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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 △拉脫維亞於2014年1月1日成為第18個歐元區成員國。

 6日 △美國參議院以56票比26票通過Janet Yellen擔任聯準會主席之任命案，Janet Yellen

將於2014年2月1日正式上任。

 7日 △中國國務院公布「有關加強影子銀行監管新規之通知」，內容分為影子銀行概

念、明確影子銀行的監管責任分工，以及如何加強監管制度等三大部分。其中

將影子銀行分為主要三類：（1）未具金融執照、完全無監管之信用仲介機構；

（2）未具金融執照、監管不足之信用仲介機構；（3）具金融執照、但監管不足

或規避監管之業務（如貨幣市場基金等）。

 14日 △世界銀行（World Bank）之「全球經濟展望報告」（World Economic Prospects）

指出，由於高所得國家經濟好轉，因而上修2014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至

3.2%，2015年則為3.4%，惟認為若美國縮減量化寬鬆購債規模步調出乎市場預

期，恐將重創發展中經濟體之經濟發展。

 21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之「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告」（WorldEconomic Outlook 

Update, WEO）指出，由於先進經濟體經濟復甦，及新興經濟體因出口反彈帶動

經濟成長，自2013年下半年以來，全球經濟動能逐漸增強，因而上修2014年全球

經濟成長率0.1個百分點至3.7%，2015年則為3.9%。

 21日 △Global Insight之「全球經濟展望報告」（Global Executive Summary）指出，英

國、美國及德國等先進經濟體將是帶動未來經濟成長之主力，預測全球經濟成長

率將從2013年的2.5%提高至2014年的3.3%，2015年則為3.8%。

 27日 △日圓大幅貶值加重日本進口成本，加上311東北震災後全國核電廠停擺，導致天然

氣等能源進口大幅增加，2013年日本貿易逆差較2012年大增65.3%，達11兆4,745

億日圓之歷史新高。

 28日 △由於通膨仍高，為確保經濟持續朝通膨減緩（disinflation）的方向發展，印度央

行宣布升息1碼，將附買回及附賣回利率分別上調至8.00%及7.00%；現金準備率

則仍維持4%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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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日 △2014年以來因美國聯準會逐步縮減購債規模，加以投資人擔憂新興國家政局動盪

及金融不穩，資金大量流出新興市場，其中經常帳逆差或財政赤字嚴重之巴西、

印度、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智利及俄羅斯的貨幣大幅貶值，尤以阿根

廷披索劇貶逾18%，幅度最高。

民國103年2月份

 10日 △中國社科院預測2014年中國大陸GDP成長率為7.5%，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為

3.0%，並表示經濟減速、房價波動、產能過剩、金融亂象及地方政府債務偏高等

為中國大陸當前面臨的風險。

 12日 △英國央行修正前瞻式指引，不再以失業率門檻作為升息時機之參考，而聚焦於更

廣泛的經濟指標，包括閒置產能、勞動參與率、平均工時、招募員工困難度、薪

資成長與非全職員工雇用情況等。央行表示，失業率現已降至7.1%，並預測明年

初將降至6.5%，但閒置產能僅緩速下降，故修正前瞻式指引之參考指標，期盼未

來2~3年內利率調升前可進一步消化閒置產能。

 12日 △美國國會正式通過無條件將債務上限延長至2015年3月16日，解除美國政府可能

面臨之債務違約風險。

 18日 △日本央行決議將「激勵銀行放款工具（Stimulating Bank Lending Facility）」與

「支援成長資金工具（Growth-Supporting Funding Facility）」等兩項對銀行提供

之低利融通工具，規模分別增加1倍至30兆日圓及7兆日圓，申請期限則延長1年

至2015年3月底，藉以激勵銀行增加放款，並暗示對未來進一步擴大寬鬆貨幣持

開放的態度。

 22日 △由於烏克蘭政府於2013年11月宣布拒簽「歐盟政治和自由貿易協定」，引發親歐

派不滿，並爆發2004年以來最嚴重的群眾示威。總統Viktor Yanukovych遭到罷免

與通緝，並由親歐派組成臨時政府。

 24日 △信評機構穆迪（Moody's）將西班牙債信評等調高一級至Baa2，展望也上調至正

面，因該國在恢復經濟平衡、結構改革方面取得進展。

 25日 △歐盟執委會將2014年歐元區經濟成長率由1.1%上修至1.2%，2015年則由1.7%上修

至1.8%，並預期通膨率低於2%的情況將持續至2016年，惟預計不至發生通縮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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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 △南韓與加拿大完成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若協定文件簽署及國會批准程序進展順

利，預定於2015年生效。

  △OECD之「期中經濟評估報告」（Interim Economic Assessment）指出，2014年年

初先進經濟體受暫時性因素影響，經濟成長可能略顯疲軟，惟預期下半年動能將

逐漸提升；新興經濟體則可能因金融緊縮及結構性因素導致經濟成長減緩，拖累

全球經濟復甦腳步。

 12日 △泰國央行宣布將政策利率調降0.25個百分點至2%，為3年來最低水準，以避免政

治動盪影響經濟成長。

 13日 △紐西蘭央行宣布調升官方現金利率0.25個百分點至2.75%，以抑制物價上漲，為近

年來第1個調升利率的已開發國家。

 15日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3月17日起，將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交易之每

日浮動區間，自中間價格上下1.0%擴大至2.0%。

 19日 △Fed決議自4月起將購債規模由每月650億美元縮減至550億美元，並修正前瞻指

引，改以包括就業、通膨及金融情勢等廣泛數據作為利率調整之考量。

 28日 △為因應4月1日起調高消費稅稅率可能對經濟產生的衝擊，日本政府宣布將加快實

施2014財政年度之財政支出。預計在2014財政年度前三個月（4月至6月）執行年

度總預算之40%，並在上半年度內完成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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