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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 93年 10月

1日 △G7高峰會議於華盛頓揭幕，除討論原油價格高漲可能對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外，也

首度接納中國大陸參與對話。

11日 △新加坡公布第三季GDP年增率為 7.7%，相較於第二季的大幅擴張 12.5%，經濟成長

腳步已經放緩。

19日 △加拿大中央銀行宣布提高官方利率一碼至 2.50%，以緩和通膨壓力，是本年以來第二

度升息。

22日 △英國第三季實質 GDP 年增率由第二季的 3.6%下滑至 3.0%；與上季比之變動率則由

第二季的 0.9%跌至 0.4%，為上年第一季以來的最低水準，主要是因利率和油價上揚

打擊工業生產之故。

△在墨西哥灣的美國產油設施受颶風重創，加以熱燃油消費旺季屆臨的衝擊下，紐約商

業期貨交易所（NYMEX）西德州中級原油最近月期貨漲抵每桶 56.35美元，為原油

期貨交易 21年來所見的最高價位。

26日 △印度儲備銀行（Reserve Bank of India）為了遏制通貨膨脹，將政策利率（Reverse repo

rate）調升 0.25個百分點至 4.75%，為 2000年 9月以來首次升息。

28日 △紐西蘭中央銀行宣布提高官方利率一碼至 6.5%，以對抗通貨膨脹，這是本年以來第

六度升息。紐西蘭央行總裁 Bollard表示，紐西蘭經濟成長強勁，升息效應迄今尚未

完全反應，但相信目前的貨幣政策已足以確保物價穩定。

29日 △歐盟（EU）25個會員國領袖在義大利首都羅馬簽署歷史上第一部《歐洲憲法條約》，

該憲法條約的實施將使得歐盟內部統一的經濟體系、單一貨幣政策、對外關係和外

交政策更加協調一致，促使歐盟更加民主化、有效率及透明化。該條約將經過全體

會員國批准後生效，預計在 2007年實施。

△中國人民銀行報經國務院同意後，決定自本日起調高金融機構對客戶的人民幣存放款

基準利率，中長期調高幅度大於短期。其中，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調高 0.27個百分

點至 2.25%，一年期放款基準利率調高 0.27個百分點至 5.58%。所有期別的放款利率

不再設定上限，僅城鄉信用放款利率上限為放款基準利率的 2.3倍。此外，允許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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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類金融機構對其吸收的人民幣存款利率，可在不超過各期次存款基準利率的範

圍內向下調整。

29日 △美國商務部公布第三季經濟成長率持續擴張 3.7%，高於第二季之 3.3%。第三季經濟

成長率成長主要是拜消費者支出強勁成長 4.6%所致。

民國 93年 11月

8日 △近期歐元快速升值，逼近 1歐元兌 1.30美元的歷史高點，嚴重威脅正處於溫和復甦

的歐元區，歐洲中央銀行（ECB）總裁特里謝措辭嚴厲的表示，不歡迎此種劇烈

（brutal）的匯率波動，期能以口頭干預方式壓制歐元之漲勢。

10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宣布調升利率一碼，由原先的1.75%升至2.00%，

為本年 6月以來第四度升息。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自 2005年 1月 15日起將調高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及各股份制商業銀

行的外幣存款準備率，由目前 2%調高至 3%。

11日 △鑑於家庭債務負擔沉重，民間消費支出復甦緩慢，加上擔憂出口成長及營建投資減緩

可能不利經濟成長，南韓央行宣布將隔夜拆款利率目標調降 1碼至 3.25%的歷史最低

水準。

17日 △由於第三季經濟成長趨緩，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宣布本年度經濟成長由 8.0%-9.0%調

降至 8.0%-8.5%。

18日 △中國人民銀行調高境內商業銀行美元小額外幣存款利率上限。其中，一年期美元存款

利率上限提高 0.3125個百分點，調整後利率上限為 0.875%。此外，今後不再公布美

元、歐元、日圓及港幣二年期小額外幣存款利率上限，改由商業銀行自行決定。

19日 △南韓政府公布第 3季經濟成長率由上季之 5.5%略降至 4.6%，本季經濟成長之主因係

輸出及機器設備投資分別成長 17.6%及 6.7%所致。

21日 △鑑於國際油價持續維持高檔，美國雙赤字未見改善，加以歐元區及日本的經濟表現不

佳或低於預期，IMF下修明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值，由 4.3﹪降至 4.0%。

△由美、日、歐及新興國家 20 國（G20）召開的財政部長、央行總裁會議，發表包括

確保能源供給、改善貿易不平衡現象、健全美國財政、歐日持續結構改革等議題之

共同宣言。會中雖未直接提及匯率問題，但仍建議亞洲經濟體應採取更具彈性的外

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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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東協（ASEAN）十國與日本、南韓和大陸等十三國的領袖於寮國首都永珍舉行「東

協+3」（ASEAN+3）高峰會，商討區域合作事宜及成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

會中通過「永珍行動計畫」，加速推動 2020年成立包括東協安全、經濟和社會文化

的「東協共同體」目標的計畫方案。

30日 △美國商務部公布第三季經濟成長率初估值上修至 3.9%。

民國 93年 12月

1日 △歐元區第 3季的經濟成長率由第 2季的 2.1%（與上年同季比）下滑至 1.8%。與上季

比較之變動率，則由上季的 0.5%降至 0.3%，主要係因出口成長大幅放緩之故。

6日 △中國大陸上海證券交易所自本日起試辦國債買斷式回購交易。所稱的「國債買斷式回

購交易」為國債持有人將一筆國債賣出同時，與買方約定在未來某一日期，再由賣

方以約定之價格從買方購回該筆國債的交易行為。此類交易實施履約保證金制度，

履約金由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的上海分公司管理，並自本日上市的 2004年記帳式

國債開始試辦。

8日 △日本第 3季的經濟成長率由上季之-0.6%（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略升至 0.2%，較

第 1季之成長 6.8%大幅滑落，主要係因輸出及民間消費放緩之故。

10日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決議每日減產原油 100萬桶，以支撐油價。

△國際能源署（IEA）預估，2005 年全球石油需求成長率，將由本年之 3.3%滑落至

1.8%，主要係反映中國大陸需求的減緩。

14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宣布調升利率一碼，由原先的2.00%升至2.25%，

為本年 6月以來第五度升息。

15日 △泰國央行為控制通膨壓力，決定調升官方利率（14天期附買回利率）一碼至 2.0﹪，

係 8月以來第三度升息。

20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發表最新報告指出，東亞（東南亞國協 10國加中國大陸及南

韓）本年經濟成長率可達 7.6﹪，是 1997年亞洲發生金融危機以來最佳表現。明年

成長率則因日本與美國的景氣擴張減緩而略降至 6.5﹪。

22日 △美國商務部宣布美國第 3季經濟成長率由原先公布之 3.9%上修為 4.0%。

24日 △日本金融廳（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針對銀行、證券和保險業推出一套新的指導

方針，以期進一步放寬對金融行業的管制。該指導方針將精簡並調整各項規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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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經營行為的法律。此外，一套全面性的「投資服務法」（investment service law）

亦將被頒布，以保護消費者利益。

26日 △印尼、斯里蘭卡及泰國等東南亞國家沿海，受到發生於印尼蘇門達臘島海域的大地震

所引發之海嘯侵襲，受難人數超過十萬人，觀光業及漁業亦嚴重受創。

30日 △歐洲中央銀行（ECB）總裁特里謝雖數度以口頭干預方式期能遏止歐元升值，仍無法

抵擋歐元的凌厲漲勢，近期 1歐元已突破 1.36美元的價位，本日再度觸及 1.3667美

元的歷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