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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匯率之說明 
中央銀行 107.6.22 

一、 2017年新台幣對美元升值，主要係國際美元走弱、台灣經常

帳順差創歷史新高及外資淨匯入所致 

(一) 2017年初以來，受美國政府弱勢美元政策，以及全球貿易摩

擦升溫等影響，國際美元走弱；此外，2017年台灣進出口貿

易出超及經常帳順差均創歷史新高(分別為580億美元及829

億美元)，以及外資鉅額淨匯入(根據金管會證期局資料，2017

年外資淨匯入87億美元)，使得外匯供給大於需求，致新台

幣升值。 

(二) 由於國際美元走弱，2017 年包括新台幣在內之主要貨幣均

對美元升值(表 1)。2017年底與 2016年底相比，新台幣對美

元升值 8.1%，惟升幅小於歐元(13.7%)、韓元(12.4%)、泰銖

(9.8%)及新加坡幣(8.2%)。 

(三) 本(2018)年 4月起國際美元轉升，加上外資匯出，新台幣對

美元走貶，6月 21日較上年底貶值 1.5%。 

 

 

 

 

 

 

 

 

 

表 1 主要貨幣對美元匯率及升貶幅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新台幣 日圓 韓元 新加坡幣 人民幣 泰銖 歐元

2016/12/30 匯率(1) 32.279 117.09 1203.5 1.4469 6.9495 35.820 1.0508

匯率(2) 29.848 112.66 1070.5 1.3371 6.5120 32.610 1.1952

(2)與(1)相較

之升貶幅(%)
8.1 3.9 12.4 8.2 6.7 9.8 13.7

匯率(3) 30.302 110.53 1112.8 1.3612 6.4917 32.930 1.1565

(3)與(2)相較

之升貶幅(%)
-1.5 1.9 -3.8 -1.8 0.3 -1.0 -3.2

2017/12/29

2018/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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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2016年 2017年

機械出口年增率 -1.7 20.9

新台幣名目有效

匯率指數(NEER)

升貶幅

-0.4 6.5

二、 台灣機械出口受國際景氣影響更勝匯率 

(一) 2016年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即使新台幣匯率貶值，台灣機械

出口仍衰退1.7%。 

(二) 2017年隨全球景氣回溫，自動化設備需求增加，台灣機械出

口轉為大幅成長(20.9%)，同期間新台幣匯率升值6.5%(表2)，

機械出口受國外需求的影響更勝於匯率。 

 

 

 

 

 

 

 

三、 央行致力於維持新台幣匯率動態穩定，以助經濟穩定與發展 

台灣係貿易導向之小型開放經濟體，匯率穩定有助於經濟穩

定與發展。央行瞭解匯率穩定對各企業經營的重要性，長期以來，

新台幣匯率維持動態穩定，如以匯率日資料標準差來衡量波動幅

度，新台幣對美元的年平均波動度小於日圓、韓元、歐元及新加

坡幣等主要貨幣(圖1)，顯示我國企業面對的匯率波動風險尚低於

主要貿易對手。 

 

 

 

 

 

表 2 台灣機械出口與新台幣匯率升貶幅 

 

資料來源：財政部；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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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近一年多以來，新台幣的實質有效匯率指數(REER)貶值，顯

示台灣出口價格競爭力改善 

(一)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之名目有效匯率指數(NEER)，2018

年 6月 18日與 2017年底相比，新台幣 NEER貶值 0.6%，

而美元、人民幣、日圓、歐元及新加坡幣均較 2017 年底升

值(表 3)；如與 2016 年底相比，新台幣 NEER 升值 2.3%，

升幅小於歐元、人民幣及韓元等貨幣之升幅。 

 

 

 

 

 

 

 

圖 1 主要貨幣對美元匯率之年平均波動 

 

註：1.各幣別波動幅度係根據匯率變動計算過去 20天期之標準差(並將其年率化)。 

2.波動幅度愈大，表示該幣別之匯率走勢較不穩定。 

3.2018年平均波動度係該年 1/2~6/21之資料平均。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表 3  主要貨幣名目有效匯率指數及升貶幅 

資料來源：BIS。 

各指數基期(2010年=100)

(1) (2) (3)

2016/12/30 2017/12/29 2018/6/18

美元 126.02 117.13 124.01 -1.6 5.9

人民幣 118.58 118.49 124.97 5.4 5.5

日圓 84.43 82.19 85.34 1.1 3.8

歐元 97.58 103.91 104.92 7.5 1.0

新加坡幣 110.01 111.71 112.16 2.0 0.4

新台幣 111.91 115.12 114.48 2.3 -0.6

韓元 112.29 119.33 117.04 4.2 -1.9

(3)與(1)相較

之升貶幅(%)

(3)與(2)相較

之升貶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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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根據 BIS編製的 REER，本年 5月與 2017年 12月比較，新

台幣 REER貶值 1.3%(圖 2)，貶幅大於新加坡幣，而人民幣、

美元、歐元、日圓及韓元呈升值；若與 2016年 12月比較，

新台幣 REER亦貶值 0.2%，而人民幣、歐元及韓元則升值，

顯示台灣出口價格競爭力相對主要貿易對手上升。 

 

  

 

 

 

 

 

 

 

五、 企業宜強化避險操作，並提高產品競爭力，以降低新台幣匯

率波動的影響 

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先進國家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果，導致

各主要貨幣對美元之波動度擴大，因此，企業宜強化避險操作，

以降低新台幣匯率波動的影響。此外，廠商持續提升技術能力，

提高企業競爭力，加速升級轉型，進行跨國或跨業聯盟，強化與

客戶間長期貿易夥伴關係，減緩匯率變動對出口的影響，才是獲

利的關鍵。 

資料來源：BIS。 
資料來源：BIS。 

圖 2  主要貨幣實質有效匯率指數升貶幅 

(2018/5分別與 2017/12及 2016/12比較) 

資料來源：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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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行將採行妥適的政策，以維持匯率穩定，並兼顧經濟成長 

本行採行管理浮動匯率機制，新台幣匯率原則上由外匯市場

供需決定，惟若有不規則變化(如短期資金大量進出)及季節性因

素，導致匯率過度波動與失序變動，而有不利經濟與金融穩定之

虞時，本行將本於職責維持外匯市場秩序及新台幣匯率之動態穩

定，俾有助於進出口業者對外報價與營運，進一步協助國內經濟

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