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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1 年上半年受俄烏戰爭爆發、全球供應

鏈瓶頸問題加劇等影響，全球通膨率攀升；

下半年，全球通膨率仍居高，美國等主要經

濟體持續緊縮貨幣政策，全球景氣走緩。國

內受全球需求減緩影響而經濟成長下滑，因

能源及食物進口成本攀升，全年 CPI 年增率

高於 2%。綜合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111 年

本行採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國內通膨預

期心理，維持物價穩定，並協助整體經濟金

融穩健發展。年內本行四度調升政策利率總

計 0.625 個百分點，並二度搭配調升新台幣存

款準備率總計 0.5 個百分點。

111 年賡續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

案，考量國內疫情轉趨穩定，企業紓困需求

下降，本方案依原訂計畫於111年6月底屆期；

本方案對維繫中小企業正常營運，維護金融

穩定及支撐經濟穩健成長亟具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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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本行持續執行選擇性信用管

制措施，為強化管制措施執行成效，並採行

相關配套措施，包括派員實地金檢、舉辦銀

行座談、促請金融機構落實法規遵循及授信

風險定價原則，以及強化督促抵押土地動工

興建等規範。111 年以來本行採行緊縮貨幣政

策，亦有助強化本行管制措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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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準備貨幣年增

率為 8.91%，M2 年增率為 7.48%，高於經濟

成長率之 2.45%，顯示資金足以支應經濟活

動所需。

外匯管理方面，111 年以來，全球通膨率

攀升，Fed 多次大幅升息以抑制通膨，致全球

風險性資產遭恐慌性拋售，資金湧入美元避

險，國際美元走強，新台幣對美元大幅走貶；

第 4 季美國通膨壓力漸緩，提高投資人對 Fed

減緩升息之預期，國際美元走弱，新台幣對美

元回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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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全年淨賣匯 130 億美元，

111 年新台幣對美元匯率波動度持續小於新加

坡幣、歐元、韓元及日圓等主要貨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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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確保我國支付系統運作之安全與效

肆、本行業務

79



率，本行持續督促結算機構強化系統資訊安

全，並確實執行系統備援及緊急應變措施演

練。在推廣行動支付方面，本行督促財金公

司協同金融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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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因應數位支付

創新發展趨勢，本行已針對「央行數位貨幣」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進行

研究，並於 111 年 6 月完成第 2 階段「通用

型 CBDC 試驗計畫」，未來將以第 2 階段試

驗結果為基礎，賡續推動 CBDC 研究計畫。

此外，本行循例發行「壬寅虎年生肖紀

念套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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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以「豐饒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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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氣候變遷議題對央行執行貨幣政策

及維持金融穩定之法定職責帶來新的挑戰與

風險，並配合我國政府2050年淨零轉型規畫，

本行於 111 年 12 月 30 日發布「中央銀行因

應氣候變遷策略方案」，規劃從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操作工具、總體審慎、外匯存底管

理及國際交流等五大面向，逐步落實五大類

及 11 項具體政策措施，期降低相關風險對我

國經濟金融之衝擊，以維持金融穩定，並協

助促進我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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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