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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01年4月份

 11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之「2012年亞洲發展展望報告」（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2）指出，儘管全球需求疲弱，亞洲開發中國家2011年經濟溫和成長

7.2%，2012年成長將放緩至6.9%，2013年則將回升至7.3%，預期未來數年仍能維

持成長動能。

 13日 △新加坡貨幣管理局小幅調高政策匯率區間的斜率，並收窄寬度，但中線則維持不

變。

 17日 △IMF之「世界經濟展望報告」（World Economic Outlook）指出，全球經濟前景

再度逐步轉強，但下行風險依然嚴峻，預測2012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將由2011年之

3.9%降至3.5%，2013年則加速至4.1%。

  △為提振經濟，印度央行宣布調降附買回及附賣回利率各2碼分別至8.0%及7.0%。

 18日 △西班牙央行公布，銀行業2月壞帳金額達1,438億歐元，壞帳比率達8.16%，為1994

年10月以來首度超過8%，主因是2008年房市泡沫化後，大量房地產的相關貸款惡

化。

  △IMF之「全球金融穩定報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指出，歐元區銀

行面臨強大的去槓桿化壓力，未來18個月內，可能需要出售2.6兆美元資產，恐將

危及區域內金融體系之穩定，並影響歐元區甚至全球之經濟成長動能。

 27日 △標準普爾（S&P）將西班牙的長期債信評等，由「A」調降2級至「BBB+」，信

評展望維持「負向」。

  △為進一步刺激景氣，擺脫長期以來之通貨緊縮，日本央行將資產購買金額由65兆

日圓增至70兆日圓，政策利率則仍維持於 0%~0.1%不變。

民國101年5月份

 1日 △因經濟成長疲弱，通膨率大幅回落，澳洲央行調降政策利率2碼至3.75%。

 6日 △希臘舉行國會大選，原先支持財政撙節以取得歐盟紓困金的新民主黨及泛希臘社

會運動黨之執政聯盟席次未過半，無法組成新聯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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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總統大選，主張刺激經濟成長取代嚴格財政撙節之Francois Hollande擊敗現任

總統Nicolas Sarkozy當選新任總統，市場擔憂原先德國與法國共同主導的財政撙

節政策恐將生變。

 9日 △西班牙主要銀行Bankia因財務陷入困境遭政府收歸國有，該行對房地產曝險部位

為該國銀行界最高。

 13日 △德國占全國選民人口最多的Nordrhein-Westfalen邦，舉行地方議會選舉，主張「經

濟成長優先、財政紀律次之」的社會民主黨擊敗總理Angela Merkel的基督教民主

黨。

 14日 △穆迪（Moody's）調降義大利26家銀行之信評，主因該國銀行業面臨歐債危機所帶

來之衝擊加劇。

 17日 △穆迪（Moody's）調降西班牙16家銀行與4個地方政府之信評，主因該國金融情勢

惡化，及降低預算赤字目標恐無法達成。

  △惠譽（Fitch）因希臘退出歐元區風險攀升，將其長期債信評等由「B-」調降2級

至「CCC」。

 22日 △OECD之「經濟展望報告」（Economic Outlook No. 91）指出，全球經濟持續復

甦，惟主要風險依然存在，預測2012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將由2011年之3.6%降至

3.4%，2013年則回升至4.2%。

 23日 △世界銀行之「東亞暨太平洋地區經濟半年報」（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指出，由於外需持續疲弱，預期2012年東亞開發中經濟體經濟成長率將

由2011年之8.2%持續降至7.6%，2013年則回升至8.0%。

 31日 △西班牙央行公布，本年3月約有662億歐元資金淨流出，為1990年有紀錄以來之最

高金額；1至3月共有約970億歐元淨流出，約為該國GDP的10%，顯示資金外流嚴

重。

民國101年6月份

 5日 △鑑於國內經濟成長溫和，國際經濟環境疲弱，加以通膨壓力減緩，澳洲央行宣布

將現金利率目標由3.75%調降至3.50%，為2009年12月以來之新低。

 6日 △歐洲央行（ECB）決議，延長目前固定利率形式之主要再融通操作（Main 

Refinancing Operations），至少到2013年1月15日，並採行3個月期較長天期再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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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s）至本年底。

 7日 △鑑於景氣降溫，通膨壓力減弱，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6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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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降0.25個百分點，分別至3.25%及

6.31%；此外並調整利率浮動區間，使存放款利差縮小，銀行定價自主權提高。

  △惠譽（Fitch）將西班牙的長期債信評等由「A」調降3級至「BBB」，信評展望

維持「負向」，主因係該國財政困境難以進行銀行業重整，尋求外援的可能性升

高。

 12日 △Fitch調降西班牙18家銀行的長期發行人違約評等（Issuer Default Rating, IDR），

主因係銀行持有資產可能進一步惡化。

  △世界銀行之「全球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Prospects）報告指出，由於歐債

問題對投資人信心及經濟成長前景的影響，全球經濟將面臨長達數年的動盪，預

測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將由2011年之2.7%降至2.5%，2013年則可望回升至3.0%。

 13日 △穆迪（Moody’s）將西班牙、賽普勒斯的長期債信評等，分別由「A3」調降3級至

「Baa3」、「Ba1」調降2級至「Ba3」，主因係西班牙政府債務負擔增加、賽普

勒斯銀行業紓困金可能須增加。

 17日 △希臘舉行國會大選，支持撙節措施之新民主黨以29.66%之得票率獲勝，並可望組

成聯合政府。

 20日 △美國Fed為提振景氣，決定維持聯邦資金利率於0%~0.25%目標區間，至少到2014

年後期，並延長扭轉操作至2012年底，額度增加2,670億美元。

 22日 △歐洲央行（ECB）宣布放寬貸款之部分資產擔保證券等級門檻及條件要求，以紓

解西班牙等南歐國家的銀行資金緊俏壓力，並使銀行增加對企業及家庭放款。 

 25日 △西班牙正式向歐盟請求1,000億歐元的銀行業紓困貸款，以重整該國銀行業。

  △賽普勒斯因銀行業深受希臘債務危機衝擊，正式向歐盟尋求紓困，成為歐元區第

5個尋求金援的國家。

 28日 △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決議：(1)責成ECB建立單一的銀行監理機制；(2)

在以上機制確立後，可透過現有的歐洲紓困機制注資銀行，並購買成員國的主權

債券；(3)推出規模1,200億歐元（約為歐元區GDP的1.0%）的促進就業和經濟成長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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