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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02年1月份

 1日 △美國國會通過避免「財政懸崖」之協議，將自動減赤機制之啟動時間延後2個

月，並提高富人稅率。

 10日 △穆迪（Moody’s）將賽普勒斯長期債信評等由B3調降3級至Caa3垃圾等級，且債信

展望為負向。

 15日 △世界銀行（World Bank）之「全球經濟展望報告」（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指出，由於先進經濟體採行寬鬆貨幣政策，加以歐元區財政狀況改善，金融市場

緊張情緒緩解，惟全球經濟成長仍顯疲弱，因此大幅下修2013年全球經濟成長率

預測至2.4%。

 17日 △聯合國之「2013年世界經濟情勢與展望報告」（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13）預測2013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2.4%，已開發國家未來兩年經濟仍

低迷，就業率恐將至2016年後才可能恢愎至全球金融危機前之水準。

 18日 △西班牙銀行業11月壞帳率由10月之11.23%續升至11.38%，再創歷史新高。

 22日 △日本政府與日本央行發表共同聲明，將現行通膨目標，即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年增率由1%提高至2%，惟未明訂達成之期限。為達上述目標，日本央

行將買入資產餘額至111兆日圓，並自2014年1月起無限期每月買入13兆日圓資產

（包括長期公債2兆日圓、短期公債10兆日圓，及其他資產1兆日圓）。

 24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之「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告」（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WEO）指出，歐元區及美國急迫性之危機風險已緩解，預期2013年全球

經濟成長率將緩步回升至3.5%，較2012年10月預測值低0.1個百分點。

 25日 △惠譽（Fitch）將賽普勒斯長期債信評等由BB-調降2級至B，且債信展望為負向。

 29日 △為提振經濟，印度央行宣布調降附買回及附賣回利率各1碼分別至7.75%及

6.75%。

民國102年2月份

 5日 △惠譽（Fitch）雖維持荷蘭長期信評於AAA不變，惟將信評展望由「穩定」調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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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主因係房價跌幅超過預期，恐壓抑民間消費。

 16日 △G20峰會發表聲明，指出各國財政與貨幣政策應以國內經濟成長與物價穩定為目

標，不應追求具競爭力為目的之匯率水準。

 20日 △針對上年7月以來中國大陸70大城市房價連續7個月上漲，中國大陸國務院推出5

項調控房價措施，包括：完善穩定房價工作責任制、堅決抑制投機投資性購房、

增加普通商品住房及用地供應、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規劃建設，及加強市場監管

等。

 22日 △穆迪（Moody’s）將英國信評從AAA下修為AA1，主因係英國經濟成長緩慢，無

法趕上快速升高的債務，此為英國史上首度喪失最高評等，並預測英國債務將於

2016年達到高峰，相對GDP比重逾96%。標普（S&P）和惠譽（Fitch）仍給英國

3A信評，但展望均為負向。

  △日本央行與日本政府發表共同聲明，將現行之通膨目標，由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年增率1%，提高至2%，並自2014年1月起將無限期每月買入13兆日圓資

產，預計至2014年中，資產買入計畫餘額將增加10兆日圓至111兆日圓，無擔保隔

夜拆款目標利率則維持於0%~0.1%不變。

 25日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名前財務官、亞洲開發銀行（ADB）總裁黑田東彥出任日本

央行總裁，黑田主張積極寬鬆貨幣政策，以解決日本20年來的通貨緊縮問題。

 26日 △義大利國會大選結果，Bersani領導的中間偏左派聯盟在眾議院取得過半的席次，

惟參議院則無任何政黨或聯盟獲過半席次，政治恐陷入僵局。

民國102年3月份

 1日 △中國國務院公布房市調控（國五條）施行細則，除了將追究對房市調控不力的省

級政府外，更針對房價上漲過快的城市，調高第2戶住房自備款比例，並要求落

實房屋出售徵收20%所得稅的政策，以打擊投機性購房。

  △美國自動減支正式啟動，未來7個月聯邦政府將削減850億美元支出，對國防支出

影響最鉅。美國國會預算局（CBO）估計將導致本年美國經濟成長率下滑0.6個百

分點，損失75萬個工作，失業率增加0.25個百分點。

 5日 △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發布之「亞洲經濟整合監測」（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Monitor, AEIM）報告指出，儘管外在環境疲弱，大部分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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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洲經濟體因內需增強、出口小幅復甦，預測其本年經濟成長率將達6.6%。

 8日 △惠譽（Fitch）將義大利長期信評由「A-」下調至「BBB+」，展望為「負向」，

主要因該國國會大選後，政治陷入僵局。

 19日 △為提振經濟，印度央行宣布調降附買回及附賣回利率各1碼分別至7.50%及

6.50%。

 20日 △黑田東彥正式接替白川方明成為日本央行（BOJ）總裁，並表示將竭盡所能終結

通縮，儘早達成2%的通膨目標，且強調有信心透過果斷的貨幣寬鬆政策完成任

務。

 21日 △標準普爾（S&P）將賽普勒斯長期信評由「CCC+」下調至「CCC」，展望為「負

向」，主要因該國銀行業信用危機升高。

 25日 △賽普勒斯與國際債權三巨頭（歐盟、IMF、ECB）達成新紓困協議，將關閉該國

第二大銀行Cyprus Popular Bank，而第一大銀行Bank of Cyprus將進行資本重整。

兩家銀行10萬歐元（含）以下之存款皆獲保障，而逾10萬歐元之存款均遭凍結，

用以償債或重整，此乃歐元區紓困案中銀行存戶首度被迫承擔銀行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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