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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110 年，隨主要經濟體肺炎疫苗接種益趨普及，相關管制措施陸續放寬，

經貿活動漸次回歸正常，全球景氣復甦加速，台灣出口與民間投資強勁成長，經濟

成長率由 109 年之 3.36% 升為 6.45%，創近 11 年來新高。物價方面，由於進口原

油等原物料價格攀升，以及天候影響蔬果等食物類價格上漲，加以比較基期較低，

消費者物價年增率由上年之 -0.23% 升為 1.96%；不含蔬果及能源之核心消費者物價

年增率則由 109 年之 0.35% 升為 1.33%，漲幅尚屬溫和。

　　本年中，國內疫情一度趨於嚴峻，本行持續滾動檢討調整中小企業專案貸款方

案內容，包括延長適用優惠利率期限、提高專案融通額度、延長受理申貸期限，以

及放寬貸款申請條件等，有助中小企業取得營運資金及減輕資金成本負擔。鑑於銀

行不動產貸款增幅仍大，為避免過多信用資源流向不動產市場，繼 109 年 12 月之

後，本行又再三度調整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進一步控管金融機構不動產授信風險；

實施以來，銀行建築貸款與購置住宅貸款成長趨緩，不動產授信品質提升。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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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M2 年增率則為 8.72%，均高於經濟成長率之 6.45%；資金充裕，足以支

應經濟活動所需。

　　外匯管理方面，110 年上半年，國內美元超額供給較大，新台幣匯率走升，且

波動幅度較大；下半年，美元供需大致平衡，新台幣對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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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進場調節，維持新台幣匯率

動態穩定，全年淨買匯 91億美元。110年底本行持有外匯存底金額為 5,484億美元，

較 109 年底增加 185 億美元，主要來自投資運用收益及因應大量資金進出之調節。

　　另因應近年跨行零售支付交易量明顯成長及純網路銀行開業，本行將金融機構

日終撥存「跨行業務結算擔保專戶」餘額得抵充存款準備金之比率上限，由 8% 提

高至 16%。此外，為利電子支付機構間及電子支付機構與金融機構間之跨機構資

訊流及金流互聯互通，本行督促財金公司建置「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臺」，並於

10 月上線營運，提供跨機構轉帳服務，目前國內已開業之電支機構均已加入，有

助於提升整體支付市場效率。

　　此外，本行已於 109 年 6 月完成第 1 階段「批發型 CBDC 可行性技術研究」，

瞭解分散式帳本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應用的局限性，特別是其

運作效能尚無法滿足即時、高頻、大量的支付交易需求。目前正進行第 2 階段「通

用型 CBDC 試驗計畫」，進入技術實驗階段，藉由建置 CBDC 雛形平台，模擬

CBDC 在零售支付場景應用之試驗，預計 111 年 9 月完成，試驗結果將適時對外揭

露，並以此作為討論基礎，廣徵外界意見，俾供本行評估發行 CBDC 的可行性。

　　值得一提的是，為持續強化本行與民眾的溝通，本行官網於 109 年改版上線，

新版網站採「回應式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 RWD），方便各種裝置使用

者瀏覽，同時依無障礙網頁設計原則建置。另為加強宣導正確的貨幣金融知識，本

行於 109 年建置「貨幣金融知識專區」；110 年 10 月並函請各大專院校廣宣「貨幣

金融知識專區」。

　　展望未來，全球地緣政治局勢緊張、變種病毒引發疫情反覆、氣候變遷加劇，

以及國際原物料價格飆漲等不確定性仍高，均可能影響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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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外匯市場秩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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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鑑於國際間數位

貨幣與相關加密資產成長迅速，已衍生出若干管制議題，並恐危及金融穩定，本行

亦將持續關注此一發展趨勢。

　　茲循例編定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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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