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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03年4月份

 1日 △日本政府將消費稅稅率由5%調高至8%，為1997年4月以來再度調高消費稅稅率，

預估國民每年將增加約8兆日圓的負擔。為儘早促使經濟擺脫增稅衝擊，日本政

府已推出5.5兆日圓的經濟刺激方案，2014年度預算編列的公共工程也將集中於9

月底前實施。

  △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發布「2014年亞洲發展展望報告」指

出，開發中亞洲國家在先進國家經濟復甦與需求增長激勵下，經濟將保持成長，

惟中國大陸經濟增速放緩可能產生部分抵銷效果。2014年開發中亞洲經濟成長率

預測值為6.2%，略高於2013年的6.1%。

 7日 △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布「東亞暨太平洋地區經濟展望更新」報告指出，受

惠於高所得經濟體成長力道轉強、全球貿易回溫，且外人直接投資流入開發中

東亞依然強勁，故2014、2015兩年開發中東亞之經濟成長預測值僅微幅下修至

7.1%。隨美國持續縮減量化寬鬆規模，以及全球各經濟體調升政策利率之預期升

高，恐引發資本自疲弱經濟體大規模流出。

 8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之「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全球復甦態勢趨於明

確，但外部環境變化將對新興市場與開發中國家帶來新的挑戰。IMF預測，2014

年全球平均經濟成長率將從2013年的3%升至3.6%，2015年進一步升至3.9%。

 10日 △希臘首次重返國際債市籌資，投資人認購相當踴躍，成功發行30億歐元的5年期

公債，公債殖利率為4.75%，優於政府預期。

 11日 △中國證監會及香港證監會共同宣布，准許上海及香港投資人得透過當地證券經紀

商，買賣對方市場掛牌的股票；試點包括香港投資人買賣中國大陸A股的「滬股

通」，以及中國大陸投資人買賣港股的「港股通」，滬股通初期總額度為3,000億

人民幣，港股通為2,500億人民幣。

 14日 △新加坡貨幣管理局決議維持政策匯率區間不變，並允許新加坡元溫和且逐步升

值。鑒於國內經濟活動溫和擴張，新加坡貨幣管理局預測本年經濟成長率及通膨

率將各介於2%~4%及1.5%~2.5%。同日新加坡貿工部亦公布本年第1季GDP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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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估值為5.1%。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發布預估報告，指出美國2014財政年度之預算赤字

將下滑至4,920億美元，較2013財政年度的6,800億美元大幅減少近三分之一，財

政赤字可望改善。

 22日 △為加強金融機構對農業發展的支援，進而提升農村金融服務水準，中國人民銀行

宣布自本年4月25日起，調降縣域農村商業銀行及農村合作銀行存款準備率各8碼

及2碼，分別至16%及14%。

 24日 △為因應經濟走強推升通膨壓力，紐西蘭央行宣布將官方現金利率調升1碼至3%，

並暗示未來幾個月將持續緊縮貨幣政策。紐西蘭央行上個月已率先啟動升息循

環，領先所有已開發經濟體。

民國103年5月份

 6日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布「經濟展望報告」，預期今、明（2015）兩

年全球經濟及貿易均將穩步成長，惟因失業率仍高、部分新興經濟體經濟成長率

降低，以及通膨不及目標等風險仍在，將本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由上（2013）年

11月預測之3.6%下修至3.4%。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34個成員國與巴西、中國大陸、新加坡等13

個國家，共同簽署實施銀行間自動交換資訊標準（the 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採統一國際標準，將不同國家銀行的資訊在各國司法部門間自動

交換，以強化各國政府打擊海外避稅者的能力。

 9日 △日本財務省公布截至本年3月底政府債務總餘額為1,024兆日圓，創歷史新高，較

2013年底高出33.36兆日圓。

 20日 △新加坡貿工部公布本年第1季實質GDP較上季增加2.3%，大幅高於4月初估值之

0.1%，主要受惠於製造業持續擴張及已開發國家經濟穩步復甦，惟本年第1季

GDP年增率修正值為4.9%，略低於4月初估值之5.1%。

 23日 △日本4月核心CPI年增率受4月消費稅稅率由5%調高至8%之影響，大幅成長3.2%，

創1991年2月以來最大漲幅，且連續第11個月為正數。

 24日 △信評機構標準普爾（S&P）以西班牙經濟成長與競爭力改善為由，調高西班牙長

期債信評等1級至BBB；惠譽（Fitch）亦以希臘經濟與財政赤字改善為由，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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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長期債信評等1級至B，惟仍未達投資等級。

 30日 △為因應中國大陸景氣明顯降溫，中國國務院決定增強「定向降準」措施，對「三

農」(農業、農村、農民)及「小微企業」等符合結構調整需要，且滿足市場需求

的實體經濟提供貸款並達到一定比例的銀行，適當調降存款準備率。

民國103年6月份

 5日 △由於歐元區經濟復甦動能仍顯疲弱，且物價有下滑風險，歐洲央行（ECB）宣布

將主要再融通操作利率由0.25%調降至0.15%，邊際貸款利率由0.75%降至0.40%，

隔夜存款利率由0%降至-0.1%，並推出目標長期再融通操作（Targeted 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s, TLTROs），預計本年承做規模將達4,000億歐元，以鼓勵

銀行對企業與家計單位放款。

 7日 △泰國商業部要求全國業者凍結調漲多數消費品價格半年直至11月，以抑制生活費

用並提振經濟與信心。

 10日 △世界銀行（World Bank）下修本（2014）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值，由本年4月預測

的3.0%降至2.8%，主要因美國及中國大陸本年第1季經濟成長不如預期。

 12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警告，目前許多國家的房價遠高於歷史平均水準，必須採

取行動，以抑制可能出現的房價泡沫風險。

  △紐西蘭央行為抑制通膨壓力，繼3、4月升息後宣布再調升官方現金利率0.25個百

分點至3.25%。

 16日 △中國人民銀行針對符合審慎經營要求，且對三農和小微企業貸款達到一定比例的

商業銀行（不含本年4月25日已下調過存款準備率的銀行），調降人民幣存款準

備率0.5個百分點。並調降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和汽車金融公司之人民幣存款

準備率0.5個百分點。

 18日 △Fed預期本年經濟將溫和成長，並宣布再度縮減資產購買規模100億美元至每月

350億美元。惟受年初惡劣天候影響，本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由2.8~3.0%降為

2.1~2.3%。

 24日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第2波經濟結構改革方案，包括降低企業稅、擴大政府退

休基金購買股票等。惟學者專家批評本次內容為上年6月提出之「日本再興戰

略」之增訂版，目標雖然遠大，措施卻不夠大膽，成效恐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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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調整銀行業存貸比（銀行放款餘額占存款餘額比率，

目前規定存貸比不得超過75%）之包含項目，主要為減少放款包含之項目，並增

加存款包含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