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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01年1月份

 13日 △標準普爾（S&P）調降法國等9個歐元區國家的長期債信評等，其中法國與奧地利

由「AAA」調降1級至「AA+」，使得歐元區僅剩德國、芬蘭、荷蘭及盧森堡維

持3A評等，另義大利由「A」調降2級至「BBB+」、西班牙由「AA-」調降2級至

「A」。

 16日 △標準普爾（S&P）調降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信評，由「AAA」調降1級至

「AA+」。

 18日 △World Bank之「全球經濟展望報告」（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報告指出，全

球經濟已步入危險期，下修2012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至2.5%，2013年則為

3.1%。

 19日 △為舒緩全球經濟放緩對菲律賓經濟之衝擊，菲律賓央行調降隔夜存款利率及隔夜

貸款利率各1碼，分別至4.25%及6.25%，為2009年7月以來首度降息。

 19日 △IMF之「全球經濟展望更新報告」（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指出，全球

經濟前景暗淡，金融部門風險上升，下修2012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至3.3%，

2013年則為3.9%。

 25日 △由於洪災對泰國經濟之衝擊超過預期，加以全球經濟風險增加，泰國央行再度調

降1天期附買回利率1碼至3.0 %。

 27日 △惠譽（Fitch）調降義大利等5個歐元區國家的長期債信評等，其中義大利由

「A+」調降2級至「A-」，西班牙從「AA-」 調降2級至「A」，評等展望皆為

「負面」。

 30日 △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召開會議，重要決議如下：

(1) 加強財政紀律：歐盟除英國與捷克之外，其餘25國同意簽署新的財政協議，

規範政府結構性赤字不得超過名目GDP之0.5%，各會員國需將此平衡預算

規範納入相當憲法位階之法律，歐洲法院有權對違反國家處以最高達其GDP 

0.1%的罰金；

(2) 強化穩定機制：規模達5,000億歐元的永久性紓困機制「歐洲穩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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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M），較原訂時程提前1年於2012年7月啟動。

民國101年2月份

 9日 △為挹注市場流動性，英國央行（BOE）宣布將資產收購機制（Asset Purchase 

Facility）之規模由2,750億英鎊擴增至3,250億英鎊。

  △為提振經濟，印尼央行調降央行存單利率1碼至5.75%。

 12日 △希臘國會通過33億歐元的財政緊縮計畫，包括降低基本工資、解僱公務員、削減

政府預算等。

 13日 △穆迪（Moody’s）將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長期債信評等，分別由「A2」、

「A1」及「Ba2」調降至「A3」、「A3」及「Ba3」，展望皆為「負向」；另將

法國、英國和奧地利評等展望調為「負向」，警告渠等未來可能失去3A評等。

 14日 △有鑑於國內經濟再度陷入衰退，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導致全球需求不振，以及日圓

強勢升值等因素，恐進一步衝擊景氣。日本央行（BOJ）進一步寬鬆貨幣政策，

將資產購買金額由55兆日圓增加至65兆日圓，無擔保隔夜拆款目標利率則維持於

0%~0.1%不變。

 18日 △為挹注市場流動性，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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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20日 △歐元區財長會議達成以下共識：(1)同意對希臘第二輪1,300億歐元之紓困案，並擬

成立託管帳戶，確保紓困金用於償付債務；(2)民間債權人透過換債協議，對希臘

債務減記53.5%；(3)ECB與歐元區各國央行放棄持有希臘公債所衍生的獲利，以

期希臘債務相對GDP之比由現行之160%，降至2020年的120%。

 21日 △希臘政府與民間債權人達成自願換債協議，將持有的希臘債券面額減少53.5%

後，轉換成希臘政府新債券及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所發行的債券，債權人

實際損失約73%至74%。

 22日 △惠譽（Fitch）將希臘的長期債信評等，由「CCC」調降至「C」，只比違約高1

級。

 27日 △標準普爾（S&P）將希臘的長期債信評等，由「CC」調降至「選擇性違約」

（selective default）等級，為歐元區13年來首度遭降至違約之會員國，並將EFSF

的信評展望由「穩定」降為「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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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 △為挹注銀行流動性，歐洲央行（ECB）啟動第二輪3年期長期再融通操作

（LTRO），以低利率提供5,295億歐元予歐元區之800家銀行。

民國101年3月份

 1日 △歐盟27國中，除英國及捷克外，其餘25國簽署財政協定（fiscal compact）條約，

未來將嚴格執行削減國家預算赤字與債務之規定。

  △為提振經濟，對抗歐債危機衝擊，菲律賓央行調降隔夜存款利率1碼至4.00%。

 2日 △由於希臘減記債務協議，將導致民間投資人虧損，穆迪（Moody’s）將希臘長期

債信評等，由「Ca」調降1級至「C」。

 5日 △大陸人大及政協兩會將2012年大陸經濟成長目標，自8.0%下修至7.5%，為8年來

首次調降。

 9日 △希臘之換債計畫於啟動集體行動條款後，總計債權人參與換債比率達95.7%，原

2,060億歐元的債務，因換債減少約1,000億歐元。

 12日 △歐元區財長會議批准希臘1,300億歐元的第二輪紓困案。

 13日 △日本央行擴大對高成長型產業貸款2兆日圓，總規模達5.5兆日圓，以刺激經濟成

長，並對抗通貨緊縮。

 30日 △歐元區財長會議同意擴增防火牆規模至8,000億歐元，其中5,000億歐元來自歐洲

穩定機制（ESM）、2,000億歐元來自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1,000億歐元

來自歐盟基金與貸款。EFSF將與ESM並存至2013年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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