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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106年1月份

 10日 △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布「全球經濟展望」報告指出，因全球貿易停滯、投

資疲軟及政策不確定性升高，將今、明兩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分別下修0.1個

百分點至2.7%、2.9%。惟美國未來之財政激勵措施可望使其復甦加速，而油價回

穩有助帶動本年新興市場暨開發中經濟體之成長。

 17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之「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告指出，上年全球經濟表

現平疲，預估成長率為3.1%。展望今、明兩年，由於先進經濟體經濟活動可望回

溫，彌補部分新興市場低迷之景氣，預測經濟成長率分別上升至3.4%、3.6%，惟

仍面臨主要國家政策變化致失衡擴大、匯率變動加劇、保護主義增溫、全球貿易

和移民限制增加等諸多下行風險。

  △聯合國（UN）發布「2017 年全球經濟情勢與展望」報告指出，由於大宗商品價

格回穩有利大宗商品出口型經濟體之經濟成長，加以美國經濟回溫及日本採擴

張性財政政策激勵景氣等因素，預測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2.7%，高於上年的

2.2%；明年則為 2.9%。

 20日 △中國大陸經濟受全球景氣疲弱，以及經濟轉型過程中內需成長趨緩影響，上年

全年經濟成長率由2015年的6.9%降至6.7%，為1991年以來最低，惟仍達成官方

6.5%~7.0%之目標。其中，服務業產值占GDP比重升至51.6%，高於工業產值比

重，經濟朝結構轉型目標前進。

  △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國第58任總統。

 23日 △美國總統川普簽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國正式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24日 △英國最高法院判決，英國政府須經國會批准始能按歐盟「里斯本條約」（ Treaty 

of Lisbon）第50條，啟動為期2年的英國脫歐談判。

  △為維持銀行體系流動性穩定，中國人民銀行分別調升對金融機構6個月及1年期之

中期借貸便利利率0.1個百分點至2.95 %及3.10%。

 27日 △美國上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化為年率）為1.9%，低於預期，主要係民

間消費支出成長下滑及輸出衰退所致；上年全年則受民間消費成長略減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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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投資疲弱影響，僅成長1.6%，為2012年以來最低。

民國106年2月份

 3日 △為調節銀行業資金及防範金融風險，中國人民銀行分別調升7天期、14天期及28

天期公開市場操作逆回購利率0.1個百分點至2.35%、2.50%及2.65%；並分別調升

隔夜、7天期及1個月期常備借貸便利利率0.35個百分點、0.1個百分點及0.1個百分

點，至3.10%、3.35%及3.70%，貨幣政策立場由寬鬆轉為穩健中性。

  △美國總統川普簽署行政命令，公布包括增加美國企業競爭力等7項金融監理之核

心原則，且要求財政部與其他金融監理部門磋商，檢視現行法規措施是否符合或

有助於促進上述核心原則，並提交相關報告。

 20日 △新加坡財政部公布2017財政年度預算書，總支出預計為751億新加坡元，較上年

增加5.2%，以激勵企業投資，提升景氣。

民國106年3月份

 5日 △中國大陸召開全國人大會議，公布本年經濟成長目標為6.5%左右，創26年以來新

低；在貨幣政策方面，為防止資產泡沫及控制金融風險，將本年M2年增率目標值

由上年的13%左右調降至12%左右，貨幣政策立場由寬鬆趨向穩健中性。

 7日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布「OECD期中經濟展望」報告指出，考量中國

大陸與美國之財政政策，以及歐元區進一步寬鬆貨幣等效果，預測今、明兩年全

球經濟將分別成長3.3%、3.6%，惟須注意金融市場與經濟基本面脫鉤、許多經濟

體面臨金融脆弱性，及全球政策不確定性升高等風險。

 15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決議將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0.25個百

分點至0.75~1%，主要係考量就業市場成長力道持續增強，經濟溫和擴張，且最

近數季通膨率逐漸接近2%長期目標。

  △荷蘭國會選舉，由現任總理Mark Rutte領導之「自由民主人民黨」（VVD）擊敗

疑歐派對手Geert Wilders領導之「自由黨」（PVV），獲得多數席次。

 28日 △日本政府提出「勞動方式改革實行計畫」，主要希望藉此改善非正職勞工低薪，

以及目前正職勞工工時過長之現象，相關法律修正案將於本年內提交國會審查，

並以2019年度實施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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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 △英國依據「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第50條規定，正式啟動脫離歐盟之

程序，展開為期兩年與歐盟之脫歐談判。

 30日 △美國上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化為年率）由1.9%上修至2.1%，主要係因

民間消費支出成長上修所致；惟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仍維持1.6%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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