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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13年7月份

 1日 △日本本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1.8%大幅下修至-2.9%，

主因國土交通省對過去公布之公共工程統計數據進行修訂，導致公共投資季增率

由3.0%大幅下修至-1.9%所致。

 11日 △南韓央行維持基準利率於3.50%不變，自上年2月以來已連續12次暫停升息，主要

考量未來通膨路徑的潛在不確定性，亦須評估匯率波動、首都地區房價、家庭負

債等對金融穩定的影響。

 12日 △新加坡本年第2季GDP年增率初估值為2.9%，略低於第1季之3.0%，主因服務業成

長速度放緩所致；GDP季增率初估值為0.4%，略高於第1季之0.3%。

 16日 △中國大陸本年第2季GDP年增率為4.7%，低於第1季之5.3%，主因消費需求疲軟，

致其對經濟成長之貢獻大幅回落，加以出口復甦力道減緩。

  △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更新」（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報告指出，

亞洲地區科技產業出口暢旺帶動全球貿易成長，且多數經濟體第1季經濟表現高

於預期。IMF維持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於預測值於3.2%不變，明年則略上調至

3.3%。通膨率降幅趨緩，本年全球通膨率預測值為5.9%，明年則降至4.4%。

 17日 △ADB發布「亞洲發展展望」（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報告指出，在穩定之

內需及強勁之出口成長推動下，近期亞洲開發中經濟體經濟加速成長，預期亞洲

開發中經濟體將穩健成長，本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由4.9%上調至5.0%，明年預測

值維持於4.9%不變；通膨率下降惟降幅趨緩，本年通膨率預測值下調至2.9%，明

年預測值維持於3.0%不變。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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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4.50%及3.75%不變，另因應疫情緊急購買計畫（PEPP）自本月起

平均每月債券到期再投資規模減少75億歐元，本年底終止到期再投資。在6月會

議降息後，ECB重申將繼續以數據為依據及逐次會議檢討的方式來確定適當之利

率水準及持續時間，不會預先承諾特定利率路徑。

 22日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下調公開市場7天逆回購利率0.10個百分點至1.70%，並改採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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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利率、數量招標。同時，人行授權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1年期及5年

期以上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分別下調0.10個百分點至3.35%及3.85%，另隔

夜、7天及1個月常備借貸便利（SLF）利率亦各同步下調0.10個百分點至2.55%、

2.70%及3.05%。此外，人行亦下調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之抵押品要求，允

許有出售中長期債券需求之金融機構，申請階段性減免MLF抵押品。

 24日 △加拿大央行鑑於通膨壓力持續放緩及預期通膨率將降至接近2%，決議調降隔夜拆

款利率目標0.25個百分點至4.50%，為本年6月以來連續第2次降息，並表示將持續

資產負債表正常化之政策。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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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自第1季之

1.4%大幅回升，且優於市場預期，主因消費及存貨變動增加。

  △中國人民銀行鑑於市場短天期利率持續攀升，銀行體系流動性持續趨緊，宣布臨

時下調MLF利率0.20個百分點至2.30%。

  △南韓本年第2季實質GDP年增率初估值為2.3%，低於上季之3.3%，主因輸出與民

間消費雖持續成長，且政府消費轉為正成長，惟固定資本形成轉呈萎縮。季增率

亦因上季基期較高及內需疲弱，轉為負成長0.2%，係2022年第4季以來首次季增

率呈衰退。

 30日 △歐元區本年第2季經濟成長率初估值為0.6%，高於第1季之0.5%。主要成員國中，

德國表現仍疲弱，經濟成長率持平第1季之-0.1%，連續4季負成長；法國民間消費

穩定成長，惟企業投資下滑，經濟成長率由第1季之1.5%降至1.1%。

 31日 △日本央行（BoJ）貨幣政策決策會議在確認經濟活動與物價變動大致符合預期，

加上企業加薪行動持續擴大之情況下，為因應弱勢日圓導致進口物價再次上揚

而加劇物價上行風險，將政策利率（無擔保隔夜拆款利率）由0%~0.1%提高至

0.25%。除調高政策利率外，BoJ亦依照原先規劃公布「公債購買減額計畫」，

原則上每季度持續縮減公債購買約4,000億日圓，即購買規模由目前之每月約6兆

日圓縮減至2026年第1季之約3兆日圓。目前BoJ之公債持有餘額接近600兆日圓，

BoJ預估至2026年3月持有餘額將減少7%~8%至約550兆日圓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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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Jerome Powell表示，隨勞動市場降溫及通膨率降低，實

現就業和通膨目標的風險趨於更好的平衡。若通膨放緩速度符合預期、經濟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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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且勞動市場維持現狀，9月會議可能將討論降息；惟目前仍不考慮降息0.50

個百分點。

民國113年8月份

 1日 △英國央行（BoE）鑑於限制性之貨幣政策持續使實體經濟活動承壓，導致勞動市

場趨緩，進而抑制通膨壓力，決議調降官方利率0.25個百分點至5.00%。

 14日 △紐西蘭央行考量國內經濟放緩加劇且擴及更多部門，加以通膨減緩，通膨預期亦

回到中長期2%左右之水準，故決議將官方現金利率調降0.25個百分點至5.25%，

為2020年3月以來首度降息，出乎市場預料，未來亦可能進一步降息。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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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回升至

3.1%，主因企業積極調薪，加上汽車業出貨停滯之不利影響消退，相關消費支出

及機器設備投資明顯回升。

  △菲律賓央行決議調降隔夜附賣回利率0.25個百分點至6.25%，以促進經濟及就業之

永續成長。

 20日 △瑞典央行因通膨率逐漸下滑至目標水準，加以經濟活動疲軟，決議調降政策利率

0.25個百分點至3.50%。

 22日 △南韓央行維持基準利率於3.50%，自上年2月以來已連續13次維持不變，主要係

考量通膨持續緩降，內需趨疲，惟家庭債務與房貸居高對金融穩定之影響仍需觀

察，將於維持限制性政策立場之同時，檢視降息之適當時機。市場多預期本年底

前降息。

 29日 △美國本年第2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2.8%上修至3.0%，主因

上修消費支出所致。

民國113年9月份

 4日 △加拿大央行鑑於通膨壓力持續放緩，決議調降隔夜拆款利率目標0.25個百分點至

4.25%，為本年6月以來連續第3次降息，並將持續資產負債表正常化之政策。

 5日 △南韓第2季實質GDP年增率修正值為2.3%，與初估值相同，低於上季之3.3%，主

因輸出與民間消費雖持續成長，且政府消費轉為正成長，惟固定資本形成轉呈萎

縮。季增率亦因上季基期較高及內需疲弱，轉為負成長0.2%，係自2022年第4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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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首次季增率呈衰退。

 6日 △歐元區本年第2季經濟成長率修正值為0.6%，與初估值相同，高於第1季之0.5%。

主要成員國中，德國由初估值-0.1%上修至0%，避免連續4季負成長，法國則由

1.1%下修至1.0%。

 9日 △日本本年第2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3.1%略下修至2.9%，主

因民間消費、企業設備投資及公共投資均小幅下滑所致。

 12日 △歐洲央行（ECB）依據通膨前景、潛在通膨動態及貨幣政策傳遞強度的最新評

估，決議調降三項主要政策利率；其中隔夜存款利率調降0.25個百分點至3.50%；

另依本年3月公布之貨幣政策操作修訂架構，主要再融通操作利率調降0.60個百

分點至3.65%，使其與隔夜存款利率間利差由0.50個百分點降至0.15百分點；邊際

放款利率調降0.60個百分點至3.90%，與主要再融通操作利率間利差維持0.25個

百分點。資產購買計畫（APP）已終止到期本金再投資，因應疫情緊急購買計畫

（PEPP）之到期本金則預計於本年底前終止再投資，逐步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

  △丹麥央行為因應歐洲央行降息，決議調降活存利率、定存利率、貸款利率及貼現

窗口利率各0.25個百分點至3.10%、3.10%、3.25%及3.10%。

 15日 △菲律賓央行決議調降隔夜附賣回利率0.25個百分點至6.25%，以促進經濟及就業之

永續成長。

 18日 △印尼央行因預期美國降息幅度擴大，加以印尼國內通膨率維持於目標區間

（1.5%~3.5%），印尼盾相對穩定且走強，以及為推動經濟成長等，決議調降7天

期附賣回利率0.25個百分點至6.00%，為2021年2月以來首度降息。

  △FOMC下調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0.50個百分點至4.75%~5.00%：主席Jerome 

Powell表示，美國經濟穩健擴張，就業成長放緩，失業率上升惟仍處於較低水

準；通膨率明顯回降，惟仍高於2%目標區間，並判斷實現就業及通膨目標之風

險大致平衡。為適當評估貨幣政策，將持續關注最新數據對經濟前景之影響，若

出現可能危及政策目標實現之風險，亦將根據勞動市場狀況、通膨壓力及預期，

以及金融與國際發展情勢適時調整政策（點陣圖顯示年內可能再降息0.50個百分

點）。

 20日 △日本央行（BoJ）決議維持政策利率（無擔保隔夜拆款利率）之引導目標於0.25%

左右不變；植田總裁於貨幣政策委員會會後記者會再次強調，市場動盪之主因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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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對美國經濟減速之疑慮，若確認未來經濟與物價符合預期，BoJ繼續調整貨幣

政策之基本立場不會改變。

  △瑞典央行因通膨率逐漸下滑至目標水準，加以經濟復甦速度遜於預期，決議調降

政策利率0.25個百分點至3.25%。

 23日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下調14天期逆回購利率0.10個百分點至1.85%，時隔9個月再次

重啟14天期逆回購操作，以充裕季末銀行體系流動性。

 24日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將於近期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率0.50個百分點及下調7天期逆

回購利率0.20個百分點至1.50%，以充裕金融市場流動性，同時引導市場利率下

降，以推動經濟成長。

 25日 △中國人民銀行下調1年期中期借貸便利（MLF）利率0.30個百分點至2.00%，以降

低銀行資金成本，協助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下降，以支撐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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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ook）報告表示，全球經濟維持韌性，主因通膨降溫支撐民間消費，緊縮貨幣

政策之累積效果逐漸趨緩，且全球貿易持續復甦，預測今、明兩年全球經濟成長

率分別為3.1%及3.2%；G20通膨率預測值則分別為5.4%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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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指出，受惠於國內需求強勁與出口成長復甦，發展中亞洲經濟體經濟穩健成

長，本年與明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分別達5.0%與4.9%；另受緊縮貨幣政策累積

效應與食物價格下降影響，通膨持續降溫，本年與明年通膨率將分別降至2.8%與

2.9%。

 26日 △瑞士央行（SNB）因與上季相比，通膨壓力續降，決議調降政策利率0.25個百分

點至1.00%。

  △美國本年第2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維持於3.0%不變，主因上

調民間存貨投資及聯邦政府支出，以及下調非住宅固定投資及出口，相互抵消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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