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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10年4月份

 1日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與其盟國決議本（2021）年5~7月將逐月縮小原油減產

規模（亦即逐月小幅增產）。

 6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World Economic Outlook）表

示，近期主要經濟體續推財政激勵方案且加速接種COVID-19疫苗，全球經濟顯著

改善，預測本年全球經濟成長6.0%，惟各國間及部門間復甦進程明顯分歧，前景

仍取決於疫情及疫苗的發展。

 14日 △新加坡本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初估值為0.2%，高於上（2020）年第4季之-2.4%，主

因營建業及服務業萎縮幅度縮小；GDP季增率初估值為2.0%，低於上年第4季之

3.8%，主因營建活動再度受到工地防疫措施限制。

 16日 △中國大陸本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為18.3%，大幅高於上年第4季之6.5%，主因元旦

及春節需求暢旺，加以政府密集推出激勵消費措施及基期較低，消費對經濟成長

之貢獻大幅增加；投資及淨輸出之貢獻亦增加。

 22日 △歐洲央行（ECB）維持主要再融通操作利率、邊際放款利率與隔夜存款利率分別

於0.00%、0.25%及-0.50%不變，每月200億歐元資產購買計畫（APP）與總規模

1.85兆歐元之因應疫情緊急購買計畫（PEPP）亦維持不變；並重申基於對金融情

勢及通膨展望的綜合評估，將在本季加快PEPP購債步調。

 27日 △南韓本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為1.8%，高於上年第4季之-1.2%，主因企業投資、出口

加速成長，以及民間消費反彈回升。

 28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發布「亞洲展望報告」（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表

示，在全球經濟穩定復甦及疫苗施打具進展之支持下，預測亞洲開發中經濟體本

年經濟成長率將自上年之-0.2%強勁反彈至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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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5%不變，且將持續現行每月至少1,200億美元之購債步調，直至充分就

業與物價穩定目標之達成具顯著進展；主席Powell表示，美國經濟要取得實質進

展仍需要一段時間，現在不是討論降低購債速度或升息之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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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 △美國本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為6.4%，高於上年第4季的

4.3%，主要受民間消費支出大幅成長所帶動，政府支出亦明顯增加；民間投資雖

下滑，惟主要係企業消化庫存所致，固定投資方面則為正成長。

 30日 △歐元區本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初估值為-1.8%，高於上年第4季之-4.9%，成員國持

續防疫管制措施影響經濟復甦進程，主要成員國德國及義大利GDP持續萎縮，法

國則因國內需求與投資升溫，GDP由上年第4季之萎縮4.8%轉為成長1.5%。

民國110年5月份

 11日 △聯合國（UN）發布「2021年全球經濟情勢與展望期中報告（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as of mid-2021）」指出，在部分大型經濟體迅速施打

COVID-19疫苗下，全球經濟展望轉佳，今、明（2022）兩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分

別為5.4%及4.1%，惟各國疫苗施打率差異甚大，將造成各國經濟復甦情形不一。

 18日 △日本本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為-5.1%，係連續兩季成長

後再陷入衰退，主因疫情復熾，餐飲及住宿等活動停滯，重創民間消費。

 25日 △新加坡本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由初估值0 .2%上修至1 .3%，優於上年第4季

之-2.4%，主因服務業衰退幅度明顯縮小。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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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COVID-19疫苗部署範圍擴大，全球經濟前景顯著好轉，今、

明兩年成長率預測值分別為5.8%及4.4%。各經濟體復甦表現不一，疫情演變及疫

苗之部署速度仍為影響未來前景之不確定因素。

民國110年6月份

 1日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與盟國為因應全球原油需求續增，維持本年5~7月縮小

減產規模（即小幅增產）計畫不變。

 8日 △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布「全球經濟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報

告指出，本年全球經濟將因主要經濟體經濟大幅反彈而重拾成長動能，並將迎接

80年來最強勁之衰退後復甦，且復甦態勢將延續至明年，今、明兩年全球經濟成

長率預測值分別為5.6%及4.3%。

  △歐元區本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由-1.8%上修至-1.3%，家計單位最終消費支出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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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固定資本形成及淨出口對經濟成長率為正貢獻。主要成員國方面，德國第1

季經濟成長率為-3.1%，法國為1.2%。

  △日本本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5.1%上修至-3.9%，主因

企業設備投資、存貨變動、政府消費及公共投資均優於初估值。

 9日 △南韓本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由1.8%略上修至1.9%，主因輸出及民間消費復甦優於

預期。

 10日 △歐洲央行（ECB）決議維持主要再融通操作利率、邊際放款利率與隔夜存款利率

分別於0.00%、0.25%及-0.50%不變，每月200億歐元資產購買計畫（APP）及總規

模1.85兆歐元之因應疫情緊急購買計畫（PEPP）亦維持不變，預計未來幾季PEPP

的淨購債速度將較本年前幾個月顯著提高。總裁Lagarde表示，近月通膨加速上揚

主要反映能源價格上漲及低基期效應等暫時性因素。由於存在閒置產能，整體物

價上漲動能仍屬疲弱，討論終止PEPP的時機尚未成熟。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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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5%不變，且將持續現行每月至少1,200億美元之購債步調，直至充分就

業與物價穩定目標之達成具顯著進展。主席Powell表示，預期經濟活動重啟，將

帶來需求大幅反彈，就業市場招聘困難情況恐將延續，進而增加通膨現象持續更

久之可能性，惟當暫時性因素消退，長期通膨仍將回落；目前仍非討論縮減購債

時機，惟未來會議將持續進行相關評估。

 18日 △日本央行（BoJ）決議維持短期政策利率（銀行存放央行之新增超額準備金利

率）於-0.10%，及長期利率目標（10年期公債殖利率）於0%左右不變，亦將持

續執行購債計畫。另為充分支援受COVID-19疫情影響之中小企業所需的營運資

金，將新型企業金融支援特別操作期限由本年9月底再延長半年至明年3月底。



116 ∣中央銀行季刊　第43卷第2期　民國11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