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 109年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重創全球經貿活動，

國內外需求疲弱，第 2季台灣經濟成長率降至 0.35%，係 105年第 2季以來新低。

嗣因全球放寬防疫封鎖措施，重啟經貿活動，加以政府推出消費振興措施，經濟

成長率逐季回升，至第 4季為 5.09%，創 100年第 2季以來新高；全年經濟成長率

則為 3.11%，亦高於前兩年。物價方面，受肺炎疫情衝擊，原油等原物料需求下

滑，能源價格大跌，加上旅遊、住宿等娛樂服務降價促銷，消費者物價年增率降

為-0.23%，係 105 年以來新低；不含蔬果及能源之核心消費者物價年增率亦降至

0.35%，創近 11年新低。

為降低肺炎疫情對經濟及就業之衝擊，109年 3月本行調降政策利率 1碼，並

推出 2,000億元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9月調高至 3,000億元。12月本行調整不

動產貸款針對性審慎措施，期落實政府「健全房地產市場方案」之「信用資源有

效配置及合理運用」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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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M2年增率則為 5.84%，均高於經濟成

長率之 3.11%；資金充裕，足以支應經濟活動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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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管理方面，109年因主要國家央行持續寬鬆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及廠商資

金大量匯回，國內匯市波動加劇，本行適時進場調節供需，維持新台幣匯率動態

穩定，全年淨買匯 391億美元。年底本行持有外匯存底 5,299億美元，較上年底增

加 518億美元，主要來自投資運用收益及因應資金大量流入之調節。

本行依據國際準則監管國內主要支付清算系統，以確保整體支付系統健全運

作，維持金融體系穩定。年內因應純網路銀行開業，本行請財金公司督促純網路

銀行於「跨行業務結算擔保專戶」留存充足跨行清算資金，並即時監控專戶之流

動性，以確保整體跨行業務清算作業順暢運作；因應肺炎疫情，建立防疫作業機

制，確保支付系統營運不中斷。另因應數位經濟發展，本行督促財金公司持續完

備行動支付基礎設施，建置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台，同時精進資訊安全管理機

制，符合國際資安標準，以確保行動支付系統之安全運作。此外，本行與學術單

位協作，6月完成「批發型央行數位貨幣（CBDC）可行性技術研究」，9月啟動

通用型 CBDC 試驗，期程預定 2年，並視實際試驗情形及國際發展趨勢，進行滾

動檢討。

展望未來，全球肺炎疫情發展、主要經濟體經貿政策走向等不確定性仍高，

均可能影響全球經濟發展與金融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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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與信用政策，以資因應。

茲循例編定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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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