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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2年7月份

 1日 △克羅埃西亞正式加入歐盟（European Union），成為歐盟第28個會員國。

 9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之「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告」（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指出，因新興市場經濟體國內需求下滑；歐元區經濟衰退程度超乎預

期；美國受財政緊縮影響，經濟擴張步伐減緩，致下修2013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

測值至3.1%。

  △標準普爾（S&P）將義大利長期債信評等由BBB+調降至BBB，主因該國經濟前景

惡化及金融體系仍待修復。

 11日 △印尼央行宣布調高基準利率及存款利率各2碼，分別至6.50%及4.75%，以期有效

抑制通膨及印尼盾貶值。

 12日 △惠譽（Fitch）將法國長期債信評等由AAA調降至AA+，主因該國債務前景惡化及

經濟展望不佳。。

 15日 △由於印度盧比兌美元匯率大幅貶值，印度央行緊急調高央行對商業銀行融通利率

（MSF rate）及銀行重貼現率各2個百分點，均至10.25%。

 20日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放款利率市場化四大措施：取消金融機構放款利率0.7倍的下

限，由金融機構自主決定；取消票據貼現利率依再貼現利率加碼之方式；對農村

信用社放款利率不再設立上限；房貸利率仍維持0.7倍的下限。

 31日 △美國經濟分析局宣布進行五年一度之GDP計算方式及涵蓋範圍之修正，期間回溯

至1929年。主要修正內容包括將研發及著作權支出列為投資、將退休金計算改為

應計基礎並納入GDP。此次修正，使2012年GDP規模較修正前增加3.6%，2012年

經濟成長率亦由2.2%提高至2.8%。

民國102年8月份

 6日 △為促使澳元進一步貶值，以協助經濟成長，澳洲央行宣布調降現金利率目標1碼

至2.5%之歷史新低。

 7日 △英國央行提出「前瞻式指引」（forward guidance），宣布在失業率降至7%之前，

將不會升息，亦不會縮減量化寬鬆規模，且亦不排除在必要時擴大資產購買規

模。然而，若出現下列3項例外條件之一，將停止適用此前瞻式指引：（1）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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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至24個月通膨率達2.5%以上；（2）中期通膨預期不再穩定；（3）金融政策委

員會（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認為貨幣政策威脅金融穩定，無法以現有政策

工具控制。

 8日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包括34個成員國之6月份綜合領先指標由上月的

100.6微幅上升至100.7。先進經濟體中，美、日經濟穩健成長，歐元區重獲經濟

成長動能；包含中國大陸、俄羅斯及巴西等發展中經濟體，其經濟成長則低於長

期趨勢。

 19日 △西班牙6月壞帳占總放款比率由5月的11.21%上升至11.61%，創歷史新高。

 28日 △英國央行總裁Mark Carney首度發表公開演說，除強化維持低利率之承諾外，並要

求銀行將資本適足率提高到至少7%，若達此門檻，英國央行將降低對銀行持有流

動性資產的要求標準，此舉預計可讓銀行釋出900億英鎊之資金放款予實體經濟

部門。

 29日 △印尼央行召開特別會議，宣布調高基準利率（BI Rate）目標及存款利率各2碼，

分別至7.00%及5.25%，以期強化國內信心，有效抑制通膨與捍衛印尼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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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之「期中經濟評估報告」（Interim Economic 

Assessment）指出，先進經濟體經濟成長動能持續增強，惟新興經濟體經濟成長

可能減緩，拖累全球經濟成長。由於全球持續性復甦趨勢尚未確立，OECD建議

維持非傳統貨幣政策以支撐需求，降低復甦脫軌風險。

 4日 △印度央行新任總裁拉姜（Raghuram G. Rajan）上任。拉姜曾任印度財政部首席經

濟顧問、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國際貨幣基金（IMF）首席經濟學家。

 12日 △印尼央行為因應印尼盾貶值及通膨升溫，調升基準利率（BI Rate）目標及隔夜存

款利率各1碼，分別至7.25%及5.50%，為本年第四度升息。

 18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決議，維持每月850億美元購債規模不變，並將視就業

及通膨表現，決定減緩資產購買步調之時機。另決議維持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

於0%~0.25%不變。

 20日 △印度央行為抑制通膨，宣布將附買回利率由7.25%上調至7.5%，附賣回利率由

6.25%上調至6.5%，為2011年10月底以來首度升息；現金準備利率則維持4%不

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