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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97年7月份

 3日 △考量全球糧食與能源價格高漲，通膨明顯增溫，印尼央行宣布調高官方利率（BI 

rate）1碼至8.75%，此係自本年第三度升息。

  △ECB管理委員會（Governing Council）宣布調升政策利率（主要再融通操作之最

低投標利率）1碼至4.25%，邊際貸放利率及存款利率亦同步分別調升1碼至5.25%

及3.25%。此為ECB維持利率不變13個月後首度恢復升息行動，同時亦為2005ı12

月以來第九度升息，調升後之利率達近7年來新高水準。

  △丹麥央行宣布調升14天期定存單利率1碼至4.60%，重貼現率由4.00%同步調升至

4.25%。

  △瑞典央行調高其附買回利率（repo rate）1碼至4.5%，係1996年11月以來新高，為

2006年以來第十二次升息。

 7日 △美國兩大房貸機構房利美（Fannie Mae）與房地美（Freddie Mac），受會計準則

調整之影響，需分別籌資460億美元及290億美元，以彌補資產減損，導致當日股

價分別大跌15.9%與17.7%。

  △八大工業國（G8）高峰會於日本北海道舉行為期3天之會議。主席日本首相福田

康夫發表聲明指出，G8將致力於解決全球暖化問題、抑制糧價及援助非洲國家。

 11日 △美國抵押貸款銀行IndyMac宣告倒閉，由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接管，並改名為

IndyMac聯邦銀行。

 13日 △美國財政部及聯準會提出拯救房利美及房地美兩家房貸機構的方案，將要求國會

授權無限制購買兩家機構的股票，並將兩家機構的信用額度提高。聯準會也授權

該兩家機構可以直接向紐約聯邦準備銀行借貸貼現窗口資金。

 14日 △美國聯準會通過房貸放款新規範，主要措施包括強制要求銀行業者須確實完成貸

款戶的財力徵信作業、規範業者不得設立提前清償罰則與要求不動產鑑價師必須

按實鑑價。新措施規範對象為承做房貸業務的所有放款機構，不單僅針對受聯準

會監管的銀行。

 15日 △日本央行政策委員會宣布本（2008）會計年度經濟成長率由4月預測之1.5%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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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2%，並將核心物價年增率由4月預測之1.1%大幅上調至1.8%。

  △泰國政府宣布將自本年7月25日起實施一項為期6個月，金額高達460億泰銖的振

興經濟計劃，內容包括降稅及提供低收入家庭多項民生減免措施，以提振低迷的

泰國經濟。

 16日 △考量通膨風險明顯升高，恐將衝擊泰國經濟長期潛在的成長與競爭力，泰國央行

宣布調升1天期附買回政策利率1碼至3.5%，此為2006年7月以來首度升息。 

 17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全球經濟展望最新預測報告」（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預測今、明兩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分別為4.1%及3.9%。

  △為抑制通膨壓力，菲律賓央行宣布調升隔夜存款利率及隔夜貸款利率各2碼至

5.75%及7.75%，為本年以來第二度升息。

 22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發布「亞洲經濟監測」報告，預測東亞新興經濟體今、明

兩年經濟成長率均為7.6%。

 23日 △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房貸緊急紓困法案，由政府提供3,000億美元的新房貸擔保，

預計受惠家數達40萬戶。

 24日 △考量經濟疲弱不振，紐西蘭央行宣布調降現金利率（cash rate）1碼至8.00%，此

係5年來首度降息。

 29日 △鑑於通膨持續惡化，印度央行調升貼現利率2碼至9.0%，為本年以來第三度升

息。

 31日 △美國經濟分析局公布第2季經濟成長率為1.9%，高於上季之0.9%。

民國97年8月份

 4日 △越南7月通膨率高達27.04%，越南政府緊急宣布各企業不得將增加的成本轉嫁至

消費者，並計劃凍漲燃煤價格與大眾運輸費率。

 5日 △考量全球糧食與能源價格高漲，通膨風險明顯上升，印尼央ā宣布調高官方利率

（BI rate）1碼至9.0%，為本年第四度升息。

 7日 △為抑制通膨，南韓央行宣布調升基準利率1碼至5.25%，為2001年2月以來最高。

 11日 △新加坡第2季經濟成長率由第1季的6.9%大幅降至2.1%，為2003年以來表現最差的

一季。新加坡貿工部將本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由原先的4~6%下修至4~5%。

 14日 △美國7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達5.6%，為1991年1月以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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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 △香港第2季經濟成長率由第1季的7.3%大幅降至4.2%，為2003年以來最差的一季，

惟香港統計處將本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仍維持在4~5%。

 17日 △美國7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達9.8%，為1981年6月以來最高。

 27日 △由於通膨壓力及預期仍高，泰國央行宣布調升1天期附買回政策利率1碼至

3.75%，為本年以來第二度升息。

 28日 △菲律賓第2季因物價漲升影響消費支出，且上年基期較高，經濟成長率由第1季之

4.7%略降至4.6%。

  △由於通膨率持續超出目標區，菲律賓央行宣布調升隔夜存款利率及隔夜貸款利率

各1碼至6%及8%，為本年以來第三度升息。

 29日 △日本政府宣布總規模達11.7兆日圓的振興景氣方案，採取增加政府支出、減免個

人所得稅及對小企業提供貸款保證等手段，期能協助民眾安然度過通膨與瀕臨衰

退的日本經濟。

民國97年9月份

 2日 △英國政府宣布投入10億英鎊拯救房市，內容包括降低房屋稅減免的門檻，提供首

次購屋的低收入戶無息房貸，以及各項補助及政府買屋回租等措施。

 4日 △為緩解通膨壓力，印尼央行宣布調高官方利率（BI rate）1碼至9.25%，係本年第

五度升息。

 11日 △日本內閣府公布第2季經濟成長率（已換算為年率）為-3.0%，為2001年第4季以來

最大衰退幅度，主要因企業與家庭削減支出以及出口減少所致。

 14日 △美國聯準會（Fed）宣佈3項措施以提供金融市場協助，包括：(1)擴大主要交易商

融通機制（PDCF）與短期融券機制（TSLF）之擔保品範圍；(2)TSLF的標售期間

縮短為每星期進行1次且標售總金額增至2,000億美元；(3)暫時放寬聯邦準備法第

23A章之規定限制，使存款保險受保機構能對其附屬機構能提供更多的流動性支

援至2009年1月30日止。

  △美國10家大型金融機宣佈各提供70億美元，成立總額達700億美元的擔保借款機

制（collateralized borrowing facility），參加之金融機構最高可獲得總基金規模三

分之一的貸款，以因應不時之需。

 15日 △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申請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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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引發金融市場劇烈動盪。為此，歐洲中央銀行（ECB）、英格蘭銀行

（BOE）與Fed聯手採取穩定金融市場之措施，挹注市場資金，以紓緩流動性緊

絀之情況。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9月16日起調降金融機構人民幣放款基準利率，其中1年期

放款基準利率調降0.27個百分點至7.20%；另自9月25日起調降中小型金融機構存

款準備率1個百分點至16.5%。

 16日 △Fed根據聯邦準備法第13-3章，授權紐約聯邦準備銀行提供850億美元貸款予美國

國際集團（AIG）。貸款利率為LIBOR再加上8.5個百分點，並以認購權證取得

AIG 79.9%的股權。該項貸款以AIG及其分支機構所有資產為擔保，並將以出售該

公司部分營運單位為其還款來源。

 17日 △BOE宣布延長特殊流動性機制（SLS）的期限至2009年1月，以防止金融市場動盪

進一步惡化。

 18日 △印尼央行宣布將隔夜附買回利率區間上限由官方利率（BI rate）加3個百分點降為

僅加1個百分點，下限則由減2個百分點調整為減1個百分點，調整後之隔夜附買

回利率區間為官方利率加減1個百分點。

  △Fed共提供1,800億美元的換匯操作予加拿大央行（100億）、BOE（400億）、

ECB（550億）、日本央行（600億）及瑞士央行（150億），採取聯合行動，以舒

緩因次貸危機對美元短期資金市場所帶來的龐大壓力。Fed與ECB及瑞士央行的換

匯操作總額分別達1,100億與270億美元。

 18日 △英國金融監理總署（FSA）宣布禁止放空29家金融機構股票，實施期限至2009年1

月16日止，該局將在30天後進行評估。

  △英國政府協調駿懋銀行（Lloyds TSB Group Plc）以122億英鎊收購英國最大房貸

銀行HBOS Plc。

 19日 △Fed核准兩項臨時性最終施行細則（interim final rules），截止日期為2009年1月30

日，主要為提供存款保險機構與銀行控股公司等無附加追索權貸款資金，以利其

從貨幣市場基金購入資產擔保商業本票。此外，Fed另將購入房利美、房地美與

聯邦住宅銀行所發行的短期債務。

  △美國財政部宣布建立暫時性的保證機制，動用500億美元的外匯安定基金

（Exchange Stability Fund）為貨幣市場共同基金提供擔保。根據這項計劃，未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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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只要支付費用參與，美國財政部都將保障公開發行且符合規定的貨幣市場

共同基金資產。美國財政部並重申房利美與房地美兩大房貸機構將增加購買房貸

抵押擔保證券（MBS），財政部也將擴大本身的MBS購入計畫。

  △中國政府推出穩定股市三大措施：(1)證券交易印花稅由0.3%調降至0.1%，並將原

先買賣雙方均課徵交易印花稅，改採單邊（賣方）課征；(2)要求中央匯金公司買

進工商、中國及建設等銀行股票；(3)要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支持國有企業

買回其控股的上市公司股票。

  △美國證管會宣布，自9月19日至10月2日禁止799支金融股放空交易，且將視實際

情況決定是否延長該禁止令。

  △美國財政部提交紓困方案（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TARP）予國會，主要

內容包括：(1) 財政部將舉債7,000億美元購買於2008年9月17日或以前承做或發行

的問題資產，其範圍涵蓋與住宅、商業房貸有關的資產；(2)該計畫期間以2年為

限，自法案通過實施後起算；(3)財政部可向在美國經營業務的金融機構收購問題

資產，也可與Fed主席商議後，由財政部買進外國金融機構的相關資產；(4)聯邦

政府舉債上限由原先的8兆1,840億美元調升為11兆3,150億美元。

  △德國、法國、愛爾蘭等國宣布全面禁止放空金融股。

 24日 △Fed與澳洲、瑞典、挪威與丹麥中央銀行簽訂換匯協議，金額分別為100億、100

億、50億與50億美元。

 28日 △荷、比、盧3國政府分別出資40億、47億與25億歐元，聯手挽救比利時最大銀行

保險業者富通銀行（Fortis）。

  △針對紓困方案，美國國會領袖與布希政府達成「2008年緊急經濟穩定法案」

（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臨時協議，將授權財政部，以總

額7,000億美元購買問題資產，同時要求美國政府應設置監督機制，款項分階段動

用，並限制接受紓困的企業主管不得領取高額離職金，薪水也將受限，且必須協

助一般房貸戶。

 29日 △美國眾議院否決布希政府的紓困法案。

  △Fed宣布與加拿大央行、BOE、ECB、日本央行、丹麥央行、挪威央行、澳洲央

行、瑞典央行與瑞士央行的換匯總金額增至6,200億美元，以穩定全球的金融市

場。Fed並擴大既有的或建立新的融通機制，包括84天期短期標售機制每次標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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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由750億美元增至250億美元，並成立總金額達1,500億美元的遠期標售機制。

  △ECB宣布自9月30日起至11月7日止實施特別期限再融通操作，供應巨額現金，以

舒緩銀行間拆款市場資金緊俏之情勢。

  △BOE宣布在必要狀況下允許擴大與Fed之間換匯規模最多至800億美元，惟目前仍

維持400億美元，合約期限展延至2009年4月底。

  △英國政府以410億英鎊接管陷入資本短缺困境之最大抵押貸款銀行Bradford & 

Bingley（B&B），並將其存款業務以6.12億歐元賣給西班牙Santander銀行。

  △德國政府提供350億歐元貸款保證，協助慕尼黑Hypo不動產銀行集團度過財務危

機。

  △冰島政府宣布以6億歐元購入該國第3大Glitnir銀行75%股份。

 30日 △愛爾蘭財政部宣布即刻起擔保國內所有存款，包含個人存款、商業存款，以及機

構與銀行間的債券，期限至2010年9 月止。

  △比利時與法國合資的金融服務集團 Dexia SA（DEXB-BE）股價重挫，該集團最大

股東以及比利時、法國政府宣布共同注資該集團64億歐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