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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05年1月份

 1日 △中國大陸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對於生育兩個以內（含兩個）孩子，不需審批，由

家庭自主安排，且自願生育一個子女的夫妻，不再給予獎勵優惠。

 6日 △世界銀行發布「全球經濟展望」報告指出，因新興及先進經濟體成長減緩、油

價跌至金融危機後新低，及全球貿易成長漸緩，估計2015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

2.4%，低於前次（2015年6月）預測的2.8%。未來若主要國家經濟持續成長、利

率不驟然升高、商品價格回穩，且中國大陸經濟結構以漸進式轉型，預測 2016及

2017年全球經濟成長將分別升至2.9%、3.1%。

 14日 △印尼央行宣布自1月15日起，調降基準利率（BI rate）目標0.25個百分點至

7.25%，以提振持續疲軟之經濟。

 18日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於16日~18日在北京舉行開業儀式暨理事會和董事會成立

大會，由金立群出任首任行長，中國大陸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出任首屆理事會主

席。

 19日 △2015年第4季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降至6.8%；全年則成長6.9%，為1991年來最

低，主要受出口衰退、內需成長持續放緩，加以經濟結構改革緩慢等因素影響。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告」指出，2015年全球經濟表

現並無明顯起色，估計經濟成長率為3.1%，低於2014年的3.4%。未來全球經濟仍

將繼續受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放緩、能源等商品價格走低及美國於穩健復甦下漸進

升息所影響，因此將2016及2017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分別下調至3.4%、3.6%，均

較前次（2015年10月）預估值低0.2個百分點。

 26日 △IMF於2010年第14次之攤額（quota）檢討所提出的攤額及治理改革終於生效，

全體188個會員國之攤額總規模由2,382億SDR增加至4,770億SDR；金磚四國（巴

西、俄羅斯、印度及中國大陸）躍居攤額及投票權比重前10大，新興市場及發展

中經濟體之發言權提升。由於重大議案需經會員國85%以上投票權通過，此次美

國投票權比重雖降至16.47%，仍對重大議案具一票否決權。

 29日 △日本央行宣布，將自2月16日起實施負利率政策，對銀行新增之超額準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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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0.1%之利率（亦即收取0.1%之保管費），主要係因國際油價大跌，加上以中國

大陸經濟為首之新興經濟體成長放緩衝擊全球經濟，致日本通縮心理復燃，可能

不利春季例行之勞資調薪協商。

 30日 △2015年第4季美國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化為年率）為0.7%，低於預期，主要係

民間消費支出成長下滑及輸出衰退所致；全年則成長2.4%，與2014年持平，主因

勞動市場明顯好轉，房市改善，惟輸出受強勢美元及全球經濟放緩影響，表現略

顯疲軟。

民國105年2月份

 2日 △為穩定房市發展，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在未實施限購措施之城市，居民家庭購買普

通住房之商業性房貸，原則上最低首付自備款為25%，可向下浮動5個百分點（原

為25%、不可向下浮動）；對已有1套住房且房貸未結清者，再次申請購買普通住

房之商業性房貸，最低首付款比率不得低於30%（原為40%）。

 3日 △南韓政府宣布規模逾20兆韓元的振興經濟方案，內容包括：增加政府支出6兆韓

元、擴大政策性放款4.9兆韓元及增加貿易融資10.6兆韓元等，以期藉此提振本年

第1季經濟成長。

 11日 △瑞典央行宣布，自2月17日起調降附買回利率0.15個百分點至-0.50%。主要係因通

膨持續低於2%之目標水準，及避免瑞典克朗升值過快。

 18日 △OECD發布「OECD期中經濟展望」報告，將今、明兩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由上

年11月預測的3.3%與3.6%，分別下修至3.0%與3.3%，主要係因貿易與投資疲弱，

需求停滯導致低通膨及薪資與就業成長不足。鑒於金融部門波動加劇及新興市場

債務增加帶來經濟下行風險，全球除貨幣政策外，需再強化財政政策與結構性改

革，始能提振經濟。

  △在全球經濟復甦步調遲緩及通膨壓力漸緩下，為提振疲弱之經濟，印尼央行宣布

調降基準利率（BI rate）目標0.25個百分點至7.00%，並自3月16日起調降存款準

備率1.0個百分點至6.5%。

 26日 △2015年新加坡經濟成長率由2.1%略下修至2.0%，主要係因製造業衰退幅度較初步

估計嚴重所致，其中以交通工程及電子業衰退幅度較大。

  △2015年第4季美國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化為年率）由0.7%上修至1.0%，主要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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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減少庫存投資之情形，未如初步估計嚴重所致。2015年全年經濟成長率則仍

維持2.4%不變。

 29日 △中國人民銀行為提供市場充裕之流動性，引導銀行放款適度成長，宣布自3月1日

起調降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率0.5個百分點，大型金融機構及中小型金融機構

分別調降至17.0%及13.5%。

民國105年3月份

 5日 △中國大陸國務院於兩會發表政府工作報告，設定第13個5年計畫（2016~2020年）

平均年經濟成長保持在6.5%以上，並訂定本（2016）年各項財經指標目標值：經

濟成長率6.5%~7.0%，消費者物價漲幅3%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000萬人以上，城

鎮登記失業率4.5%以內，財政赤字率可達3%，廣義貨幣M2成長13%左右，社會

融資規模成長13%左右。

 10日 △為支持經濟復甦，ECB宣布降息及擴大量化寬鬆政策，包括：（1）調降主要再融

通利率及邊際放款利率各0.05個百分點，分別至0.00%及0.25%，並調降存款利率

0.1個百分點至-0.40%；（2）自4月起，購債規模由每月600億歐元提高至800億歐

元，並將歐元計價投資等級之歐元區企業債券納入購債範圍；（3）推出第二輪

目標長期再融通操作（TLTRO II），自6月起，每季執行1次共4次，每次到期期

間為4年，利率採主要再融通操作利率；（4）為鼓勵銀行放款，銀行於2016年2

月初至2018年1月底，若累積淨放款金額超過ECB所訂之門檻，最低可享與ECB存

款利率相同之利率。

  △紐西蘭央行宣布調降官方現金利率0.25個百分點至2.25%，主要因中國大陸等新興

市場及歐洲經濟成長減速，全球經濟成長展望惡化，及通膨偏低等，需採寬鬆貨

幣政策，以確保未來平均通膨率回到目標區間1%至3%的中間值。

 17日 △在全球經濟復甦步調遲緩及通膨壓力漸緩下，為提振疲弱之經濟，印尼央行宣布

調降基準利率（BI rate）目標0.25個百分點至6.75%，係本年來連續第三度降息。

 25日 △上（2015）年第4季美國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化為年率）由1.0%上修至1.4%，

主要係民間消費支出力道較前次估計強勁，抵銷企業庫存下滑幅度增加之負面影

響所致。

 29日 △日本國會通過2016年度預算，總金額創下96.72兆日圓新高，較2015年度增加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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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億日圓，主因人口快速老化，福利支出激增。

 30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發布「2016年亞洲發展展望報告」，下修亞洲發展中經濟

體今、明（2017）兩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至5.7%，低於上年之5.9%，主因美國貨

幣政策趨緊使金融市場波動加劇、中國大陸經濟進一步放緩衝擊鄰近經濟體，及

原物料價格疲弱影響商品出口國，並使生產者物價緊縮等下行風險，損及經濟成

長動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