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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 △日本央行新任總裁黑田東彥舉行首次貨幣政策會議，宣布為儘早於2年內達成2%

之通膨目標，實施新的「量質兼備的寬鬆貨幣政策」。政策操作工具由貨幣基數

（monetary base）取代隔夜拆款利率目標；購買標的政府公債、指數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ETFs），將擴大為原規模的2倍，分別至190兆及3.5兆日圓，日本不動

產投資信託基金（J-REITs）亦將增加600億日圓至0.17兆日圓。

 9日 △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之「2013年亞洲發展展望報告」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3）指出，主要工業國家可能會持續實施寬鬆貨

幣政策，開發中亞洲經濟體應留意資本移動情形，維護金融部門之健全穩定，避

免產生破壞性的資產泡沫，並預測開發中亞洲本年經濟成長率為6.6%。

 16日 △南韓為振興經濟，提出史上第三大規模的17.3兆韓元追加預算案，其中12兆韓元

係用於填補原預算缺口，僅5.3兆韓元用於支應新的政府支出。南韓官方預測，該

追加預算案將激勵2013及2014年經濟成長率分別提高0.3及0.4個百分點。 

  △國際貨幣基金（IMF）之「世界經濟展望報告」（World Economic Outlook）指

出，先進經濟體復甦之路仍顛簸，美國財政調整規模大於預期，將影響其2013

年經濟成長，歐元區經濟亦持續衰退。IMF下修2013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至

3.3%，惟亞洲開發中經濟體經濟成長率預測值仍達7.1%，表現最為亮麗。

 29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之「亞太經濟展望報告」（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Asia 

and Pacific）指出，由於外需改善及內需持續強勁，預測2013年亞洲經濟成長將由

2012年之5.3%加速至5.7%。此外，亞洲亦將受惠於區域內的需求外溢效果，主要

來自中國大陸需求的持續成長、日本近期的財政激勵政策，以及東協在最終消費

品貿易方面的整合持續深化。

 30日 △穆迪（Moody’s）將斯洛維尼亞長期信評由「Baa2」下調兩級至「Ba1」，展望為

「負向」，主要因該國銀行資產品質持續惡化，恐拖累政府財政，並增加未來申

請紓困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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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 △鑒於歐元區經濟仍疲弱，加以通膨降溫，歐洲央行（ECB）宣布調降主要再融

通操作利率1碼至0.5%，邊際貸放利率調降2碼至1.0%，存款利率則維持在0%不

變。

 3日 △由於經濟成長持續減速，加以通膨壓力稍減，印度央行宣布調降附買回利率及附

賣回利率各1碼，分別至7.25%及6.25%。現金準備率（Cash Reserve Ratio）則維

持在4.00%不變。

 7日 △因經濟成長低於趨勢水準，且通膨低於預期，澳洲央行宣布調降現金利率目標1

碼，至2.75%之歷史低點。 

 9日 △由於歐元區經濟活動遲滯，加以先進國家進行財政整頓，全球經濟下降風險仍

大，南韓央行調降基準利率1碼至2.50%，係2012年10月以來首度降息。

 20日 △歐洲議會經濟委員會通過一項有關銀行業救援之法規草案，規定受援銀行，其存

款低於10萬歐元（含）之小額存戶將獲保障，逾10萬歐元之大額存戶則須加入

自救機制（bail-in scheme），承擔損失順序在股東及債權人之後，自救機制將於

2016年1月以前正式運作。

 28日 △德國及法國財長於巴黎共同宣布「歐洲新政」（New Deal for Europe）計畫，著

重提升青年就業技能，以緩解歐洲青年失業問題。

 29日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給予法國、西班牙、波蘭及斯洛維尼亞等4

國2年的減赤寬限期，荷蘭及葡萄牙則為1年，以提振經濟並進行結構性改革。

  △OECD之「經濟展望報告」指出，歐元區經濟持續衰退，若各國央行寬鬆貨幣政

策退場，恐將使公債殖利率飆升，為全球經濟前景帶來風險，致下修2013年之全

球經濟成長預測值至1.2%。 

  △鑒於全球經濟復甦較預期緩慢，且內需疲軟，為提振國內經濟，泰國央行宣布調

降1天期附買回利率1碼至2.5%。

民國102年6月份

 13日 △世界銀行（World Bank）之「全球經濟展望報告」（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指出，歐洲金融危機風險降低，美國及其他高所得經濟體將面臨寬鬆貨幣政策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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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的新風險，新興經濟體則面臨商品價格下滑及利率上揚的挑戰，因此將本年全

球經濟成長率由2.4%下調至2.2%。

  △為緩和印尼盾貶值，並因應通膨升溫壓力，印尼央行調升基準利率1碼至6.00%。

 19日 △Fed主席Bernanke表示，可能於本年稍晚縮減資產購買規模；若之後經濟表現與預

期大致相符，則明年上半年將持續縮減，直至明年中結束資產購買計畫。

 20日 △歐元區財長會議同意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ESM）在600億

歐元之額度內可直接注資銀行之相關準則。

  △中國大陸因從嚴規範銀行理財業務，致金融體系去槓桿化效應浮現，加以資金外

流及季節性因素，上海銀行間隔拆利率（Shibor）攀升至13.44%之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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