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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 95 年 4 月

10 日 △泰國央行衡酌近期經濟金融情勢，認為 2006 年第 1 季物價雖僅溫和上漲，但考量實

質存款利率仍為負數，加上整體經濟擴張尚稱穩健，因而調高官方利率（14 天期附

買回利率）1 碼至 4.75%。

19 日 △國際貨幣基金（IMF）發布「國際經濟展望」報告，將 2006 年全球經濟成長率預測

值由 2005 年 9 月預估之 4.3%，上修至 4.9%，2007 年之經濟成長率預測值為 4.7%。

20 日 △中國國家統計局指出，經過初步核算，2006年第 1季國內生產總值達 4.33兆人民幣，

較上年同期成長 10.2%。

26 日 △馬來西亞央行宣布將官方利率（隔夜拆款利率）調升 1 碼至 3.50%，為 2005 年 11 月

以來第三度升息。

27 日 △中國人民銀行宣布自 28 日起將金融機構 1 年期基準放款利率由原先之 5.58%調高至

5.85%，調幅為 0.27 個百分點，其他各期別放款利率亦相應調高。

民國 95 年 5 月

8 日 △日銀發布報告指出，2005 年日本平均地價上揚 1.4%，為 15 年來首度回升，顯示經

濟持續穩健擴張。

9 日 △印尼央行考量該國 4 月通膨率已降至 2005 年 10 月以來的低點，且在印尼盾強勢升值

之下，進口價格可望下跌，未來物價將可能持續走低，故宣布調降官方利率（BI

rate）1 碼至 12.5%，以刺激經濟成長。

10 日 △美國聯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將聯邦資金利率目標由原先之 4.75%調高 1 碼至 5.00%，為

自 2004 年 6 月以來第十六次調升利率。

11 日 △香港金融管理局將貼現窗口基本利率由原先之 6.25%調高 1 碼至 6.50%。

17 日 △新加坡貿易部公布本年第 1 季經濟成長率由原先初估之 9.1%上調至 10.6%，並將本

年經濟成長率預測值亦由原先之 4.0%~6.0%調高為 5.0%~7.0%。

23 日 △香港第 1 季經濟在內外需皆強勁擴張下成長 8.2%。

29 日 △為了抑制房市過熱，中國國務院將自本年 6月 1日起，針對房市實施 15項調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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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調高一般住宅貸款自備款比率，由現行之 20%調高至 30%，及購屋未滿 5 年

轉售須課徵 5.5%之營業稅等項最受矚目。

30 日 △馬來西亞本年第 1 季經濟成長率為 5.3%，高於上年之 5.2%。

民國 95 年 6 月

2 日 △南韓央行公布 2006 年第 1 季經濟成長率為 6.1%，成長主要動能來自出口及民間消費

支出擴增。

7 日 △鑑於油價上漲超乎預期，通膨有加速之虞，泰國央行調高官方利率（14 天期附買回

利率）1 碼至 5.0%。

8 日 △由於經濟穩定復甦、油價維持高檔，可能加速未來通膨升溫，南韓央行宣布調升政策

利率（無擔保隔夜拆款利率）1 碼至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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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邊際貸放利率及存款利率亦同步調升 1 碼至 3.75%

及 1.75%，此為自 2005 年 12 月以來第三度升息。

16 日 △中國人民銀行宣布自本年 7 月 5 日起調高法定存款準備率 0.5 個百分點，主要金融機

構的存款準備率由原先之 7.5%調高至 8%。

29 日 △美國聯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將聯邦資金利率目標由原先之 5.00%調高 1 碼至 5.25%，為

自 2004 年 6 月以來第十七次調升利率。

△美國商務部上修 2006 年第 1 季經濟成長率至 5.6%(與上季比，換算成年率)，較上年

第 4 季之 1.7%為高。

30 日 △香港金融管理局將貼現窗口基本利率由原先之 6.50%調高 1 碼至 6.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