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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 △香港金融管理局將貼現窗口基本利率由原先之 4.50%調高 1 碼至 4.75%，為自 2004

年 7 月以來第九度調升利率。

5 日 △鑑於油價高漲，南韓央行將本年南韓經濟成長率預估值由上年 12 月所預測之 4.0%下

調至 3.8%。

11 日 △新加坡貿工部公布本年第 2 季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率初估值為 3.9%。

13 日 △中國大陸公布反洗錢報告指出，上年境外流入大陸的外匯金額近 40 億美元，主要與

國際金融市場人民幣預期心理有關，美國、香港、台灣、日本及南韓則是個人大額

外匯資金跨境交易的主要來源及流向地區。

14 日 △中國人民銀行公布中國大陸本年 6 月底外匯存底餘額為 7,110 億美元，較上年同期增

加 51.1%。

20 日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本年第 2 季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率達 9.5%，略高於上季的

9.4%，成長主要動能來自強勁出口及固定資產投資。

△由於國內通膨持續升溫，泰國央行宣布將官方利率（14 天附買回利率）從 2.50%調

升到 2.75%。

21 日 △中國人民銀行宣布自即日起將人民幣兌美元匯率從 8.28人民幣兌 1美元，調升至 8.11

人民幣兌 1 美元，升值幅度為 2.0%，同時宣布多項匯率機制之改革措施，結束 10 年

來人民幣的固定匯率制度，正式步入管理浮動匯率制度。

△馬來西亞央行宣布放棄自 1998 年 9 月以來緊釘美元（1 美元兌 3.8 馬幣）的固定匯率

政策，改為釘住一籃貨幣、不限制浮動區間的管理浮動匯率制度。

26 日 △南韓央行公布本年第 2 季經濟成長率為 3.3%，高於上季的 2.7%，成長主要動能來自

民間消費支出擴增。

29 日 △美國商務部公布 2005 年第 2 季經濟成長率(與上季比，換算成年率)為 3.4%，低於第

1 季之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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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 △中共國家外匯局發布放寬人民幣在資本帳及經常帳上的兌換措施，將企業資本帳可保

留外匯收入的比率，由目前的 3 成調高至 8 成；大陸居民出境旅遊、探親及考察等

購買的外匯限額，出境時間在半年內者，由等值的 3,000 美元提高至 5,000 美元，超

過半年者，由等值的 5,000 美元提高至 8,000 美元。

4 日 △英格蘭銀行鑑於英國經濟成長已見減緩，調降該行 14天期附買回利率 1碼至 4.50%，

以期刺激景氣。

9 日 △美國聯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將聯邦資金利率目標由原先之 3.25%調高 1 碼至

3.50%，為自 2004 年 6 月以來第十次調升利率。主要融通利率也同步由 4.25%調高 1

碼至 4.50%的水準。自 2004 年 6 月迄今，FOMC 累計升息幅度為 2.50 個百分點。

△中國人民銀行宣布，即日起銀行只要具有即期結售外匯業務及衍生性商品交易業務資

格，即可從事遠期外匯業務，並增加部分資本帳與金融專案交易。此外，獲准辦理

遠期外匯業務 6 個月以上之銀行，即可辦理不涉及利率互換的人民幣與外幣的換匯

業務。

△印尼央行將官方利率（BI rate）由原先之 8.50%調升 1 碼至 8.75%。

10 日 △香港金融管理局將貼現窗口基本利率由原先之 4.75%調高 1 碼至 5.00%，為自 2004

年 7 月以來第十度調升利率。

11 日 △中國大陸本年 7 月貿易順差達 104 億美元，為本年以來單月首度突破百億美元；本年

前 7 月大陸貿易順差已超過 500 億美元，大幅超出上年全年的貿易順差總額。

16 日 △為遏止印尼盾進一步貶值，印尼央行再度調升官方利率 3 碼至 9.50%。

26 日 △英國本年第 2 季經濟成長率（與上年同季比）由第 1 季之 2.1%走緩至 1.8%。本季經

濟成長動能主要來自服務業產出，製造業產出則未見好轉。

29 日 △卡崔娜颶風登陸美國南部路易斯安那州，造成嚴重災情，紐奧爾良市成為棄城，50

萬人無家可歸，並至少造成保險業 260 億美元的損失。

31 日 △美國商務部公布 2005年第 2季修正後之經濟成長率(與上季比，換算成年率)為 3.3%，

低於第 1 季之 3.8%。

△歐元區本年第 2 季經濟成長率（與上年同季比）為 1.1%，略低於上季之 1.3%。其

中，家計部門消費力道持續減弱，投資及出口則略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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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 △印尼央行將官方利率（BI rate）由原先之 9.5%調升 2 碼至 10%，以期能舒緩通膨壓

力，並提振印尼盾走勢。

7 日 △加拿大中央銀行宣布提高官方利率一碼至 2.75%，以緩和通膨壓力。

△泰國央行調高官方利率（14 天期附買回利率）二碼至 3.25%，以防範通膨之威脅。

8 日 △亞洲開發銀行（ADB）發布 2005 年最新亞洲展望報告，將本年亞洲地區（不包括日

本）的經濟成長率由 4 月預測之 6.5%上調至 6.6%，明年的經濟成長率預測值則維持

在 6.6%。

12 日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所領導的自由民主黨在日本眾議院選舉中大勝，獲得 480 席中的

296 席。小泉於本年 8 月國會否決郵政民營化法案後解散眾議院，此次勝選代表改革

派的勝利。

20 日 △美國聯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將聯邦資金利率目標由原先之 3.50%調高 1 碼至

3.75%，主要融通利率也同步由 4.50%調高 1 碼至 4.75%的水準。自 2004 年 6 月迄

今，FOMC 已 11 次調升利率，累計升息幅度為 2.75 個百分點。

21 日 △國際貨幣基金（IMF）發布全球經濟展望報告，維持本年全球經濟成長率預測值於

4.3%，惟將明年成長率預測值由 4 月預測之 4.4%下修至 4.3%；並下修美國及歐元區

今、明兩年的經濟成長率預測值分別至 3.5%、3.3%及 1.2%、1.8%；日本今、明兩年

的經濟成長率均上修至 2.0%，中國大陸則分別上修至 9.0%、8.2%。

△香港金融管理局將貼現窗口基本利率由原先之 5%調高 1 碼至 5.25%。

22 日 △菲律賓央行宣布提高官方利率一碼，將央行對商業銀行的隔夜貸款利率由 9.25%調升

至 9.50%，隔夜存款利率則由 7%調升到 7.25%。

23 日 △七大工業國（G7）財政部長、央行總裁會議於華盛頓閉幕並發表共同聲明。除了歡

迎中共放寬人民幣匯制外，並警告，油價飆漲將威脅全球經濟成長，呼籲產油國增

加投資，提高石油產量。

23 日 △中國人民銀行宣布，放寬人民幣兌歐元、日圓及港幣等非美元匯率波動區間，從現行

之 1.5%放寬至 3%，兌美元匯率則仍維持 0.3%。

25 日 △中國人民銀行預測，本年中國經濟成長率將達 9.2%，消費者物價年增率則為 2%，明

年上半年經濟成長率及消費者物價年增率則將分別達 8.7%及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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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 △國際貨幣基金（IMF）暨世界銀行（IBRD）理事會聯合年會在華盛頓閉幕。本屆年

會除決定取消全球 18個最貧窮國家對世界銀行、國際貨幣基金及非洲開發銀行約 400

億美元的債務之外，並對當前世界經濟所面臨的重要議題加以討論，尋求解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