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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99年4月份

 6日 △有鑑於經濟嚴重衰退之風險已過，加上近期通膨溫和上揚，澳洲央行宣布調升現

金利率目標1碼至4.25%，為2009年10月以來第五度升息。

 7日 △世界銀行發布「東亞暨太平洋地區經濟展望更新報告」，預測東亞開發中經濟體

今、明兩年經濟成長率分別為8.7%及8.0%。

 10日 △中國本年3月出現72.4億美元之貿易逆差，為2004年5月以來連續70個月貿易順差

後首度逆轉。

 13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發布「2010年亞洲經濟展望報告」，預測本年亞洲開發中

經濟體之經濟成長率，將由2009年之5.2%升至7.5%，明年則略降至7.3%。

 14日 △新加坡貨幣管理局（MAS）重新設定其匯率政策區間之中線至目前（趨升）之水

準，進而將政策匯率區間由零升值移至溫和漸進升值。

  △中國公布抑制房市過熱措施，主要包括首次購屋自備款比率不得低於30%、第2棟

住宅自備款比率提高至50%，及暫停提供購買第3棟住宅之放款等。

 15日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2010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為11.9%，高於2009年第4季的

10.7%。

 20日 △有鑑於通膨增溫，印度央行宣布調升附買回利率及附賣回利率各1碼分別至5.25%

及3.75%。另自24日起調升金融機構存款準備率1碼至6.0%。

 21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

將由2009年之-0.6%大幅升至4.2%，明年續升至4.3%。

 29日 △IMF發布「亞太地區經濟展望報告」，上修本年亞太地區經濟成長率預測值至

7.1%，明年亦維持在7.1%。

民國99年5月份

 4日 △由於經濟加速成長，推升物價及房價上漲壓力，澳洲央行宣布調高現金利率目標

1碼至4.50%，為2009年10月以來第六度升息。

 9日 △美國聯邦準備銀行宣布重啟與加拿大央行、英格蘭銀行、歐洲央行，與瑞士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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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換匯機制，以提供美元流動性，解決資金市場壓力。

 10日 △美國聯邦準備銀行宣布重啟與日本央行之換匯機制。

  △歐盟決議建立7,500億歐元紓困方案，協助歐元區財務陷入困境的國家，其中歐元

區國家出資4,400億歐元，IMF出資2,500億歐元，歐盟緊急基金提供600億歐元。

 13日 △鑑於國內外經濟持續復甦，馬來西亞央行宣布調高隔夜拆款政策利率1碼至

2.50%，為2006年6月以來第二次升息。

 21日 △日本央行提出「供應資金強化成長基礎方案」，未來金融機構若放款予政府「新

成長戰略」所訂定之環境與醫療等新興產業，將以政策利率(目前為0.1%)供應所

需資金，原則上以1年為限。

 26日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公布「經濟展望報告」（OECD Economic Outlook 

No. 87）半年報，上修OECD國家今、明兩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分別由上年11月

預測之1.9%及2.5%升至2.7%及2.8%。

民國99年6月份

 1日 △由於消費者支出增加、就業恢復成長，經濟復甦強勁，加拿大央行宣布調高隔夜

拆款利率0.25個百分點至0.5%。

 10日 △由於經濟持續復甦，加上調高商品服務稅(GST)及公共費率，物價上漲壓力增

大，紐西蘭央行宣布調高現金利率目標0.25個百分點至2.75%。

  △由於經濟成長快速，加以近期消費者物價年增率已超過其通膨目標中間值4.5%，

通膨有升溫之虞，巴西央行宣布調高基準利率0.75個百分點至10.25%。

 19日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此係自2008年7

月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首次與美元脫鉤，恢復參考一籃貨幣匯率之管理浮

動匯率機制。   

 25日 △美國商務部公布修正後之本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為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