等方式，向全民宣導「新臺幣防偽辨識」

及「愛惜新臺幣」等主題之知識與觀念。

外匯管理方面，108 年外匯市場供給大於需求，本行進行雙向調節，維持

新台幣匯率動態穩定，全年淨買匯 55 億美元；年底本行持有外匯存底 4,781 億美

元，較上年底增加 163億美元，主要係反映外匯資產之投資運用收益。另年內持續

核准銀行分行為外匯指定銀行，並適時檢討辦理外匯業務相關規範，以提升外匯指

定銀行之競爭力與服務品質。

此外，本行不斷完善金融基礎設施，以促進普惠金融之發展。為提供民眾更便

捷多元之繳納國庫款管道，並配合政府推廣行動支付政策，年內本行洽請財金公司

新增「行動支付」及「國庫款項費用導入QRCode共通支付」繳納國庫款方式，提

供繳款人透過台灣行動支付 App 或行動銀行 App 繳納國庫款。另鑑於金融科技方

興未艾，本行重新調整「數位金融研究小組」架構，下設「央行數位貨幣（CBDC）

研究計畫專案小組」，負責CBDC、區塊鏈（blockchain）與電子支付等業務研究，

以及「金融科技工作小組」，負責人工智慧、大數據及監理科技（SupTech）等相

關業務研究，積極研議應用金融科技於本行業務的可行性或進行概念驗證。

展望未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主要經濟體貿易談判未果、極端氣候及

地緣政治風險等諸多不確定因素，均可能加劇國際金融市場波動，並影響全球經濟

成長。本行將持續密切關注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之變化，本於職責，維護外匯市場

秩序，維持新台幣匯率動態穩定，並彈性調整貨幣、信用與外匯政策，以資因應。

茲循例編定 108 年本行年報，就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及本行業務概況，予以

敘述分析，供各界參閱。疏漏之處，尚祈惠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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