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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04年4月份

 1日 △日本政府依據本年3月31日公布之「所得稅法部分修正案」，將目前約34.62%之

法人實際有效稅率，分兩年下調至31.33%，以減輕企業之租稅負擔，並計劃未來

再調降至30%以下。

 15日 △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3.5%，主要成長動

力來自先進經濟體；由於部分大型新興國家及原油出口國成長前景減弱，新興市

場暨開發中經濟體之經濟成長將較上年放緩。預期負面因素緩解後，明年新興市

場可望加速成長，帶動全球經濟成長上升至3.8%。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中國大陸本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為7.0%，低於上季的7.3%，

主要係內需持續疲弱及外需減緩所致。惟產業結構轉佳，服務業產出占GDP比重

由上年的48.2%上升至本年第1季的51.6%。

  △ECB貨幣政策會議宣布維持政策利率不變，總裁Draghi表示，擴大資產購買計畫

運作順暢並漸生效果，該計畫不會提前結束，亦不會因許多短期公債殖利率已低

於存款操作利率（-0.20%）而再次調降利率。

 19日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4月20日起全面調降各類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

率1個百分點，調降後，大型銀行存款準備率為18.5%，中小型銀行存款準備率為

15.0%。另採行定向降準，對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等農村金融機構額外調降1個

百分點，農村合作銀行降至與農村信用社相同水準，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額外調降

2個百分點，符合審慎經營要求且對三農或小微企業貸款達到一定比例的國有銀

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可較其他同類機構法定存款準備率低0.5個百分點。

 29日 △為提振通膨，瑞典中央銀行宣布擴大政府債券購買規模400至500億瑞典克朗，將

使得央行持有公債餘額達800至900億瑞典克朗，並表示若有必要，將再提高收購

規模。

  △由於出口及經濟成長較預期疲弱，泰國央行宣布調降政策利率0.25個百分點至

1.50%。

 30日 △本年第1季美國GDP成長率（與上季比化為年率）由上年第4季的2.2%降至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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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係民間消費成長減緩及輸出大幅下滑所致。

民國104年5月份

 5日 △由於商品價格持續下跌及民間部門需求仍弱，澳洲央行宣布自5月6日起調降現金

利率目標1碼至2.0%。

 7日 △IMF發布「亞太地區經濟展望報告」表示，因健全的勞動市場、低利率，以及近

期下滑的油價支撐內需，加以全球景氣復甦提振出口，預期本年亞太地區經濟成

長率為5.6%，與上年持平，明年則微幅降至5.5%。

 10日 △為降低社會融資成本以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5月11日起調降金

融機構人民幣存、放款基準利率各0.25個百分點，1年期存、放款基準利率分別降

至2.25%及5.10%，其他各期別存、放款基準利率亦相應調整；另為推動利率自由

化改革，將各期別存款基準利率浮動區間之上限，由1.3倍調升為1.5倍。

 14日 △本年第1季歐元區之GDP年增率初估值為1.0%，高於上年第4季之0.9%，主要係因

法國與義大利經濟表現優於預期所致。

 15日 △中國人民銀行允許地方政府發行之置換債券（地方政府發行債券置換過去之借

款）納入人民銀行部分貨幣政策操作之抵押品範圍，及商業銀行質押貸款之抵押

品範圍，並可按規定於市場承作回購交易，以提高銀行與地方政府置換債券之意

願，確保地方政府債券順利發行。

 19日 △聯合國（UN）發布「2015年世界經濟情況及展望」年中報告指出，因拉丁美洲及

俄羅斯等轉型經濟體與部分開發中國家經濟前景不佳，因而下修本年全球經濟成

長率預測值0.3個百分點至2.8%，明年則下修0.2個百分點至3.1%。先進經濟體成

長前景則略為改善；東亞地區未來仍為全球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因素，預計今、

明兩年經濟成長率均為6.0%，出口成長亦可望回升。

 29日 △美國下修本年第1季GDP成長率（與上季比化為年率）至-0.7%，主要係貿易入超

擴大及企業存貨成長較初估值減緩所致。

民國104年6月份

 3日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布「OECD經濟展望」報告，由於本年第1季全

球成長疲弱，將本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由上年11月預測的3.7%，下修至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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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日 △本年第1季歐元區之GDP年增率修正值為1.0%，與初估值相同，並高於上年第4季

之0.9%，主要是受民間消費及企業投資所支撐。

 10日 △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布「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將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由1月

預測的3.0%下修至2.8%。預測主要經濟體中，歐元區及日本的經濟好轉，美國亦

持續穩健成長，惟中國大陸恐續走緩。

 11日 △紐西蘭央行宣布調降官方現金利率0.25個百分點至3.25%，為上年7月以來首次降

息，主要係為因應酪農業出口品價格下跌及國內需求減緩。

  △南韓央行宣布調降政策利率0.25個百分點至1.50%，創歷史新低，且為上年8月以

來第4度降息，主要係因5月爆發之MERS疫情重挫內需，加上出口連續6個月衰

退。

 24日 △中國大陸國務院通過刪除銀行放款餘額與存款餘額比例不得超過75%之規定，並

將該比率由法定監管指標改為流動性監測指標。

  △本年第1季美國GDP成長率（與上季比化為年率）由前次估計之-0.7%上修

至-0.2%，主要係民間消費與企業庫存較預期增加，以及輸出下滑幅度縮減。

 27日 △為降低社會融資成本以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6月28日起，調

降各期別存、放款基準利率各0.25個百分點，其中，1年期放款及存款基準利率分

別降至4.85%及2.00%。並採定向降準措施，對「三農」貸款達一定標準之城市商

業銀行及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調降存款準備率0.5個百分點；對「三農」或小微企

業貸款達一定標準之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外資銀行調降存款準

備率0.5個百分點；另調降財務公司存款準備率3個百分點。。

 28日 △希臘為了保護瀕臨崩潰的金融體系，宣布實施資本管制，自6月29日至7月6日國

內銀行停業且股市休市，且銀行自動提款機（ATM）每日提款上限為60歐元。

 30日 △希臘未能償還IMF到期之15.56億歐元債務，成為OECD首個債務違約國家。IMF

表示，希臘須還清欠款，始能再取得IMF之援助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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