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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08年4月份

 2日 △世界貿易組織（WTO）將本（2019）年全球貿易成長率預測值由上（2018）年9

月預測的3.7%大幅調降至2.6%，主要因美中貿易衝突為全球企業帶來不確定性，

致全球貿易前景惡化。

 3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發布「亞洲發展展望」（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報

告，預測今、明（2020）兩年開發中亞洲（Developing Asia）經濟成長率將分別

放緩至5.7%、5.6%，低於上年之5.9%，主要受全球需求放緩及貿易情勢持續緊張

等因素影響。

 4日 △印度央行宣布將附買回利率（Policy Repo Rate）及附賣回利率（Reverse Repo 

Rate）分別調降0.25個百分點至6.00%及5.75%，為本年以來第2度降息，主要因

印度經濟受全球性逆風因素影響，須透過政策刺激私人投資，以增強經濟成長動

能。

 9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報告，

預期全球貿易成長趨疲弱，實體經濟改善速度仍緩，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將續降

至3.3%，下半年因新興市場經濟體升溫，經濟前景有所改善，明年成長率可望回

升至3.6%。

 10日 △歐盟27國領袖再度同意將英國之脫歐期限自本年4月12日延後至10月31日。 

 12日 △新加坡本年第1季GDP年增率初估值為1.3%，低於上年第4季之1.9%，主因製造業

呈現衰退；GDP與上季比換算年率之初估值為2.0%，高於上年第4季的1.4%，主

因營建業與服務業成長幅度擴大。

 17日 △中國大陸本年第1季GDP年增率為6.4%，與上年第4季持平，惟低於上年全年之

6.6%，其中消費及投資成長趨緩，淨輸出則大幅成長。

 22日 △美國宣布終止上年11月對伊朗石油業制裁生效後，給予部分國家可自伊朗購油之6

個月豁免，並自本年5月2日生效。

 24日 △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布「東亞暨太平洋地區經濟展望更新」（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報告，維持今、明兩年東亞暨太平洋地區開發中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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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率預測值於6.0%不變，惟均低於上年之6.3%，整體經濟成長恐受中國大

陸經濟成長放緩拖累，並表示全球經濟前景未明、需求走軟，係最大之風險。

 25日 △南韓本年第1季GDP年增率為1.8%，係2013年第1季以來之低點，主因民間消費及

輸出之成長動能轉趨疲弱，投資之衰退幅度進一步擴大。

 26日 △美國本年第1季GDP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上年第4季之2.2%升至

3.2%，優於市場預期，主要受淨輸出成長、企業庫存攀升，以及政府投資增加所

帶動。

 30日 △歐元區本年第1季GDP年增率初估為1.2%，與上年第4季持平；經季節調整後GDP

季增率為0.4%，高於上年第4季之0.2%，主因法國消費熱絡及西班牙投資強勁，

加以義大利經濟擺脫衰退所致。

民國108年5月份

 6日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實施定向降準，訂於5月15日、6月17日及7月15日分別下調服

務於縣級行政區域之中小型農村商業銀行存款準備率各1個百分點。

 7日 △馬來西亞央行為因應全球經濟成長下行風險，並提振國內經濟，調降隔夜政策利

率0.25個百分點至3.00%。

 8日 △紐西蘭央行因全球經貿前景不確定性增加，調降官方現金利率0.25個百分點至

1.50%之歷史新低，係2年半來首次降息。

 10日 △菲律賓央行鑑於國內經濟成長及通膨降溫，調降隔夜附賣回利率0.25個百分點至

4.50%。

 20日 △日本本年第1季GDP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為2.1%，連續兩季呈現成

長，且優於市場預期之衰退0.2%，主因公共投資及住宅投資增加，加以輸入下滑

幅度大於輸出下滑幅度。

 21日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布「OECD經濟展望」（OECD Economic 

Outlook）報告指出，全球經濟雖然回穩，惟成長仍屬疲弱，主要受貿易成長大幅

下滑拖累。在未納入5月美中宣布新關稅措施之影響下，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

測值略微下修0.1個百分點至3.2%，明年預測值則維持3.4%不變。

  △聯合國（UN）發布之「2019年期中全球經濟情勢與展望」（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as of mid-2019）報告指出，由於貿易衝突持續未解、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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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不確定性升高，加上全球貿易放緩，商業信心惡化，已開發與開發中經濟體

經濟前景均減弱，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由3.0%下修至2.7%。

  △新加坡本年第1季GDP年增率為1.2%，較初估值1.3%下修0.1個百分點；GDP與上

季比換算年率為3.8%，較初估值2.0%上修1.8個百分點。

 28日 △美國財政部發布「美國主要貿易對手國之外匯政策」報告，未將任何國家列入匯

率操縱國，但將中國大陸、德國、愛爾蘭、義大利、日本、南韓、馬來西亞、新

加坡、越南等9國列入觀察名單。

 30日 △美國本年第1季GDP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3.2%略下修至3.1%，主

要係因企業存貨及非住宅固定投資較初估值減少。

民國108年6月份

 4日 △澳洲央行調降現金利率目標0.25個百分點至1.25%，係為減緩全球貿易緊張及中國

大陸經濟成長放緩帶來之衝擊。

  △世界銀行發布「全球經濟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報告指出，全球經

濟成長力道仍疲弱，且風險升高，將今、明兩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分別下修

0.3、0.1個百分點至2.6%、2.7%。

  △南韓本年第1季GDP成長率由1.8%下修至1.7%，主要係因輸出從原先初估成長

0.2%下調至萎縮0.2%。

 6日 △印度央行因經濟成長動能大幅減弱、投資活動銳減及民間消費成長持續放緩，宣

布將附買回利率（Policy Repo Rate）及附賣回利率（Reverse Repo Rate）分別調

降0.25個百分點至5.75%及5.50%，為本年以來第3度降息。

  △歐洲央行（ECB）貨幣政策會議決議維持政策利率不變，且預計至少維持至明年

上半年；訂於9月啟動之第三輪定向長期再融通操作（TLTRO），適用利率將為

歐元區平均主要再融通操作利率加碼10個基點，若銀行淨放款規模符合規定，適

用利率最低可降至平均存款利率加碼10個基點。

 10日 △日本本年第1季GDP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2.1%上修至2.2%，主要

係因企業設備投資從原先初估萎縮0.3%上調至成長0.3%。

 13日 △瑞士央行（Swiss National Bank, SNB）宣布，將不再以倫敦銀行間拆款利率

（Libor）作為該行貨幣政策參考利率，改為參考「瑞士平均隔夜利率」（Sw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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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overnight rate，簡稱Saron），訂定「瑞士央行政策利率」（SNB policy 

rate）。

 20日 △挪威央行鑑於經濟成長穩健且通膨略升，調高政策利率0.25個百分點至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