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國際景氣復甦緩慢，加上科技產業景氣疲弱，以及原油等原物料價格大

幅走低，致我國出口明顯衰退，影響民間投資意願，民間消費亦趨保守，第 2 季

起經濟明顯走緩，全年經濟成長率為 0.75%，低於上年之 3.92%。物價方面，受國

際能源等原物料價格下跌影響，全年消費者物價年增率為-0.31%，不含蔬果及能源

之核心消費者物價年增率則為 0.79%，漲幅溫和。

考量國內經濟成長持續減緩，負的產出缺口擴大，以及通膨預期溫和，本行

採行寬鬆的貨幣政策，於 9月及 12月兩度調降政策利率共 1碼，以提振景氣；同

時，透過公開市場操作，彈性調節市場資金，維持金融機構超額準備於較高水準，

全年平均銀行授信年增率為 4.66%，M2年增率為 6.34%，均高於經濟成長率，顯

示市場資金充裕，足以支應經濟活動所需。

鑑於金融機構不動產授信風險控管改善，以及政府推動健全房市措施，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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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機炒作減少，交易趨緩，104年 8月本行調整部分不動產授信規範措施，小幅刪

除 6 個特定地區，並調高高價住宅、公司法人購置住宅及自然人第 3 戶購屋之最

高貸款成數。

外匯市場方面，由於美國貨幣政策邁向正常化，歐、日則持續寬鬆貨幣並採

負利率政策，國際金融市場動盪；國際短期資金快速進出，國內金融市場波動加

劇，本行本於職責維持外匯市場秩序，緩和新台幣匯率的波動幅度，以利總體經

濟及金融穩健發展。

此外，年內本行適時修訂相關法規，促進人民幣商品多元化，有助發展人民

幣離岸市場。開放指定銀行發行外幣可轉讓定期存單，以及放寬銀行辦理電子化

外匯業務範圍，持續落實外匯自由化政策。另強化金融基礎設施，例如持續擴充

外幣結算平台功能，包括開辦境內及跨境日圓、歐元匯款，並提供外幣債票券款

券同步交割（DVP）機制；目前平台功能已臻完備，可提升外幣匯款效率，大幅

減少匯費，並提高支付系統之安全與效率，促進金融服務業發展。

展望未來，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動向、國際原油等原物料價格走勢、新興市

場經濟情勢及地緣政治風險等諸多變數，均將影響全球景氣復甦步調。本行將持

續密切關注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變化，彈性調整貨幣政策，以資因應。

茲循例編定 104 年本行年報，就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及本行業務概況予以敘

述分析，供各界參閱。文中疏漏在所難免，尚祈惠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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