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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 △馬來西亞央行宣布調升隔夜拆款利率1碼至3.25%，為本年以來率先調升政策利率

之東協國家，主要是為抑制不斷上升的通膨率及家庭債務。

  △葡萄牙最大銀行Banco Espirito Santo（BES）的母公司債務違約，造成BES股價重

挫17%。惟因 BES資產占葡萄牙整體銀行資產比重不到20%，占歐元區銀行資產

比重更僅有0.25%，應不至於對歐洲銀行體系造成威脅。

 14日 △新加坡貿工部公布本年第2季GDP年增率為2.1%，低於第1季之4.7%，主要係製造

業產值年增率自第1季之9.9%大幅放緩至0.2%所致；第2季GDP與上季比換算年率

則為-0.8%，亦低於第1季之1.6%。

 16日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本年第2季經濟成長率為7.5%，高於第1季的7.4%，主要

係因消費及投資成長所致。總計上半年經濟季成長率為7.4%。

 24日 △紐西蘭央行宣布調升官方現金利率0.25個百分點至3.50%，以抑制物價上漲，為自

本年3月以來第4次調升政策利率。

  △日本財務省指出，本年上半年日本貿易逆差金額達7兆5,984億日圓（上年同期為

逆差4兆8,125億日圓），逆差金額創1979年以來新高。

  △南韓政府與南韓央行聯合宣布，推出總規模達40.7兆韓元（約396億美元）的經濟

振興方案，預計可挹注今、明兩年經濟成長各0.1個百分點。

 25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之「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告」指出，受美國調降經濟

成長預測，以及部分新興經濟體前景不如預期影響，將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

值自本年4月預測的3.6%下修至3.4%。

 30日 △美國商務部公布本年第2季經濟成長率初值為4.0%，主要係民間消費及企業投資

增加所致，第1季經濟成長率亦上修至-2.1%。

 31日 △菲律賓央行宣布調升附買回利率及附賣回利率各1碼，分別至5.75%及3.75%，以

控制日益升高的通膨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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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 △葡萄牙央行將以49億歐元紓困聖靈銀行（Banco Espirito Santo, BES），聖靈銀行

將被分拆為一家名為 Novo Banco的「好銀行」，以及一家專門處理聖靈銀行母公

司集團債務等問題的「壞銀行」。銀行存戶和優先債持有人的權益完全未受損，

但股東和次順位債權人須負擔壞銀行的損失。

 12日 △新加坡本年第2季GDP年增率自上季之4.8%大幅放緩至2.4%，主要係製造業、運

輸倉儲及旅宿餐飲業成長大幅放緩所致。第2季GDP與上季比換算年率後之變動

率為0.1%，亦低於上季之1.8%。

 13日 △日本本年第2季GDP大幅萎縮6.8%（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創2009年第1季全

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大減幅，主要受本年4月消費稅率由5%調高至8%，致汽車及家

電等耐久消費財為主之民間消費，及企業設備投資大幅回落之影響。

 14日 △歐元區本年第2季GDP較前季呈現零成長的停滯狀態，年增率則由上季之0.9％下

滑至0.7%。其中，德國第2季較上季意外萎縮0.2%；義大利亦萎縮0.2%，已連2季

萎縮；法國第2季則為零成長，已連2季停滯。

  △因世越號船難事件衝擊，國內需求成長減緩，加以部分新興經濟體經濟成長疲弱

及地緣政治風險升高，南韓央行宣布調降政策利率1碼至2.25%，為上年5月以來

首度降息。

 27日 △中國人民銀行對部分農村金融機構提供再融通資金200億人民幣，供三農信貸所

需，並調降貧困地區三農（農村、農業及農民）信貸之優惠放款利率1個百分

點。

 28日 △美國本年第2季經濟成長率上修至4.2%，主要係企業非住宅固定投資增幅高於預

期，以及出口大幅成長所致。

民國103年9月份

 4日 △歐元區經濟復甦動能疲弱，加以物價持續低迷，歐洲央行（ECB）宣布將主要

再融通操作利率由0.15%調降至0.05%，邊際貸款利率由0.40%降至0.30%，隔夜

存款利率由-0.1%降至-0.2%，並將自10月起，收購資產擔保證券（Asset Backed 

Security, ABS）及擔保債券（Covered B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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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 △為因應通膨升溫，菲律賓央行調升對商業銀行的隔夜貸款利率及隔夜存款利率各

0.25個百分點，分別至6.00%及4.00%。

 15日 △由於全球經濟復甦力道不如預期，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調降美國、日

本及歐元區本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分別由本年5月預測的2.6%、1.2%及1.2%降

至2.1%、0.9%及0.8%。

 17日 △美國FOMC決議自10月起，將每月購買之機構房貸擔保證券（Agency MBS）及中

長期公債，分別縮減為50億及100億美元；如就業情勢持續改善，通膨亦逐步接

近長期目標，則將於下次10月會議結束現有的資產購買計畫，且預期結束後一段

期間內，仍將維持聯邦資金利率於現行目標區間。

  △中國人民銀行開始透過常備貸款便利（SLF）機制，提供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共

5,000億人民幣之較長期限（3個月）流動性。

 19日 △日本受本年4月調升消費稅率影響，民間消費持續低迷不振，內閣府於發布的「9

月份例行經濟報告」中，5個月來首度調降整體經濟評估。

 25日 △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於發布的「2014年亞洲發展展望

更新」報告表示，本年上半年主要工業化經濟體（美國、歐元區及日本）的經濟

成長不如預期，惟開發中亞洲仍能維持一定成長步調，今、明（2015）兩年的經

濟成長率分別為6.2%與6.4%，而面對美國量化寬鬆退場後可能升息，亞洲國家已

做好較充分的準備，應不至於發生如上年宣布退場所致之嚴重紛擾。

 30日 △中國人民銀行放寬住房貸款限制，對於已擁有1間住房並已結清相關房貸的家

庭，再次申請購屋貸款，銀行業可執行相同於首購住房者的貸款政策，貸款最低

首付款比例為30%，貸款利率下限為貸款基準利率的0.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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