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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02年10月份

 1日 △美國參、眾兩院因Obama總統醫改法案僵持不下，臨時預算案未通過，部分聯邦

政府開始關閉（shutdown）。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自2014年4月起將消費稅稅率由現行的5%上調至8%，係

1997年由3%調高至5%後，再次調高稅率。為緩和稅率調高對經濟之不利影響，

日本政府同時宣布實施 5兆日圓的經濟對策，主要以現金補助低收入者。

 3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之「2013年亞洲發展展望更新」（Asia Development 

Outlook 2013 Update）報告指出，先進經濟體經濟復甦力道雖然轉強，然尚未成

為開發中亞洲出口成長之動力，加以中國大陸及印度成長力道減弱，ADB下修

2013年開發中亞洲經濟成長率預測值至6.0%，2014年則回升至6.2%。

 7日 △世界銀行（World Bank）之「東亞暨太平洋地區經濟展望更新」（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報告指出，由於出口疲弱與投資需求放緩，世界銀行下

修2013、2014兩年開發中東亞（developing East Asia）之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分別至

7.1%及7.2%，低於2012年之7.5%。

 8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之「全球經濟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報告指

出，先進經濟體經濟成長雖逐漸轉強，惟仍不足以彌補新興經濟體成長走疲之衝

擊，全球經濟成長仍顯疲弱，並下修2013、2014兩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值分別至

2.9%及3.6%。

 13日 △歐盟財長會議達成協議，同意賦予歐洲中央銀行（ECB）監管歐元區17個成員國

銀行業的權力，此單一監理機制（SingleSupervisory Mechanism, SSM）將於2014

年3月1日前啟動。

 14日 △因勞動市場仍緊縮，且國內通膨壓力逐漸升高，新加坡貨幣管理局（MAS）維持

政策匯率區間不變，並允許新元溫和且逐步升值。

 16日 △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財政協議，使聯邦政府重啟運作至2014年1月15日，財政部

亦可繼續舉債至2月7日，另兩院也將成立協商小組，預定2013年12月13日前完成

中長期減赤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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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 △為承擔歐元區單一監理機制（SSM）的職責，ECB宣布將自2013年11月起，對歐

元區124家銀行展開為期1年的資產負債表全面評估。

 29日 △為遏止通膨節節升高，印度央行宣布將附買回利率由7.5%上調至7.75%，附賣回

利率由6.5%上調至6.75%，為連續第2個月升息；現金準備率仍維持4%不變；另將

邊際貸款工具（MSF）利率由9%下調至8.75%，以降低銀行短期借款成本。

民國102年11月份

 8日 △ECB宣布將主要再融通操作利率調降1碼至歷史新低之0.25 %，且不排除進一步降

息，反映通膨遠低於央行目標，且歐元區復甦有停滯之虞。

  △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 Poor's）將法國債信評等由AA+降至AA，主要係因法

國政府稅制、勞動市場、產品及服務的改革，無助於改善其中期成長前景。惟展

望則由負向調整至穩定。

 12日 △印尼央行為壓抑進口，提高企業資金貸放成本，以減緩經常帳逆差擴大速度，

調升基準利率（BI Rate）目標及隔夜存款利率各1碼，分別至7.50%及5.75%，為

2013年第五度升息。

  △中共第18屆三中全會決議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進一步放寬管制，允許更多之

市場機制。改革方向主要為金融、財稅、土地制度、城鎮化、國有企業及政府組

織等改革。

 19日 △OECD之「經濟展望報告」指出，長期寬鬆貨幣政策的累積效應、金融脆弱性，

及美國量化寬鬆政策退場與債務上限等問題遲未解決的不確定性，將對全球經濟

造成威脅，並下修2013、2014兩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值至2.7%及3.6%。

 27日 △泰國央行擔憂逐漸升溫的政治動盪恐導致政府、民間投資延宕，並削弱消費及觀

光業，傷害經濟前景，宣布調降1天期附買回利率1碼至2.25%，為2013年第二度

降息。

  △德國總理Angela Merkel領導之基督教民主黨（CDU）與姊妹黨基督教社會聯盟

（CSU），與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SPD）達成共組「大聯合政府」的協議。

 28日 △英國央行（BoE）為尋求金融穩定並抑制房市泡沫風險，宣布將中止「放款融資

計畫」（Funding for Lending Scheme, FLS）下的房貸優惠。自2014年起該計畫

將僅適用於企業放款，銀行業新增之房貸將無法獲得BoE的資金支援。BoE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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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Carney表示，房市雖尚未對實體經濟構成立即性威脅，但如有必要，央行將

採取更多行動讓房市降溫。

 29日 △信評機構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將荷蘭債信評等由AAA降至AA+，主要係

因荷蘭成長前景較原先預期疲弱，另穆迪（Moody's）與惠譽（Fitch）則仍維持

荷蘭於最高評等。

民國102年12月份

 3日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宣布，2013年10月人民幣占全球貿易融資（信

用狀及託收票據）貨幣之比率升至8.7%，超越歐元之6.6%，成為僅次於美元之全

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

 11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之「亞洲發展展望補充報告」（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Supplement）指出，美國、日本成長前景改善，以及中國經濟表現可望優於預

期，將使開發中亞洲國家經濟前景維持穩定，預測2013及2014年亞洲經濟將分別

成長6.0%及6.2%。

 16日 △歷經3年紓困計畫，愛爾蘭即將重返國際債市，成為第一個擺脫國際紓困的歐元

區國家，惟當局表示為確保經濟復甦，將繼續緊縮財政。

 19日 △歐元區財長達成單一銀行清算機制（SRM）與單一存保機制協議，歐元區各國政

府將各自成立清算基金，10年間逐漸合併為單一清算基金，規模達550億歐元，

供關閉經營不善之銀行使用。若清算基金資源不足，各國政府可向銀行加稅或動

用公共資金，若政府資金不足，則可向歐洲穩定機制（ESM）借款。惟該協議仍

需歐洲議會通過，才得以生效。

 23日 △中國大陸流動性趨緊，中國人民銀行已連續3天藉由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

（SLO），注入市場逾3,000億人民幣，上海銀行間隔夜拆款利率（Shibor）仍攀

升至4.52%，7天期質押式回購利率亦升至8.92%之高點。

 26日 △美國國會通過2014年及2015年兩個財政年度的聯邦預算協議，並經Obama總統簽

署成為正式法案，避免美國政府於這兩年度再次面臨關閉危機。

 27日 △美國聯準會計劃2014年1月起縮減購債規模，導致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升破3%

之重要關卡，美、日兩國利差持續擴大，促使日圓對美元匯率進一步走貶，本日

收盤跌至1美元兌105日圓，為逾五年來的最低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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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 △中國審計署首次公布涵蓋五級（中央、省、市、縣及鄉鎮）政府之債務，截至

2012年底，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之債務合計19.0兆人民幣，相對GDP比率為

36.74%，中央與地方政府分別為9.4及9.6兆人民幣。而截至2013年6月底，各級政

府負有償還責任之債務升至20.7兆人民幣，中央與地方政府則分別為9.8及10.9兆

人民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