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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12年7月份

 3日 △沙烏地阿拉伯宣布將每日再減產100萬桶原油之措施延長至8月底，俄羅斯亦宣布

8月將每日減少50萬桶原油出口，以提振油價。

 12日 △加拿大央行鑑於經濟強於預期，勞動市場仍緊俏，超額需求及核心通膨升高的情

形更為持久，且經濟活動與通膨之展望皆上修，決議調升隔夜拆款利率目標0.25

個百分點至5.0%，並表示量化緊縮將持續補足貨幣政策的限制性立場。

  △紐西蘭央行將官方現金利率維持5.5%不變，係自2021年10月起連續12次升息後、

首度暫停調升，主要考量先前持續升息有助抑制支出與通膨壓力，勞動市場緊俏

情況亦見舒緩，且經濟成長放緩。

 14日 △新加坡本年第2季GDP年增率初估值為0.7%，高於第1季之0.4%，主因服務業需求

擴張所致；GDP季增率初估值為0.3%，亦高於第1季之-0.4%。

 17日 △中國大陸本年第2季經濟成長率為6.3%，雖高於第1季之4.5%，主要係因上年低基

期；惟6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增率由5月之12.7%降至3.1%，民間消費復甦力

道不如預期，經濟成長表現不佳。

 19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發布「亞洲發展展望」（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報

告指出，全球需求放緩致開發中亞洲國家製造業活動減弱，並抑制其出口成長動

能，惟在中國大陸經濟重啟，服務業復甦推升其國內需求，加以多數國家旅遊業

持續復甦下，開發中亞洲經濟將維持穩健成長。ADB預測，開發中亞洲本年經濟

成長率預測值為4.8%，與本年4月預測值持平，明年則下調0.1個百分點至4.7%；

隨國際能源及食品價格持續回落，ADB下調開發中亞洲本年通膨率預測值0.6個百

分點至3.6%，惟明年通膨率預測值則上調0.1個百分點至3.4%。

 25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更新」（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報告指出，全球經濟自疫情及俄烏戰爭中復甦之步調放緩，持續的高通

膨減損家計單位購買力，各國央行緊縮貨幣政策影響終端需求，惟在服務業景氣

回升支撐下，全球經濟仍具韌性，IMF將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由4月預測值上調

0.2個百分點至3.0%，明年持平於3.0%，並預測全球通膨率將自上年8.7%降至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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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明年續降至5.2%。

  △南韓本年第2季實質GDP年增率初估值為0.9%，與本年第1季持平；其中，輸出衰

退幅度略減，惟民間消費動能受央行升息後利率居高等影響而大幅減弱，且投資

續疲，此外，政府消費因社會安全福利支出減少而較上季下滑1.9%，創1997年初

以來最大降幅。整體而言雖略優於市場預期，惟成長動能仍顯不足。

 26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因通膨率仍高，且勞動市場緊俏，而決議調

升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0.25個百分點至5.25%~5.50%。主席Jerome Powell於政策

會議後記者會表示，具限制性政策實行時間尚未足夠長久，因此傾向讓政策保持

限制性，直到通膨率降至2%目標，未來將持續依據數據資料（data-dependent）決

定合適之進一步緊縮程度，而本年不會降息。

 27日 △歐洲央行（ECB）決議調升主要再融通操作利率、邊際放款利率與隔夜存款利率

各0.25個百分點至4.25%、4.50%及3.75%；另將銀行最低準備金之付息利率由隔夜

存款利率調整為0%。資產購買計畫（APP）已終止到期再投資，因應疫情緊急購

買計畫（PEPP）之到期本金，則將至少持續再投資至明年底。

  △丹麥央行為因應歐洲央行升息，決議調升活存利率、定存利率、貸款利率及貼現

窗口利率各0.25個百分點至3.35%、3.35%、3.50%及3.35%。

  △美國本年第2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初估值為2.4%，高於第1季

之2.0%，經濟衰退之隱憂漸退；民間消費因勞動市場仍強勁帶動企業加薪，而持

續穩健成長，貢獻度為1.1個百分點，民間投資則受益於企業建物及設備投資大幅

成長，而轉為正成長，貢獻度為1.0個百分點。

 28日 △日本央行（BoJ）為增加殖利率曲線控制（YCC）操作之彈性，促進債券市場之

功能，並避免包括外匯市場在內之金融市場過度波動，以利持續執行寬鬆貨幣政

策，於本日貨幣政策會議決議調整YCC操作，主要修改重點為（1）維持10年期

公債殖利率波動區間於±0.5%，惟僅作為參考目標，而非強硬限制；（2）實施

指定利率無限量購債操作，壓制10年期公債殖利率不超過1%上限；惟於0.5%~1%

區間波動時，若有大規模非理性投機性賣壓，或利率水準、變化速度出現異常之

情況，仍將機動運用增加購債額度、指定利率購債操作或合格擔保品資金供給操

作等方式進行適當調節。

 31日 △歐元區本年第2季經濟成長率初估值為0.6%，低於第1季之1.1%，續創2021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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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以來新低；主要成員國方面，德國製造業景氣疲弱，第1季及第2季經濟成長率

分別為-0.3%及-0.1%，已連續2季負成長；法國出口穩定復甦，惟民間消費支出疲

弱，第1季及第2季經濟成長率均為0.9%。

民國112年8月份

 2日 △泰國央行為控制通膨率於目標區間內，並預防長期低利率環境衍生之金融失衡，

加以前景具高度不確定性，較高的政策利率有助保留政策空間，決議調升1天期

附買回利率0.25個百分點至2.25%。

 3日 △英國央行（BoE）鑑於薪資成長等造成更具持續性的通膨壓力顯現，決議調升官

方利率0.25個百分點至5.25%。

  △沙烏地阿拉伯宣布將每日再減產100萬桶原油之措施再延長至9月底，俄羅斯亦宣

布9月將每日減少30萬桶原油出口。

 15日 △中國人民銀行下調7天期逆回購利率0.10個百分點至1.80%，並下調1年期中期借貸

便利（MLF）利率0.15個百分點至2.50%，另隔夜、7天期、1個月期常備借貸便利

（SLF）利率亦各下調0.10個百分點分別至2.65%、2.80%、3.15%，以維持銀行體

系流動性合理充裕，並協助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下降。

  △日本本年第2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第1季之3.7%升至6.0%，

主因半導體短缺緩解，帶動汽車出口大增，致商品輸出轉為成長，加以國際旅客

消費強勁，亦帶動服務輸出增加；惟因物價大漲致食品及家電支出減少，民間消

費轉為負成長，企業設備投資亦趨緩。

 21日 △中國人民銀行授權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1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下調0.10個百分點至3.45%，以降低企業短期融資及居民消費貸款成本。

 25日 △美國聯邦準備體系（Fed）主席Jerome Powell於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會中重

申，2%通膨目標不會改變，目前通膨率仍過高，加以經濟未如預期降溫，且成長

高於趨勢，可能將進一步升息，並保持限制性政策，接下來之會議將謹慎決定是

否再緊縮或保持利率不變。

 30日 △美國本年第2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2.4%下修至2.1%，主因

民間投資之貢獻度下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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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2年9月份

 5日 △南韓本年第2季實質GDP年增率修正值為0.9%，與本年第1季持平；其中，輸出衰

退幅度略減，惟民間消費動能受利率居高影響而大幅減弱，且投資續疲，成長動

能仍顯不足。

 日 △沙烏地阿拉伯每日再減產100萬桶原油，及俄羅斯每日減少30萬桶原油出口之措

施，均進一步延長至本年底。

 7日 △歐元區本年第2季GDP年增率由0.6%下修至0.5%，其中主要成員國之德國維

持-0.1%不變，法國則由0.9%上修至1.0%。

 8日 △日本本年第2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6.0%下修至4.8%，主因

民間消費、企業設備投資，以及公共投資等均低於預期。

 14日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將自9月15日起全面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率0.25個百分點

（不含已執行5%存款準備率之金融機構），以合理充裕市場流動性，並支撐經濟

成長；本次下調後，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率降至約7.40%。

  △歐洲央行（ECB）決議調升主要再融通操作利率、邊際放款利率與隔夜存款利率

各0.25個百分點至4.50%、4.75%及4.00%；資產購買計畫（APP）已終止到期再投

資，因應疫情緊急購買計畫（PEPP）之到期本金再投資則至少持續至2024年底。

  △丹麥央行為因應歐洲央行升息，決議調升活存利率、定存利率、貸款利率及貼現

窗口利率各0.25個百分點至3.60%、3.60%、3.75%及3.60%。

 19日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布「OECD經濟展望」（OECD Economic 

Outlook）報告表示，本年上半年美國、日本經濟表現強勁，上調本年全球經濟成

長率預測值0.3個百分點至3.0%，明年成長率預測值隨貨幣緊縮效應及擴張性財

政政策規模縮減而降至2.7%。在全球需求降溫及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放緩下，本年

G20通膨率預測值下調0.1個百分點至6.0%，明年則續降至4.8%。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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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5.50%不變；會議點陣圖則顯示，本年底前可能再升息0.25個百分點。

  △亞洲開發銀行（ADB）發布「亞洲發展展望」（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報

告指出，外部需求放緩致開發中亞洲出口導向經濟體面臨壓力，惟因其旅遊業持

續復甦致國內需求穩健擴張，開發中亞洲經濟前景仍顯樂觀，本年經濟成長率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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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值為4.7%，明年則持平於4.8%。ADB預測開發中亞洲本年通膨率為3.6%，明年

為3.5%。

 21日 △瑞典央行為確保通膨率回到目標水準，決議調升政策利率0.25個百分點至4.00%。

 27日 △泰國央行為持續控制通膨率於目標區間內，以促進長期總體金融穩定，並在經濟

前景不確定下保留充足之政策空間，決議調升1天期附買回利率0.25個百分點至

2.50%。

 28日 △美國本年第2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維持於2.1%未變，主因民

間消費貢獻度減少，而民間投資貢獻度增加，相互抵消所致。此外，亦公布各季

及年成長率之修正值，且基期改為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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