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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女士、先生： 

今天承邀前來  貴委員會報告本行業務，至感榮

幸。 

以下謹就當前經濟金融情勢，以及 大院上一會期

以來本行貨幣、外匯政策執行情形，提出簡要報告，

敬請  惠賜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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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濟金融情勢 

一、國際經濟情勢概述 

(一)全球經濟成長力道略緩，惟通膨壓力升高 

上(99)年第 3 季以來，先進經濟體失業改善緩

慢、金融部門仍顯疲弱，以及愛爾蘭爆發主權債務

危機；新興國家則面臨資本流入、貨幣升值等問

題，致全球經濟成長力道放緩。Global Insight 本(100)

年 2 月預測本年全球 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率，

由上年的 4.1%降為 3.7%。 

全球與主要國家GDP成長率

國際物價方面，由於極端氣候、新興市場需求

增加、美元走貶及市場投機資金炒作等影響，國際

原油、穀物等原物料行情持續攀升，導致全球通膨

壓力升高。Global Insight 本年 2 月預測本年全球通

膨率升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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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與主要國家通貨膨脹率

(二)部分國家陸續升息或暫持觀望立場 

部分國家因景氣快步復甦或通膨升溫，調整寬

鬆貨幣政策。其中，加拿大於上年 9 月第三度調升

隔夜拆款利率 0.25 個百分點至 1.0%。大陸於上年

10 月至本年 2 月間，三度調升 1 年期存、放款基準

利率合計各 0.75 個百分點，分別至 3.00%及

6.06%；同時，鑑於放款擴增過速及房市過熱，上

年以來八度調高金融機構存款準備率共 4.0 個百分

點，並積極進行公開市場操作，收縮市場流動性。

上年 11 月以來，澳洲、印度、南韓及泰國等亦陸

續調升其政策利率。 

美國自 97 年 12 月以來，持續將聯邦資金利率

目標維持於 0%~0.25%，並於上年 11 月宣布至本年

6 月底實施第二次量化寬鬆政策，以促進經濟成

長。日本央行則憂心強勢日圓影響脆弱的經濟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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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並為對抗通貨緊縮，於上年 10 月 5 日決議實

施零利率及擴大量化寬鬆貨幣政策。 

 

亞洲新興國家政策利率

6.06

7.20

2.25

5.25

2.75
3.50

3.75

6.50

9.00

0

2

4

6

8

10

97/1 4 7 10 98/1 4 7 10 99/1 4 7 10 100/1

%

印度

馬來西亞

泰國

大陸
南韓

主要國家政策利率

2.00

0~0.25

4.25

1.00
0.50

0~0.1

3.00

7.00

4.75

0

2

4

6

8

97/1 4 7 10 98/1 4 7 10 99/1 4 7 10 100/1

%

澳洲
加拿大

歐元區

日本

美國

 
4



二、國內經濟情勢 

(一)經濟穩健成長 

上年上半年 GDP 成長率高達 13.21%。下半

年，新興國家經濟持續強勁成長，國外需求仍強，

帶動我國出口大幅成長；益以國內高科技業者積極

擴充設備及提升製程，民間投資動能強勁，加上民

眾消費信心增強，第 3 季 GDP 成長率仍達 10.69%。 

第 4 季，在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及比較基期墊高

下，我國 GDP 成長率降為 6.92%，全年則為

10.82%。行政院主計處(以下簡稱主計處)預測本年

GDP 成長率為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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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間消費溫和成長 

上年上半年民間消費成長率為 3.66%。下半

年，由於景氣持續升溫，失業率下降，薪資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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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消費意願增強，零售業及餐飲業營業額成長快

速，信用卡簽帳金額與自用小客車新增掛牌數持續

增加，第 3 季民間消費成長率升為 4.63%；第 4 季

在比較基期墊高下，降為 2.85%，全年則為 3.69%。 

由於勞動情勢隨景氣復甦持續改善，民間消費

可望維持溫和成長，主計處預測本年民間消費成長

率為 3.85%。 

(三)民間投資成長減緩 

上年上半年民間投資成長率達 40.72%。下半

年，由於國外需求持續強勁，製造業產能利用率提

高，加上部分國際半導體大廠擴大委外代工及釋放

訂單予國內業者，帶動高科技廠商積極擴充設備及

提升製程等影響，第 3 季民間投資成長率仍達

35.57%；第 4 季在比較基期墊高下，降為 17.76%，

全年則為 32.79%。主計處預測本年民間投資成長率

降為-1.81%。 

(四)進出口成長漸緩 

上年由於全球景氣升溫，尤其在新興國家經濟

成長勁升帶動下，我國輸出、輸入(含商品及服務)

分別大幅成長 25.59%與 28.24%；惟受比較基期漸

高影響，成長率逐季下滑，至第 4 季分別降為

14.90%與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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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海關統計，上年出口、進口分別大幅成長

34.8%與 44.2%。惟在比較基期漸高下，成長率漸

趨下滑，至 12 月分別為 19.1%、21.4%；至本年 2

月則分別為 27.3%、28.7%。 

在比較基期墊高下，主計處預測本年輸出、輸

入成長率分別降為 5.21%與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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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業生產穩定擴增 

上年上半年，全球景氣回溫，加以比較基期較

低影響，工業生產指數大幅成長。至下半年，在比

較基期墊高下，工業生產指數成長率略緩，至 9 月

降為 12.08%後回升，至 12 月為 18.93%；上年全年

平均達 26.93%。本年 1 月工業生產指數成長率為

17.19%，其中製造業年增率為 17.28%，又以資訊

電子工業增產 25.96%最為顯著，而化學工業增產

2.21%幅度最小。 

 
7



17.19

-60

-40

-20

0

20

40

60

80

97/1 4 7 10 98 /1 4 7 10 99/1 4 7 10 100/1

％

工業生產年增率

(六)失業率持續下降 

上年 6、7 月受季節性因素影響，失業率略微

回升。其後，由於景氣升溫，企業人力需求增加，

加以政府積極推動促進就業措施，失業率持續下

降，至本年 1 月為 4.64%，較上年同期下降 1.04 個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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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消費者物價上漲 

上年景氣升溫，民間消費需求提高，油品、燃

氣及旅遊團費等零售商品或服務反映進口原物料

成本，調高售價，消費者物價指數(CPI)全年平均溫

和上漲 0.96%，不包括蔬果、水產及能源之 CPI(即

核心 CPI)則上漲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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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權數(千分比) 年變動率(%)
  對CPI年增率之影響

(百分點)
CPI 1000 0.96 0.96
      油料費 33 10.43 0.33
      教養娛樂服務費 130 1.47 0.19
      香菸及檳榔 15 *  10.59 0.17
      水產品 17 6.74 0.13
      燃氣 10 11.04 0.11
      交通設備 28 3.40 0.08
      成衣 27 2.26 0.06
      合計   1.07
      耐久性消費品 75 -1.14 -0.08
   水果 28 -1.70 -0.05
      交通服務 77 -0.56 -0.04
      合計   -0.17
      其他   0.06

 影 響 上 年 1 至 12 月 平 均 CPI 變 動 主 要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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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 1 至 2 月平均 CPI 及核心 CPI 年增率分別

為 1.21%及 0.80%，主要因旅遊團費調漲，致教養

娛樂服務費上漲 2.08%，加上油品及水產品價格分

別上揚 5.69%及 9.30%所致。 

當前 CPI 漲幅雖仍屬溫和，但因國際原油及穀

物等原物料行情持續攀升，國內油品、麵粉、沙拉

油等相關民生商品零售價逐漸高漲，加以上年幾無

颱風影響，蔬果價格比較基期偏低，主計處預測本

年 CPI 年增率升為 2.00%。 

項目 權數(千分比) 年變動率(%)
  對CPI年增率之影響

(百分點)
CPI 1000 1.21 1.21
      教養娛樂服務費 130 2.08 0.27
      油料費 33 5.69 0.20
      水產品 17 9.30 0.20
      肉類 23 3.95 0.11
   水果 28 3.09 0.08
      藥品及保健食品 11 6.45 0.08
      房租 185 0.32 0.06
      家外食物 89 0.69 0.06
      合計   1.06
      交通服務 77 -1.26 -0.09
      耐久性消費品 75 -1.24 -0.08
      合計   -0.17
      其他   0.32

 影 響 本 年 1 至2 月 平 均 CPI 變 動 主 要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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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金融情勢 

(一)利率緩步上升 

上年以來，因應景氣復甦，本行彈性調整貨幣

政策，積極發行長、短天期存單，收回銀行體系餘

裕資金，並於 6 月、10 月及 12 月三度調升貼放利

率各 0.125 個百分點，隔夜拆款利率緩步走升，至

本年 3 月 4 日為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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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本行貼放利率調升，台銀、合庫銀、土銀、

華銀及一銀(本國五大銀行)陸續調整 1 年期定存(固

定)牌告利率，由上年 5 月底之 0.89%升至本年 1 月

5 日之 1.19%後，維持不變。五大銀行新承做放款

平均利率則變動不大，至本年 1 月為 1.42%。 

(二)銀行放款與投資續增 

上年以來，由於景氣明顯上升，民間投資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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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資金需求升溫，銀行對民間部門債權回增，

致主要金融機構放款與投資年增率持續上升趨

勢，至本年 1 月底為 7.62%。 

1 月底主要金融機構放款與投資加計人壽保險

公司之放款與投資、主要金融機構轉列之催收款、

轉銷呆帳金額，以及直接金融，全體非金融部門取

得資金總額年增率為 6.15%。 

(三)貨幣總計數溫和成長 

上年初以來，日平均貨幣總計數 M2 數量維持

上升趨勢，惟年增率受比較基期較高影響，略呈下

滑走勢，至 5 月為 3.54%；6 月起，因放款與投資

持續成長，M2 年增率轉呈上升，至 12 月為 5.14%。

全年平均 M2 年增率為 4.59%，接近貨幣成長目標

區(2.5%~6.5%)中線值(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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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M2為經過季節調整後的數字。

註二: 貨幣成長目標上下限的推估係以98年第4季之數值(經季節調整)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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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 1 月因適逢農曆春節前，資金需求增加，

銀行放款與投資持續成長，M2 年增率升為 5.59%；

惟仍維持在本年目標區(2.5%~6.5%)內。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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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M2為經過季節調整後的數字。

註二: 貨幣成長目標上下限的推估係以 99年第4季之數值(經季節調整)為基準。

(四)房地產市場交易升溫 

上年下半年，隨景氣升溫，加以 ECFA 簽訂、

都更議題與縣市升格效應等因素，帶動市場預期，

房價續升。至第 4 季，成屋價格(信義房價指數)較

上季及 98 年同期分別上升 8.03%與 10.91%；新推

案房價(國泰房價指數)較上季略降 0.09%，但仍較

98 年同期上升 12.95%。 

受本行採行一系列強化金融機構不動產貸款風

險管理措施影響，上年 6 月起房市買氣轉趨保守，

建物買賣移轉棟數轉呈衰退，至 8 月減幅為

-23.3%；9 月以來，買氣逐漸回溫，至本年 1 月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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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率為 17.2%。 

由於業者仍看好房市前景，持續推案，加以比

較基期較低，上年以來，核發建造執照樓地板面積

大幅成長，至本年 1 月年增率為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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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貨幣政策 

一、貨幣政策與總體經濟 

一國之物價與產出，係由總需求(AD)與總供給

(AS)共同決定。 

 

產出 

AS

y0

P0

AD

yf

物價 

yf：充分就業產出 

 

 

 

 

 
影響總需求之因素包括民間消費、投資、政府支

出(稅收)、出口、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及預期心理等。

影響總供給之主要因素為生產要素成本、進口成本、

匯率、關稅及預期心理等。亦即影響供需之因素甚多，

物價之漲跌並非由單一因素決定。因此，欲求維持物

價穩定，須先評估物價波動之衝擊來源，針對物價上

漲原因採行不同之對策。 

在供給面的衝擊下，在政策上不宜追求物價的絕

對穩定，而只能追求物價的相對穩定；宜採供給面措

施，以減輕成本或增加供給，如機動調降關稅或貨物

稅等，以穩定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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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行彈性調整貨幣政策因應景氣與物價變動 

上年以來隨景氣及物價回升，本行適時進行公開

市場操作收回資金，彈性調整寬鬆貨幣政策。 

(一)經濟穩健成長，失業情勢改善，輸入性通膨壓

力上升 

隨國際經濟穩定成長，本年國內經濟可望溫和

擴張，主計處預測本年 GDP 續成長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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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97       98   99   100(f)    

GDP 成長率
%

 f表預測數

CPI 年增率

隨景氣升溫，企業僱用增加，加以政府積極推

動促進就業措施，就業人數明顯增加，失業率亦由

98 年 8 月最高峰之 6.13%降至本年 1 月之 4.64%。 

在國際原物料行情持續攀升下，各國均面臨通

膨上升壓力；我國亦面臨輸入性通膨壓力，國內外

預測機構普遍上修我國本年 CPI 年增率預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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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機構對本年 CPI 年增率預測數 

單位：﹪

預測機構 主計處 中研院 中經院 台綜院 台經院 寶華經研院 Global Insight 平均值

(發布日期) (100/2) (99/12) (99/12) (99/12) (100/1) (99/12) (100/2)

100年 2.00 1.87 1.36 1.84 2.47 1.80 1.94 1.90

 

雖然近年主要國家物價波動幅度頗大，惟我國

物價則相對穩定。此外，本年 2 月 Global Insight 普

遍上修各國本年通膨率預測值；惟與主要國家比

較，我國 CPI 漲幅仍將相對溫和。 

單位：%
100年預測

Global Insight

全球 5.0 1.6 2.8 - - 3.35

美國 3.8 -0.4 1.6 1.6 - 1.87

歐元區 3.2 0.3 1.6 2.3 - 2.16

日本 1.4 -1.4 -0.7 0.0 - -0.42

大陸 5.9 -0.7 3.3 4.9 - 4.39

台灣 3.5 -0.9 1.0 1.1 1.3 1.94

南韓 4.6 2.8 3.0 4.1 4.5 4.58

香港 4.3 0.5 2.4 3.6 - 3.59

新加坡 6.6 0.6 2.8 5.5 - 3.20

印尼 10.1 4.6 5.3 7.0 6.8 6.45

馬來西亞 5.4 0.6 1.7 2.4 - 2.62

菲律賓 9.3 3.2 3.8 3.6 4.3 3.59

泰國 5.5 -0.8 3.3 3.0 2.9 2.76

越南 23.1 7.1 9.0 12.2 12.3 12.14
資料來源：1.各國政府統計；2.Global Insight Inc, 100.2.15。

               主要國家CPI年增率

地區別 97年 98年 100年2月99年 100年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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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用各項政策工具，以維持物價穩定 

本行為因應全球性的輸入性通膨壓力，促進資

金合理配置及長期金融之穩定，採取審慎微調的貨

幣政策，自上年 6 月以來，持續三度調升本行貼放

利率；同時，密切注意銀行流動性狀況，增加發行

長天期定存單，以加強吸收市場游資，降低貨幣數

量之流動性，營造有利經濟持續成長之環境。 

1、持續微幅調升本行貼放利率，循序漸進引導市

場利率上升 

鑑於經濟穩健成長，失業情勢改善，以及物價

上升，本行理事會彈性調整貨幣政策，陸續於上年

6 至 12 月間，三度調升本行貼放利率各 0.125 個百

分點，重貼現率由 1.25%升為 1.625%，循序引導市

場利率逐漸上升，以達成維持物價穩定與金融穩定

之經營目標。 

2、妥適控制貨幣數量成長 

(1)發行長天期定存單調節中長期資金 

為加強調節銀行資金，本行除繼續發行短天

期定存單之外，上年 4 月以來，每月並標售 364

天期定存單，迄本年 2 月共發行 1 兆 1,000 億元，

其效果相當於調高存款準備率 4.23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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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維持 M2 於目標區內成長 

在本行積極調節市場資金下，銀行淨超額準

備由 98 年 4 月之 1,541 億元大幅下降至本年 1

月之 257 億元；M2 成長率維持於目標區內，上

年全年平均為 4.59%，接近目標區中線值。本年

1 月 M2 成長率為 5.59%，仍維持於目標區內。 

(三)控管特定地區的房貸風險 

1、為加強金融機構控管不動產授信風險，本行自

98 年 10 月起即採行漸進措施，包括(1)道德說

服、(2)加強統計資料蒐集分析、(3)進行專案金

融檢查、(4)明文制訂一致性規範，控管土地抵

押貸款及特定地區購屋貸款。 

2、上年底進一步擴大購屋貸款特定地區範圍，並

將公司法人納入規範： 

(1)自上年 12 月 31 日起，將購屋貸款之特定地

區(台北市及新北市 10 個行政區)增加三峽、

林口及淡水三區，並將第二戶以上購屋貸款

成數由 7 成降為 6 成。 

(2)將公司法人購屋貸款比照特定地區納入規

範。 

(3)增訂土地抵押貸款條件限制，貸款最高額度

不得超過土地取得成本與鑑價較低者之 6.5
成，其中 1 成應俟動工興建始得撥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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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房貸風險控管措施已見成效 

上述措施主要係避免銀行資金流供房屋及土地

炒作，並督促金融機構控管授信風險，以保障存款

大眾權益及促進金融穩定。實施以來已見成效，房

貸風險受到控制： 

1、購置住宅貸款餘額成長趨緩，占放款比重降低。 
購置住宅貸款占總放款比重

27.97%

27.20%

26.5%

27.0%

27.5%

28.0%

28.5%

99/6 100/1

2、特定地區房貸放款集中度亦有改善。 

特定地區新承做房貸金額占全體新承做房貸總金額之比重

64%

60%

58%

60%

62%

64%

66%

99/6 100/1

3、特定地區房貸之貸款成數下降，且房貸利率上

升。 

貸款成數 (%) 貸款利率 (%)
特定地區購屋貸款

64.14

60.16

99/7下半月 100/1下半月

1.94

2.17

99/7下半月 100/1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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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行針對性審慎措施係落實政府「健全房屋市

場方案」中，有關「不動產貸款風險控管面」

之因應做法；同時，相關部會亦已積極推動其

他相關政策，應有助房屋市場健全發展。 

本行擬定及執行貨幣政策時，均秉持嚴謹審慎之

態度，綜合考量總體經濟金融情勢之發展，以追求全

民最大福祉。未來本行仍將持續衡酌國內外總體經濟

金融情勢變化，適時採行適當措施，以達成維持物價

穩定，並兼顧經濟持續成長之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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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外匯政策 

一、新台幣匯率採管理浮動制度 

國際貨幣基金(IMF)上年 10 月的研究報告指出，

匯率的動向，對於仰賴出口以促進經濟成長的亞洲國

家，如南韓、新加坡、台灣與泰國等國，相當重要。

近來由於資金大量進出新興經濟體，致各國匯率波動

幅度加大。本行採具有彈性的管理浮動匯率制度，以

保持新台幣匯率的動態穩定，並密切注意匯市和外資

動態，可減輕外資大量進出對國內經濟(屬於小型而高

度開放經濟)及金融之衝擊。 

 

由市場供需決定的匯率 

央行加以調節後的匯率 

時間 

匯率   
未調節與調節之匯率  

NT$ 
US$   

賣高
  

買低
 

新台幣匯率原則上由外匯市場供需決定，惟若有

不規則因素(如短期資金大量進出)及季節因素，導致匯

率過度波動(overshooting)與失序變化，不利經濟與金

融穩定時，本行將維持外匯市場秩序。 

 
22



二、採行防杜外資炒匯措施，維持有秩序的外匯市場 

主要國際機構對於採取資本管制以因應短期國際

資本移動，思維已經改變，即由以往之反對轉變為贊

成。根據中央銀行法第 2 條及第 34 條之規定，維護對

內及對外幣值之穩定，以及有秩序之外匯市場，係本

行職責。爲降低國際性熱錢對我國經濟金融穩定之不

利衝擊，本行採行下列措施： 

(一)外資匯入資金管理 

1、外資匯入應依申報之投資用途使用。 

2、運用已建立之大額結匯案件通報系統，密切監

控大額資金之進出，防範新台幣匯率大幅波

動，危及金融穩定。 

3、取消外資得將資金存放於定期存款之規定。 

4、銀行承做無本金交割遠期外匯（NDF）及匯率

選擇權部位限額，由總部位之 1/3 降至 1/5。 

5、要求外資遵循法令規定，自 99 年 8 月 2 日起，

外資從事借券交付之保證金以美元為之。 

6、將外資投資公債併入計算，不得超過匯入資金

30%限額。 

(二)專案金檢 

針對與貨幣及外匯政策有關的業務，對金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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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進行專案檢查，使外匯市場能夠有秩序地運作。 

(三)大幅提高外資新台幣活期存款準備率 

存款準備率調整表 
              

單位：對存款額百分比 

項目 
調整前 
準備率 

調整後 
準備率 

支票存款 10.750 10.750 

活期存款  9.775  9.775 

超過 99 年 12 月 30
日餘額部分 

 9.775 90.000 
外資 

活期存款 未超過 99 年 12 月

30 日餘額部分 
 9.775  25.000 

活期儲蓄存款  5.500  5.500 

定期存款  5.000  5.000 

定期儲蓄存款  4.000  4.000 
外匯存款  0.125  0.125 

註：自本年 1 月 1 日起實施。 

三、新台幣匯率維持動態穩定，有助經濟金融穩定 

上年 6 月 7 日新台幣對美元匯率回貶至 32.528 元

後，隨歐元區債信危機減緩，美元避險需求降低；加

上美國經濟表現不佳，持續採行量化寬鬆政策，外資

大量流向亞洲國家，國內匯市呈現超額供給，新台幣

匯率呈升值走勢，尤其自 9 月以後升值幅度明顯，至

本年 2 月 9 日為 29.10 元。 

嗣因新興國家相繼升息，市場擔憂貨幣緊縮政策

恐影響全球經濟復甦，國際資金流出新興市場，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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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量賣超台股匯出，新台幣匯率回貶，至 3 月 7 日為

29.426 元；惟仍較 98 年底、上年同日及 98 年 3 月 2

日分別升值 8.85%、8.82%及 19.53%。 
 

日期 100/3/7 98/3/2 99/3/7 98/12/31
匯率 29.426 35.174 32.020 32.030
升幅 19.53% 8.82% 8.85%

35.174
3/2

32.528
6/7

32.03
12/31

30.36
12/3129.426

3/729.1
2/9

28

30

32

34

3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新台幣對美元匯率

NT$/US$

98年

99年

月

10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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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以上謹就當前經濟金融情勢與本行貨幣、外匯政

策執行情形，提出簡要報告。至於本行調節金融、通

貨發行、外匯管理及經理國庫等業務概況則置於附

錄，敬請 卓參。 

本行業務素承  各位委員鼎助與支持，謹藉此機

會表達衷心感謝之意，今後仍請各位委員隨時指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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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本行業務概況 

壹、調節金融 

一、調整本行各項融通利率 

鑑於國內經濟加速復甦，銀行放款與投資持續成

長，市場利率漸次走高，益以房地產價格攀升以及物

價上升，為循序引導市場利率逐漸回升，達成維持物

價穩定與金融穩定之經營目標，本行於上年 6 月至 12

月三度調升貼放利率，累計調幅 0.375 個百分點，調升

後之重貼現率、擔保放款融通利率及短期融通利率分

別為 1.625%、2%及 3.875%。 

二、訂定土地抵押貸款及特定地區購屋貸款業務規定 

為保障民眾權益及避免借款戶承受過高風險，並

督促金融機構控制不動產授信風險，以促進金融穩

定，本行於上年 6 月訂定「中央銀行對金融機構辦理

特定地區購屋貸款業務規定」，後修正為「中央銀行

對金融機構辦理土地抵押貸款及特定地區購屋貸款業

務規定」，自上年 12 月 31 日起實施。本規定適用地

區包括台北市及新北市 13 個行政區，金融機構承做擔

保品座落於上述特定地區之個人購屋貸款，且借款人

為自然人已有 1戶以上(含 1戶)房屋抵押擔保放款或公

司法人者，限制貸款成數最高 6 成，並取消寬限期；

另土地抵押貸款最高貸款成數為 6.5 成，其中 1 成俟動

 
27



工興建始得撥貸。 

三、積極實施公開市場操作，調節金融 

本行因應經濟金融情勢，實施公開市場操作調節

金融，透過發行或標售本行定期存單，以維持準備貨

幣及金融業隔夜拆款利率於適中水準。 

本年 1 月 1 日至 3 月 2 日淨增加發行定期存單 335

億元，3 月 2 日未到期餘額為 6 兆 7,462 億元。 

此外，為強化收回資金，降低市場流動性，自上

年 4 月起增加標售 364 天期定存單，至本年 2 月合計

標售 1 兆 1,000 億元，其效果相當於調升存款準備率

4.23 個百分點。 

四、訂定「新台幣活期存款特別準備金規定」 

爲降低國際性熱錢對我國經濟金融穩定之不利衝

擊，於上年 12 月 30 日訂定「新台幣活期存款特別準

備金規定」。自本年 1 月 1 日起，金融機構收受來台

投資證券之境外華僑及外國自然人、境外外國機構投

資人及大陸地區投資人之新台幣活期存款餘額超過上

年 12 月 30 日餘額之部分，按準備率 90%計提準備金；

未超過該日餘額部分，按 25%計提準備金。源自該存

款之準備金乙戶金額，全部不給付利息。 

五、調整存款準備金乙戶利率 

為合理反映銀行存款資金成本，本行於上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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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10 月 15 日及本年 1 月 17 日三度調升金融機構

存放本行之存款準備金乙戶給息利率，目前源自活期

性存款部分給付年息 0.203%，源自定期性存款部分給

付年息 0.986%。 

六、收存銀行業轉存款 

(一)郵政儲金轉存款 

截至本年 1 月底止，中華郵政公司郵政儲金轉

存本行餘額為 1 兆 6,240 億元。 

(二)其他銀行轉存款 

截至本年 1 月底止，各銀行轉存本行餘額為

5,451 億元。 

七、收存與查核存款準備金 

本年 1 月全體收受存款機構應提法定準備金為 1
兆 4,878 億元，實提準備 1 兆 5,135 億元。 

八、確保金融支付系統百年跨年順利運作 

為使金融支付系統在進入百年時能順利運作，本

行於上年 8 月 12 日邀集金管會及農委會等會商，除瞭

解各所管金融機構及結算機構之因應進度外，並請各

主管機關加強督導。全體機構均於上年底前如期完成

相關測試作業，系統之跨年運作情形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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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通貨發行 

一、發行狀況 

(一)本年 2 月適逢農曆春節，新台幣發行額急遽增

加，農曆春節前(2 月 1 日)發行額攀升至 1 兆

6,142 億元，較上年底增加 4,093 億元或

33.98%。春節過後，發行額逐漸回降，至 2 月

底為 1 兆 3,358 億元，較上年同期增加 263 億元

或 2.01%。 

(二)本年 2 月底各類鈔券流通情形：貳仟元券占鈔

券總發行額 4.49%，壹仟元券占 82.07%，伍佰

元券占 5.82%，貳佰元券占 0.20%，壹佰元券占

6.95%，伍拾元以下小面額鈔券及外島地名券等

合占 0.47%。 

(三)上年 11 月 11 日發行「台灣原住民文化采風系

列族系精鑄幣—撒奇萊雅族」。 

(四)本年 1 月 6 日發售「慶祝建國一百年壹佰圓券

三開典藏版」。 

(五)本年 1 月 11 日發行「中華民國 100 年 10 元流

通幣」。 

(六)本年 1 月 13 日發行「辛卯兔年生肖紀念套幣」。 

二、發行準備及庫存券幣之檢查 

新台幣發行準備由本行以黃金、外匯等折值十足

抵充，專案保管。依中央銀行法第 8 條規定，由本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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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執行貨幣發行準備與發行數額之查核，並依中

央銀行法第 17 條規定公告之，以昭幣信。上年全年抽

查存放台銀發庫之庫存計 40 處，均符合規定。本年 1

至 2 月查核台銀發庫共 5 處，帳載與庫存數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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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外匯管理 

一、外匯存底及黃金 

本年 2 月底，本行持有外匯存底 3,906.90 億美元，

較上年底之 3,820.05 億美元，增加 86.85 億美元。 

2 月底，本行持有黃金 13.62 百萬盎司，主要作為

新台幣之發行準備。2 月底倫敦黃金市價每盎司約

1,411 美元，遠高於本行之持有成本。 

二、增加外匯指定銀行家數 

截至本年 2 月底止，核准之外匯指定銀行家數計

1,700 家，可增加外匯市場的參與者，並提高外匯指定

銀行之競爭力及服務品質。 

三、金融商品多元化 

(一)陸續許可證券投資信託公司、投資顧問公司及

證券公司提供境內及境外金融商品業務，以提

高金融服務業層面，滿足客戶避險與理財需

求，以及擴展外匯市場交易項目。 

(二)近年來新種金融商品市場不斷擴大，迄今已開

放 23 項純外幣新金融商品及 5 項涉及新台幣匯

率之新金融商品。上年新金融商品交易量計 3
兆 1,180 億美元；本年 1 月則為 2,856 億美元。 

 
32



新金融商品交易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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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立國內美元清算系統 

(一)上年 12 月 6 日起，由兆豐銀行擔任清算銀行(經

中華民國銀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遴選產

生)之國內美元清算系統開始運作；由於能替代

已往透過美國交割之慣例，有利節省時間及資

金調度之成本，故業務量已穩定成長。國內美

元清算之平均每日筆數及金額，自上年 12 月至

本年 3 月(1 至 4 日平均)，分別增加 188%及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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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上年 12 月 6 日至本年 3 月 4 日止，國內參加

之銀行達 37 家，美元清算之筆數及金額分別為

55,530 筆及 375.8 億美元，平均每日 926 筆，金

額為 6.26 億美元。 

五、擴大外幣拆款及換匯市場 

(一)持續以外幣拆款及換匯交易方式充分融通銀

行，提供廠商營運所需之外幣資金，有效維持

國內銀行體系外幣資金流動性。 

(二)上年台北外幣拆款交易量為 1 兆 6,693 億美元，

上年底交易餘額為 197 億美元。本年 1 至 2 月

交易量為 2,585 億美元，2 月底交易餘額為 204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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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年台北換匯市場新台幣與外幣間換匯交易量

為 9,469 億美元，上年底換匯交易餘額為 1,189
億美元。本年 1 至 2 月交易量為 1,522 億美元，

 
34



2 月底交易餘額為 1,196 億美元。 

換匯市場成交量與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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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兩岸金融及國際金融業務分行(OBU)業務 

(一)推動 OBU 成為海外資金調度及資產管理中心 

1、OBU 本年 1 月辦理兩岸匯款合計 228.33 億美

元，較 90 年 6 月(開放前之間接匯款)增加

224.86 億美元或 65 倍。全體 OBU 非金融機

構存款餘額亦呈上升趨勢，至本年 1 月底達

320.06 億美元，較 90 年 6 月底增加 205.58
億美元或 179.58%，顯示 OBU 已成為海外資

金調度中心。 

2、OBU 辦理人民幣以外之外幣支票存款業務，

至本年 1 月底計有台銀、一銀、花旗(台灣)
銀行、華銀、兆豐銀行、玉山銀行、高雄銀

行、德意志銀行等 8 家銀行辦理；自開放以

來累計開戶數 186 戶，累計付款金額為 4,379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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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金融機構辦理人民幣現鈔買賣業務 

自97年6月30日開辦至本年2月28日止，本行已

核准48家金融機構共3,273家總分支機構辦理人民

幣現鈔買賣業務。另經委託台灣銀行許可辦理人民

幣現鈔收兌業務之外幣收兌處達182家。人民幣現

鈔買賣之金額分別累計達11,408百萬人民幣及

14,676百萬人民幣。 

(三)兩岸金融合作 

1、依據海協會與海基會 98 年 4 月 26 日簽署之

「海峽兩岸金融合作協議」，其「貨幣管理」

項下，已將現鈔兌換、供應等，列入開展合作

之議題，並將逐步建立兩岸貨幣清算機制，加

強兩岸貨幣管理合作。 

2、經本行多次與中國人民銀行協商後： 

(1)17 家台資銀行香港分行已辦理人民幣業務。 

(2)同意由本行核准之台灣銀行及兆豐銀行總

行，透過其香港分行與中國人民銀行授權之

中國銀行香港子行，直接辦理人民幣現鈔供

應與回流事宜，以穩定人民幣貨源，並降低

成本。自上年 10 月 26 日起，台灣銀行及兆

豐銀行已提供全新之人民幣現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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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理國庫 

一、國庫收付業務 

(一)經收國庫收入 

上年全體代庫機構經收之國庫收入共計3兆
396億元，較前年減少1,512億元或4.74%。本年1至2
月經收5,880億元，較上年同期增加256億元或

4.55%。 

(二)經付國庫支出 

上年全體代庫機構經付之國庫支出共計3兆
485億元，較前年減少1,477億元或4.62%。本年1至2
月經付5,118億元，較上年同期減少197億元或

3.71%。 

(三)國庫存款餘額 

上年底經理國庫存款餘額為266億元，較前年

底減少89億元或25.07%。本年2月底餘額為1,029億
元，較上年同期增加365億元或54.97%。 

二、公債及國庫券之發售與還本付息 

(一)公債 

1、發行 

上年共發行16期中央登錄公債6,100億元，較

前年增加1,400億元或29.79%。本年1至2月發行4
期中央登錄公債1,450億元，較上年同期減少50億
元或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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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還本付息 

上年經付公債到期還本2,520億元，經付公債

到期利息1,191億元，經付本息合計3,711億元，較

前年減少15億元或0.40%。本年1至2月經付公債到

期還本1,490億元，經付公債到期利息360億元，經

付本息合計1,850億元，較上年同期增加805億元或

77.03%。 

3、未償餘額 

上年底中央公債未償總餘額為4兆1,876億
元，其中無實體公債未償餘額為4兆1,853億元，約

占中央公債未償總餘額之99.94%。本年2月底中央

公債未償總餘額為4兆1,836億元，較上年同期增加

7.01%，其中無實體公債未償餘額為4兆1,813億
元，約占中央公債未償總餘額之99.94%。 

(二)國庫券 

1、發行 
上年發行14期登錄國庫券3,650億元，較前年

減少700億元或16.09%。本年1至2月發行2期登錄

國庫券 500億元，較上年同期增加 50億元或

11.11%。 

2、未償餘額 
上年底登錄國庫券未償總餘額為2,4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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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2月底登錄國庫券未償總餘額為2,400億元，較

上年同期增加50億元或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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