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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05年4月份

 5日 △印度央行將附買回利率調降0.25個百分點至6.50%，為上年9月以來首度降息，主

要係通膨已受控制，降息可望支持疲弱的民間投資，以提振經濟活動。

 7日 △世界貿易組織（WTO）將2016年全球貿易成長率預測值由上年9月預測的3.9%大

幅調降至2.8%，主要受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走緩速度超乎預期、金融市場波動幅

度加劇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因素所影響；2017年在亞洲進口商品需求增加帶動

下，成長率預測值為3.6%。

 11日 △世界銀行（World Bank）將2016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由上年10月預測的3.0%

下修至2.5%；受惠於審慎的總體經濟政策，除中國大陸外之東亞開發中經濟體之

成長率預測值則為4.8%，略高於2015年的4.7%。

 12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將2016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值由本年1月預測的3.4%下修至

3.2%，主要受先進經濟體生產力成長低落致經濟成長停滯、中國大陸成長減緩及

金融市場波動加劇等因素影響。2017年在新興暨開發中經濟體成長逐漸回升下，

可望成長3.5%。

 14日 △鑒於經濟成長及核心物價上漲速度較先前預期緩慢，新加坡貨幣管理局宣布將新

元匯率政策區間由溫和漸進升值調整為升值速度為零，惟仍保持匯率政策區間寬

度及中線不變。

 28日 △本年第1季美國GDP成長率（與上季比化為年率）為0.5%，主要係民間消費支出

成長下滑及非住宅固定投資衰退幅度擴大所致，其中非住宅固定投資金額連續兩

季呈現縮減，且減少金額為2009年第3季以來最高。

民國105年5月份

 1日 △中國大陸財政部自本日起將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保險業及生活服務業納入營

改增（營業稅改徵增值稅），為2012年陸續對交通運輸業、郵政業、現代服務業

及電信業實施營改增以來，幅度最大的稅制改革。此次改革適用的企業高達1,100

多萬家，最大效益在於減輕企業稅負，官方表示本年減稅效果將達5,000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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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3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亞太地區經濟展望報告」表示，亞太地區面臨全球

復甦疲軟、國際貿易成長放緩以及中國大陸經濟結構轉型等阻力，且債務攀升，

均為經濟成長隱憂，預測本年經濟成長率將由上年的5.4%略下滑至5.3%。

  △由於通膨偏低，且房市降溫，為達成通膨目標，澳洲央行宣布自5月4日起調降現

金利率目標1碼至1.75%。

 12日 △聯合國（UN）發布「2016年全球經濟形勢與展望」年中更新報告，表示全球的經

濟活動仍未見起色，在本年出現轉機的可能性偏低，加以生產力成長緩慢及投資

長期衰弱恐拖累全球長期成長潛力，將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下修0.5個百分

點至2.4%。

 27日 △於日本召開之七國集團（G7）高峰會發布閉幕領袖宣言，重申維持現有的匯率協

定，主要包括不設定匯率目標及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並表示匯率過度和無序波

動可能損及經濟活動。7國央行總裁亦同意，採行包括非傳統貨幣政策以繼續支

持經濟復甦，符合央行職責。

  △本年第1季美國GDP成長率（與上季比化為年率）由0.5%上修至0.8%，主要係住

宅投資金額上修，較上季增幅為逾3年來新高，加上企業庫存減少情形未如初步

估計嚴重，使民間投資下滑幅度略為減緩所致。

民國105年6月份

 1日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布「經濟展望報告」，預測今、明兩年全球經

濟成長率分別為3.0%與3.3%。由於先進經濟體成長緩慢，新興經濟體成長下滑，

加以英國恐脫歐、新興經濟體債務曝險高及金融市場動盪等風險，全球經濟受困

低成長陷阱。建議各國落實財政政策與結構性改革，並降低貨幣政策負擔，以激

勵經濟成長。

  △日本安倍首相宣布將消費稅率由8%調高至10%之計畫再延後2年半，至2019年10

月實施。延後增稅主要係因國內經濟疲弱，貿然增稅恐致日本再陷通縮困境，讓

「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效果減弱。

 2日 △歐洲央行（ECB）貨幣政策決議維持政策利率及每月購債金額不變，並自6月8日

起執行歐元區內以歐元計價之投資等級歐元區企業債券購債計畫，另自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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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執行第二輪目標長期再融通操作（TLTRO II）。

 3日 △菲律賓央行啟用利率走廊（interest-rate corridor, IRC）架構，將隔夜附賣回利率由

4%調降至3.0%，並作為政策利率。隔夜附賣回利率減0.5個百分點為隔夜存款利

率，隔夜附賣回利率加0.5個百分點為隔夜放款利率（即隔夜附買回利率）。

 7日 △世界銀行（World Bank）將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由1月預測的2.9%下修至

2.4%；預期先進經濟體溫和成長1.7%，新興市場暨開發中經濟體則因商品價格低

迷及全球貿易疲軟削弱經濟動能僅成長3.5%，較1月預測值低0.6個百分點。

 9日 △南韓央行調降政策利率0.25個百分點至1.25%，創歷史新低。主要受出口持續衰

退，消費支出因家庭債務升高仍顯疲弱，加以對負債沉重之企業進行整頓，及市

場普遍預期Fed將延後升息等因素影響。

 16日 △在全球經濟復甦步調遲緩及通膨壓力漸緩下，為提振經濟，印尼央行宣布自6月

17日起調降基準利率（BI rate）目標0.25個百分點至6.50%，並調降7天期附賣回

利率（7-Day（Reverse）Repo Rate）1碼至5.25%。印尼央行於4月15日宣布自8月

19日起將7天期附賣回利率作為政策利率。

 24日 △英國於6月23日就是否脫離歐盟舉行公投，結果脫歐派以51.9%之得票率勝出。英

鎊兌美元隨即重貶，英國股市及主要國家股市大跌，主要國家10年期公債殖利率

亦走低。

 28日 △本年第1季美國GDP成長率（與上季比化為年率）由0.8%再度上修至1.1%，主要

係輸出與企業投資改善，抵銷民間消費增幅減少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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