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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 95 年 7 月

3 日 △根據世界銀行統計，中國 2005 年經濟規模(依國民所得毛額計算)以些微差距超越英

國，成為僅次於美、日、德之後的全球第四大經濟體。

6 日 △由於通膨壓力減緩，為刺激國內需求，印尼央行宣布調降官方利率（BI rate）1 碼至

12.25%，此為三個月來第二次降息。

14 日 △有鑑於日本經濟在內外需推動下將持續溫和擴張且預估消費者物價年增率亦將持續維

持正數，日本央行宣布結束零利率政策，調升無擔保隔夜拆款目標利率一碼至

0.25%，並將重貼現率由目前之 0.1%調升至 0.4%。

18 日 △中國本年第 2 季經濟成長率達 11.3%，創 1995 年第 1 季以來的單季新高，上半年經

濟成長率高達 10.9%。

21 日 △繼本年 7 月 5 日調升主要金融機構存款準備率 0.5 個百分點後，中國人民銀行再度宣

布自本年 8 月 15 日起調高主要金融機構法定存款準備率 0.5 個百分點至 8.5%。

民國 95 年 8 月

3 日 △由於物價穩定風險上升，歐洲中央銀行（ECB）管理委員會宣布將主要再融通操作之

最低投標利率調升 1 碼至 3.0%；邊際貸放利率及存款利率亦同步調升 1 碼至 4.0%及

2.0%，此為自上年 12 月以來第四度升息。

△有鑑於英國經濟擴張加速，通膨升溫，英格蘭銀行（BOE）調升 14 天期附買回利率

（repo rate）1 碼至 4.75%，為自上年 8 月調降利率 1 碼以來首度升息。

8 日 △為刺激國內消費支出及帶動國內經濟成長，印尼央行宣布調降官方利率（BI rate）2

碼至 11.75%，此為 4 個月來第三度降息。

10 日 △由於國內景氣復甦及油價持續攀高對通膨造成潛在壓力，南韓央行宣布調升政策利率

（無擔保隔夜拆款利率）一碼至 4.5%，此為 2001 年 9 月以來最高水準。

△新加坡本年第 2 季因出口擴張趨緩，經濟成長年增率由第 1 季之 10.8%放緩至 8.1%，

成長動能主要來自製造業、批發零售業及金融服務業生產擴張。

18 日 △中國人民銀行宣布，自 8 月 19 日起調升金融機構 1 年期存放款基準利率各 0.27 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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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點至 2.52%及 6.12%，其他各期別存放款利率亦相應調高。

22 日 △香港本年第 2 季經濟成長年增率由第 1 季之 8.0%放緩至 5.2%，惟仍連續 11 季高於

過去 10 年之平均成長率 3.9%。

民國 95 年 9 月

5 日 △亞洲開發銀行（ADB）發布 2006 年最新「亞洲經濟展望」報告，將今、明兩年亞洲

地區（不包括日本）的經濟成長率預測值由4月預估之7.2%、7.0%分別上調至7.7%、

7.1%。

13 日 △IMF 發布「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分別將今、明兩年全球經濟成長率測值由 4 月預

估之 4.9%、4.7%各調升 0.2 個百分點至 5.1%、4.9%。IMF表示，這將是全球自 1970

年代初期以來連續 4 年最高的經濟成長擴張期。

19 日 △日本國土交通省公布 2005 年全國地價調查報告，資料顯示上年 7 月至本年 7 月間住

宅區與商業用地平均漲幅分別為 0.1%與 3.6%，此波商業用地價格回升，主要因經濟

持續復甦，帶動商業區辦公空間需求增加與房地產投資擴大所致。

20 日 △國際貨幣基金（IMF）暨世界銀行（IBRD）理事會聯合年會於新加坡舉行為期 2 天

之會議。本屆年會除決定增加中國、南韓、土耳其及墨西哥等 4 國之投票權外，並

對當前全球經濟所面臨的重要議題加以討論，尋求解決之道。

26 日 △日本自民黨新任總裁安倍晉三在臨時國會中正式被選為第 90 任日本首相，為日本戰

後最年輕的首相，安倍強調，重建財政將是新內閣重要使命，他將承襲前任首相小

泉改革之路，繼續削減政府支出，同時也將減少明年度的國債發行量。

△世界經濟論壇（WEF）發布 2006 全球競爭力報告，其中最具競爭力的前 3 名國家分

別為瑞士、芬蘭及瑞典。

28 日 △美國商務部下修本年第 2 季經濟成長率至 2.6%（與上季比，換算成年率），遠低於

第 1 季之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