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本行業務

一、概述

鑑於全球經濟持續復甦，惟仍潛藏下行

風險；國內通膨壓力上升，惟整體物價漲幅

尚屬可控；國內經濟穩健成長，惟各產業復

甦力道不均，110 年內本行維持政策利率不

變，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

通利率分別為年息 1.125%、1.5% 及 3.375%。

因應疫情，本行於 109 年 4 月開辦中小

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110 年中，國內疫情

嚴峻，為加強協助中小企業取得營運資金，

本行持續滾動檢討調整專案貸款方案內容，

包括提高專案融通額度等；嗣隨國內疫情穩

定，紓困需求已降，本專案之銀行受理申貸

期限於 110 年底截止，惟為持續協助減輕企

業資金成本負擔，專案貸款適用本行優惠利

率期限得至 111 年 6 月 30 日。

此外，為促進金融穩定，控管金融機構

不動產授信風險，防範過多信用資源流向不

動產市場，本行分別於 110 年 3 月、9 月及

12 月三度調整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並修正

施行「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

貸款業務規定」；為強化管制措施執行成效，

本行兩度召開會議，籲請銀行落實授信風險

定價原則，並採行相關配套措施。

因應經濟金融情勢，本行持續實施公

開市場操作，透過發行定期存單調節市場

資金，妥適調控準備貨幣，以維持銀行體系

流動性與市場利率於適當水準，並維持貨幣

總計數適度成長。110 年準備貨幣年增率為

12.18%，M2 年增率為 8.72%，高於經濟成

長率之 6.45%，顯示資金足以支應經濟活動

所需。

外匯管理方面，110 年上半年，受美國

推出 1.9 兆美元紓困法案及台灣出口亮眼影

響，新台幣匯率走升且波動幅度較大；下半

年因變種病毒蔓延全球、美國 Fed 轉向採取

緊縮措施，以及台灣出口持續大幅成長等，

新台幣匯率於區間震盪盤整。本行基於職責，

於新台幣匯率有較大幅度波動時，適時進場

雙向調節，維持新台幣匯率動態穩定，全年

淨買匯 91 億美元，110 年新台幣對美元匯率

波動度持續小於新加坡幣、歐元、日圓及韓

元等主要貨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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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確保疫情期間支付系統營運不中斷，

本行持續督促金融機構落實相關防疫作業機

制。此外，因應跨行零售支付交易成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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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除提高跨行清算資金日終餘額得抵充存款

準備金之比率上限外，亦持續督促財金公司

協同金融機構共同完善行動支付基礎設施，

包括建置「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臺」及「手

機門號跨行轉帳服務」等，以推廣行動支付。

另順應數位經濟發展趨勢，本行已針對「央

行數位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進行研究，刻正進行第 2 階段「通用

型 CBDC 試驗計畫」，預計 111 年 9 月完成。

為協助受國內肺炎疫情影響之內需服務

型產業，提振民間消費，政府推出振興五倍

券措施；本行所屬中央印製廠於 110 年 8 月至

10 月中旬進行紙本振興五倍券印製作業，印

製數量共計 1,950 萬份，協助振興國內消費。

此外，本行循例發行「辛丑牛年生肖紀

念套幣」及「臺灣國家公園采風系列 - 壽山國

家自然公園」平鑄套幣，廣受收藏大眾喜愛；

另外，「中央銀行券幣數位博物館」之「虛

擬展覽館」，除以常設展覽介紹我國券幣的

發行歷史外，每年並舉辦主題特展，110 年以

「人權鬥士」為主題，民眾可隨時上網觀賞

世界各國鈔券之設計風格與特色。

茲就年來本行調節金融、外匯管理、支

付系統管理、通貨發行、經理國庫、金融業

務檢查、參與國際金融組織活動及經濟研究

等重要業務分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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