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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00年10月份

 4日 △穆迪（Moody's）將義大利的長期債信評等由「Aa2」調降3級至「A2」，展望為

「負面」。

 6日 △歐洲央行（ECB）宣布第二輪擔保債券購買計畫（Covered Bond Purchase 

Programme, CBPP2），金額將達400億歐元，並對銀行提供為期約1年不限金額的

再融通操作。

  △英國央行（BOE）宣布將資產購買機制（Asset Purchase Facility, APF）額度由

2,000億英鎊提高至2,750億英鎊。

 7日 △惠譽（Fitch）將西班牙的長期債信評等由「AA+」調降2級至「AA-」，義大利的

長期債信評等則由「AA-」調降1級至「A+」，展望皆為「負向」。

 11日 △因通膨形勢尚稱穩定，加以考量到全球經濟金融情勢低迷對印尼可能的衝擊，印

尼央行調降官方利率（BI rate）1碼至6.50%。

 13日 △標準普爾（S&P）將西班牙的長期債信評等，由「AA」調降1級至「AA-」，展

望為「負面」。

  △IMF之「亞太區域經濟展望報告」（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Asia and Pacific）

指出，由於歐元區金融動盪及美國經濟減速，引發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預測

今、明兩年亞洲地區經濟成長率分別為6.3%及6.7%，低於原4月之預測值。

 14日 △新加坡貨幣管理局調低政策匯率區間的斜率，政策區間之寬度與中線則維持不

變。

 18日 △穆迪（Moody's）將西班牙的長期債信評等由「Aa2」調降2級至「A1」，展望為

「負面」。

 20日 △希臘國會通過66億歐元之財政緊縮措施，包括解僱公務人員等。

 25日 △有鑑於通膨壓力仍大，印度央行宣布調升附買回及附賣回利率各1碼分別至8.50%

及7.50%，為上年以來第十三度升息。

 26日 △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針對歐債危機召開會議，會中達成多項決議，包

括希臘債務減記50%、2012年6月底前銀行核心資本適足率達到9%之資本重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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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以及透過槓桿方式擴充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之規模至4~5倍等。

 27日 △日本央行進一步寬鬆貨幣政策，將購買長期公債、公司債等資產之基金由50兆日

圓擴增至55兆日圓。

民國100年11月份

 1日 △為因應歐債危機，加以考量通膨回穩，澳洲央行調降現金利率（cash rate）目標1

碼至4.50%。

 3日 △基於歐洲經濟下行風險增加與成長力道趨於疲弱，歐洲央行（ECB）宣布將主要

再融通操作利率調降1碼至1.25%，為本年以來首度降息。

 9日 △義大利因政治紛擾，加以歐洲獨立清算所(LCH Clearnet）調高債券交易保證金，

其10年期公債殖利率升破7%，反映市場對政府解決債務能力之憂心。

 10日 △希臘組成聯合政府，前歐洲央行副總裁Lucas Papademos獲任命為新總理。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表示，由於歐元區經濟前景疲弱，調降其

今、明兩年之經濟成長率至1.5%及0.5%。

  △為因應全球經濟放緩對印尼經濟之衝擊，印尼央行調降央行存單利率2碼至

6.0%。

 13日 △義大利總理Silvio Berlusconi請辭下台，由曾任歐盟執行委員之Mario Monti上任。

 21日 △世界銀行之「東亞暨太平洋地區經濟展望更新報告」（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指出，已開發國家經濟成長疲軟，致開發中的東亞經濟

體成長減緩，特別是製造業，預期今、明兩年經濟將分別成長8.2%、7.8%。

 24日 △惠譽（Fitch）將葡萄牙的長期信貸評等，自「BBB-」調降1級至「BB+」，展望

維持「負向」。

 29日 △歐元區財長會議批准原訂本年9月發放予希臘的第6筆80億歐元（107 億美元）紓

困金。

  △OECD之「經濟展望報告」（Economic Outlook No. 90）指出，全球經濟前景正

急劇惡化，將OECD國家今、明兩年之經濟成長率預測值由原5月預測之2.3%及

2.8%，下修至1.9%及1.6%。

 30日 △美國聯準會（Fed）聯合歐元區、日本、英國、加拿大與瑞士央行共六大央行，

調降美元換匯利率兩碼，以減緩歐系銀行信用緊縮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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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12月5日起調降金融機構存款準備率0.5個百分點，其中大

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率降至21.0%，為近3年來首次調降。

  △為因應洪災對泰國經濟之衝擊，泰國央行調降1天期附買回利率1碼至3.25%。

民國100年12月份

 1日 △聯合國之「2012年全球經濟情勢暨展望報告」（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12）指出，全球經濟正急劇惡化，預測2011、2012兩年經濟將分別成

長2.8%、2.6%。

 6日 △ADB之「亞洲經濟監測報告」（Asia Economic Monitor）指出，2011年年中以

來，新興東亞地區外部環境惡化，主要是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近期內似難達成協

議，美國經濟復甦情況亦仍脆弱，預測2011、2012兩年新興東亞地區經濟將分別

成長7.5%、7.2%。

  △為因應歐債危機，加以考量製造業活動趨緩，且通膨回穩，澳洲央行調降現金利

率（cash rate）目標1碼至4.25%，為連續第2個月降息。

 8日 △鑑於歐元區經濟前景面臨極大下滑風險，歐洲央行（ECB）宣布調降主要再融通

操作利率1碼至1.00%，為連續第2個月降息。另提供銀行3年期再融通操作、存款

準備率由2%降至1%，放寬擔保品之信評等級要求，以挹注流動性，確保金融市

場穩定。

  △歐洲銀行監管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 EBA）要求歐洲銀行須增資1,150億

歐元，俾使2012年6月前資本適足率達9%。

 9日 △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針對歐債危機召開會議，會中達成之決議包括：

(1)以政府財政協定（fiscal compact）加強各國財政紀律：若預算赤字超過GDP的

3%，將啟動自動懲罰機制，且納入各國憲法；結構性財政赤字不得超過名目GDP

的0.5%；(2)強化穩定機制：常設紓困機制「歐洲穩定機制」(ESM)，提前1年於

2012年7月啟動，臨時性之「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則繼續提供支援至2013

年年中；(3)歐元區向IMF提供貸款，充實IMF資金以援助危機國家。

 16日 △穆迪（Moody's）調降比利時的長期債信評等，由「Aa1」調降2級至「Aa3」，

評等展望為「負面」。惠譽（Fitch）將法國債信評等展望由「穩定」降為「負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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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 △ECB首度透過3年期再融通操作，以1%的利率提供歐洲523家銀行貸款，挹注銀行

業4,892億歐元。

 22日 △義大利參議院通過對Mario Monti政府的信任投票，並通過300億歐元的財政緊縮

與經濟改革方案。此案透過削減支出、增稅與退休金改革等措施，節省200億歐

元，另100億歐元用於提振經濟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