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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11年1月份

 3日 △新加坡公布2021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初估值為5.9%，低於第3季之7.1%，主因營建

業成長幅度大幅縮小；全年成長率初估值為7.2%，自2020年之-5.4%大幅反彈，主

因製造、營建及服務業均呈復甦。

 11日 △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布「全球經濟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報

告指出，在新冠肺炎（COVID-19）變種病毒擴散，財政激勵措施規模縮減及供應

鏈瓶頸持續等因素影響下，預測2022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4.1%。

 13日 △聯合國（UN）發布「全球經濟情勢與展望」（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報告指出，受新一波疫情影響，2022年全球經濟成長放緩，並面臨疫

苗取得受限、通膨壓力升高、貨幣情勢緊縮快於預期等風險，預測2022年全球經

濟成長率為4.0%。 

 14日 △南韓央行將基準利率自1.00%調升0.25個百分點至1.25%，以抑制通膨及金融風

險。

 17日 △中國大陸2021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為4.0%，低於第3季之4.9%，主因消費、投資

及淨輸出之貢獻降低；全年因出口需求攀升，成長率由2020年之2.3%大幅升至

8.1%，優於政府設定之6%以上目標。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下調1年期中期借貸便利（MLF）及7天期逆回購利率各10個基

點至2.85%及2.1%，以充裕市場流動性並緩解經濟下行壓力。

 20日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1年期及5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各下調10及5個基點至

3.7%及4.6%，以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

 21日 △中國人民銀行持續寬鬆貨幣政策，宣布下調隔夜、7天及1個月期常備借貸

（SLF）利率各10個基點至2.95%、3.10%及3.45%，並回溯自1月17日起。

 25日 △新加坡貨幣管理局（MAS）發布非例行之貨幣政策聲明，將新加坡元名目有效匯

率（S$NEER）政策區間之斜率略調升（即引導新加坡元略升值），區間寬度及

中線則維持不變，主因通膨風險偏向上行，2022年整體通膨率及核心通膨率預期

將分別升至2.5%~3.5%及2%~3%。此係繼2021年10月緊縮後再度小幅收緊貨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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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南韓2021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初估值為4.1%，略高於第3季之4.0%，主要係民間消

費及政府消費加速成長；全年成長率初估值為4.0%，大幅高於2020年之-0.9%，且

係2010年以來新高，主因企業設備投資及政府消費持續成長，且民間消費及輸出

成長轉正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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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COVID-19變種病毒造成疫情蔓延，多國再次限制人員流動及

重啟邊境管制措施，且通膨現象廣泛擴散，加以中國大陸房地產景氣降溫及民間

消費復甦較預期緩慢等因素，均影響全球成長前景，預測2022年全球經濟成長率

將由2021年之5.9%降至4.4%。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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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鑑於通膨率遠高於2%，以及就業成長強勁，預期很快將調

升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另將持續縮減每月購債金額，使購債措施於2022年3

月初終止，並發布「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原則」表示，將在啟動升息進程後，開

始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主要方式為調整持有債券之到期再投資金額。

 27日 △美國2021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第3季之2.3%升至

6.9%，主因企業存貨大幅增加、民間消費動能轉強，以及輸出由衰退轉為成長；

全年成長率由2020年之-3.4%升至5.7%，為1984年以來最強勁成長，其中民間消費

與民間投資均大幅反彈。

 31日 △歐元區2021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初估值為4.6%，高於第3季之3.9%；主要成員國

方面，德國因供應鏈瓶頸持續抑制生產活動，經濟成長率由第3季之2.9%降至

1.4%，法國因民間消費支出強勁，經濟成長率由第3季之3.5%升至5.4%。歐元區

2021年成長率由2020年之-6.4%升至5.2%。

民國111年2月份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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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規模1.85兆歐元之因應疫情緊急購買計畫

（PEPP）將於2022年3月底終止，PEPP的到期債券本金再投資期間至少至2024年

底；資產購買計畫（APP）部分，2022年第2季及第3季每月淨購債分別增為4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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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及300億歐元，10月起回復至每月淨購債200億歐元，直到政策利率調升前，

APP的到期債券本金再投資期間將持續至政策利率調升後。

  △英國央行（BoE）鑑於國內物價壓力居高，宣布調升官方利率0.25個百分點至

0.50%，並啟動縮減資產負債表計畫，將透過停止到期資產本金再投資方式，減

少持有之公債部位；另以停止到期資產本金再投資及出售資產方式，減持投資等

級之非金融公司債，於2023年底前結清持有之公司債部位。

 10日 △日本央行（BoJ）鑑於10年期公債殖利率一度升至0.22%，宣布於14日啟動按固定

利率（0.25%）無限量購債操作，以抑制長期公債殖利率上升，此係自2018年7月

以來再度實施。

 15日 △日本2021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為5.4%，高於第3季

之-2.7%，主因新冠肺炎疫情緩和，加上東南亞半導體及汽車零組件供應鏈斷鏈情

況改善，帶動民間消費、企業設備投資及輸出均恢復成長；全年成長率則由2020

年之 -4.5%回升至1.7%。

 17日 △新加坡2021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由初估值5.9%上修至6.1%，主因營建業成長幅度

上修；全年經濟成長率亦由初估值之7.2%上修至7.6%。

 23日 △紐西蘭央行宣布調升官方現金利率0.25個百分點至1.0%，主要係考量經濟可望持

續成長，勞動市場緊俏，通膨居高且仍存在上行風險，並表示未來不排除將視情

況加大升息幅度。

 24日 △美國2021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6.9%上修至7.0%，主

因企業固定投資及政府支出上修；全年成長率維持5.7%不變。

民國111年3月份

 2日 △加拿大央行（BoC）鑑於俄烏戰爭致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通膨壓力增

加，決議調升隔夜拆款利率目標0.25個百分點至0.50%，且因通膨率居高不下，正

加劇長期通膨預期上升的風險，預期未來須進一步升息。

 3日 △南韓2021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由初估值4.1%略上修至4.2%，主因輸出及民間消費

上修；全年成長率則維持4.0%不變。

 8日 △歐元區2021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修正值為4.6%，與初估值相同，其中主要成員國

之德國由1.4%上修至1.8%，法國維持5.4%不變；另歐元區全年經濟成長率由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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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修至5.3%。

 9日 △日本2021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初估值5.4%下修至

4.6%，主因民間消費、政府消費及公共投資均下修；全年成長率亦由1.7%略下修

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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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規模1.85兆歐元之因應疫情緊急購買計畫

（PEPP）依原訂計畫於2022年3月底終止，並調降第2季資產購買計畫（APP）淨

購買規模，第3季淨購買金額將依數據表現決定，若未來數據支持即使在淨資產

購買結束後，中期通膨展望仍不會趨於疲弱，則將於第3季結束APP之淨購買。

 16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鑑於就業成長強勁通膨持續居高，決議調升

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0.25個百分點至0.25%~0.50%，且預期將持續升息；此外，

預計將於未來政策會議開始減持美國公債、機構債（agency debt）及機構房貸擔

保證券（agency MBS）。

 17日 △英國央行（BoE）鑑於俄烏戰事導致能源、食品等商品價格大幅上漲，本國之成

本及物價壓力持續居高，宣布調升官方利率0.25個百分點至0.75%。

 18日 △日本央行（BoJ）鑑於新冠疫情復燃不利服務型消費，加以俄烏戰事導致能源價

格大幅走高，恐擠壓企業收益及家庭所得，為支撐國內經濟復甦，仍維持短期政

策利率於-0.10%不變，且為促使長期利率目標（10年期公債殖利率）維持於0%左

右，持續執行公債購買計畫；總計20兆日圓為上限之購入商業本票（CP）與公司

債措施將如期於2022年3月底結束，4月後購入金額上限逐步降至CP約2兆日圓與

公司債約3兆日圓之疫情前水準。

 30日 △美國2021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7.0%略下修至6.9%，

主因民間消費支出下修；全年成長率則維持5.7%不變。

 31日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與其盟國決議自2022年5月起每月之原油日產量逐月增

產規模由40萬桶上調至43.2萬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