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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01年7月份

 5日 △鑑於經濟加速走緩，通膨壓力舒緩，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7月6日起調降金融機構

存放款基準利率，其中1年期存、放款基準利率分別降0.25個百分點及0.31個百分

點，至3.00%及6.00%；此外將放款利率浮動下限自0.8倍下調至0.7倍，存款利率

浮動上限則維持在1.1倍不變。

  △鑑於歐元區經濟下滑風險增加，歐洲央行（ECB）宣布調降主要再融通操作利率1

碼至0.75%，存款利率由0.25%調降至0%，邊際貸放利率則由1.75%降至1.50%。

 10日 △歐盟財長會議同意西班牙銀行業紓困案，7月底前「歐洲金融穩定基金」

（EFSF）將先撥付300億歐元予西班牙，且將西班牙減赤目標達成時間由2013年

延長至2014年。

 11日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Mariano Rajoy）宣布，將實施新一輪財政緊縮措施，未來2年

半將削減650億歐元支出，主要包括將增值稅標準稅率從18%升至21%、削減公務

員獎金及降低失業救濟等。

 12日 △鑑於出口及國內需求不振，南韓央行宣布調降政策利率0.25個百分點至3.00%，係

2009年2月以來首度降息。

 13日 △穆迪（Moody's）將義大利長期主權債信評等由「A3」調降2級至「Baa2」，主因

該國短期經濟展望惡化，且融資成本恐將大幅上升。

 16日 △IMF之「世界經濟展望最新預測報告」（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指出，

鑑於歐元區邊陲國家的金融市場及主權債務壓力加大，部分新興經濟體經濟成長

低於預期，全球景氣進一步疲軟，因此分別下調2012、2013兩年全球經濟成長率

預測值至3.5%及3.9%。

 16日 △穆迪（Moody's）調降義大利13家銀行之信用評等，主因該國政府恐無法提供銀行

業財務援助。

 18日 △德國標售兩年期公債，得標利率首次出現負值，主因GIIPS（希臘、義大利、愛

爾蘭、葡萄牙及西班牙）五國主權債務風險升高，致資金大量流入歐盟資產安全

性較高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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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之「亞洲經濟整合監測報告」（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Monitor）指出，開發中亞洲面臨三大風險：歐債危機惡化，恐重創全球經濟；大

量且波動性高的資金移動風險；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放緩速度可能高於預期。

 23日 △穆迪（Moody's）因歐債危機不確定升高，將德國、荷蘭及盧森堡等3國信評展望

由「穩定」降為「負向」。

 25日 △穆迪（Moody's）將EFSF的信評展望由「穩定」降為「負向」。

 26日 △因全球經濟前景恐將持續低迷，菲律賓央行貨幣委員會決議調降隔夜附賣回利率

及隔夜附買回利率各1碼，分別至3.75%及5.75%。

民國101年8月份

 3日 △為提振市場對西班牙財政的信心，西班牙政府宣布新一輪財政緊縮措施，將於

2012~2014年間削減1,021億歐元支出，金額較原7月規劃之650億歐元擴增57%。

  △標準普爾（S&P）調降義大利15家銀行之信用評等，主因該國經濟衰退程度較預

期嚴重，恐衝擊該國銀行業。

 7日 △標準普爾（S&P）將希臘信評展望由「穩定」降為「負向」，主因希臘政府恐難

達成減赤目標，而無法獲得下一筆紓困金。

 12日 △OECD包括34個成員國之6月份綜合領先指標（Composite Leading Indicators）由上

月的100.4微幅下跌至100.3。先進經濟體中，歐元區經濟依然最為疲弱，美國及

日本領先指標則下降；包含中國大陸、印度及俄羅斯等發展中經濟體，其經濟成

長則低於長期趨勢。

 17日 △西班牙央行公布，銀行業6月壞帳金額達1,643.6億歐元，壞帳比率達9.42%，創歷

史新高。

 30日 △美國本年第2季GDP成長率由1.5%上修至1.7%，主因淨輸出改善，以及民間消費

與政府消費暨投資增加影響。

民國101年9月份

 3日 △穆迪（Moody’s）將歐盟（EU）信評展望由「穩定」降為「負向」。

 6日 △歐洲央行（ECB）宣布直接貨幣交易（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s）計畫，

ECB將在次級市場無限額購買1至3年期之歐元區主權債券，收購目標將侷限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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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SF/ESM提出紓困申請，並且遵守其設立之財政撙節與相關改革計畫國家之債

券，ECB並放棄優先債權人地位，以降低債務陷入困境國家的舉債成本。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之「全球經濟展望期中評估報告」（Interim 

Economic Assessment）指出，歐債危機持續衝擊全球經濟成長，尤其是歐元區前

三大經濟體德國、法國、義大利2012年下半年將陷入經濟衰退，有賴ECB、IMF

等決策機構採取積極行動，才能讓經濟脫離衰退。

 7日 △標準普爾（S&P）將希臘的信評展望由「穩定」降為「負向」。

 12日 △德國憲法法院判決歐洲穩定機制（ESM）並未違憲，惟要求在未取得下議院核准

下，德國對ESM的負擔不得超過1,900億歐元，且有關ESM的決議均需經德國國會

之核准。

  △歐盟執委會（EC）向歐洲議會提出籌組銀行聯盟計畫，擬賦予ECB監督歐元區所

有銀行的權力，並可對違規銀行開罰與撤照。

 13日 △荷蘭國會大選結果揭曉，支持財政撙節措施之首相Mark Rutte所領導的自民黨

（VVD），和Diederik Samsom領導的勞工黨（PvdA）在下議院150席次中分別取

得41席和38席，可望組成聯合政府。

  △為提振經濟，改善就業市場，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決議，維持聯

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於0%~0.25%，並可能維持此一超低利率水準至2015年年中，

另宣布將每月額外購買400億美元機構房貸擔保證券（即市場所稱第三輪量化寬

鬆措施或QE3）直到就業市場明顯改善，且繼續採行延長持有債券平均年期之計

畫至2012年底。

 18日 △西班牙央行公布，銀行業7月壞帳金額達1,693億歐元，壞帳比率達9.86%，創歷史

新高。

 19日 △鑑於全球及國內經濟成長減速，日本央行政策委員會決定將資產購買金額由70兆

日圓增加至80兆日圓，包括：（1）購買長期公債金額自現行的29兆日圓追加5兆

日圓至34兆日圓；（2）購買日本國庫短期證券金額自原先的9.5兆日圓追加5兆日

圓至14.5兆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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