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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 93年 7月

2日 △香港金融管理局宣布調升隔夜貼現基準利率一碼，由目前的 2.5%調升至 2.75%，此

次為香港四年多以來首次升息。

16日 △中國大陸公布本年第 2季經濟成長率為 9.6%，總計上半年經濟成長率為 9.7%。

13日 △歐洲法院判決，歐盟財政部長會議於 2003年 11月決議，對連續違反「穩定暨成長協

定」規定（每年預算赤字對 GDP 的比率不得高於 3%）的德國及法國不予懲罰案為

無效。因為若該不予懲罰案成立，歐盟執委會日後將無法面對及處理會員國違反「穩

定暨成長協定」之問題。

21日 △Fed主席葛林斯班至美國參議院進行半年度報告，會中葛林斯班表示，美國經濟已進

入可持久擴張的階段，而由於美國尚未面臨嚴重的通膨威脅，因此 Fed 應仍能持續

以漸進式步調整利率目標。

21日 △鑑於日本的景氣復甦狀況已經由企業部門擴散至家計部門，日本內閣府上修本

（2004）會計年度的實質經濟成長率至 3.5%，較原預估之 1.8%倍增。

23日 △英國第 2季實質 GDP 年增率由第 1季的 3.4%上揚至 3.7%，是四年來的最大增幅，

主要是因製造業成長更為穩健之故。

28日 △俄羅斯最大石油公司尤科斯（Yukos）發生財務危機引爆新一波石油危機，推升紐約

輕甜原油價格觸及歷史新高，以每桶 43.8美元作收。倫敦北海布蘭特原油亦刷新 1990

年 10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來的高峰，7月 27日突破每桶 40美元關卡。

29日 △紐西蘭央行為控制通貨膨脹，再度調高官方利率（Cash rate）一碼至 6.0﹪。紐西蘭

央行在過去七個月以來共調高利率四次，將消費者物價上漲率維持在官方上限的 3﹪

以下。不過，紐西蘭央行總裁Alan Bollard亦警告，消費者物價上漲率可能進一步上

升，未來不排除再度升息。

31日 △美國公布第 2季經濟成長率初估值為 3%，不如第 1季之 4.5%，主要是受到能源價格

走高，消費者支出成長率大幅減緩之影響。

民國 93年 8月

3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公布歐元區經濟審查報告，預估本年歐元區的經濟成長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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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較 4月時預測的 1.7﹪上調 0.3個百分點。

5日 △為了避免經濟過熱引發通膨增溫，英格蘭銀行再度將該行 14天期附買回利率，由原

先的 4.5%調升一碼至 4.75%，以期能控制強勁的消費者借貸及過熱的房市，這也是

英格蘭銀行自上年 11月以來第五度升息。

9日 △馬來西亞統計局公布 2004年第 2季經濟成長率為 8%，為 2000年第 3季以來首見的

高成長率，主因為出口擴張強勁與民間消費成長。

10日 △新加坡統計局公布 2004年第 2季經濟成長率為 12.5%，係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最高成

長率。成長動力來自於出口成長與旅遊觀光業復甦，加上比較基期因 SARS 風暴較

低所故。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舉行例行性會議，會中無異議全數同意，將聯邦

資金利率目標由原先之 1.25%調高一碼至 1.5%，為自本年 6月以來再度升息。主要

融通利率亦同步由 2.25%調高一碼至 2.5%。

12日 △鑑於民間消費支出復甦緩慢，加上擔憂高油價及資訊產業降溫可能不利經濟成長，南

韓央行宣布將隔夜拆款利率目標調降 1碼至 3.50%的歷史最低水準。

16日 △中國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調漲二級城市的汽油及柴油價格，調漲幅度約 6%。

20日 △本年第 2季南韓經濟成長率由上季之 5.3%略升至 5.5%。本季經濟成長主要係輸出及

機器設備投資強勁擴張所致，但營建投資成長放緩，民間消費仍舊不振。

23日 △香港政府統計局公布，本年 7月香港綜合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年同期上漲 0.9%，是

自 1998年 11月以來首次物價上漲。

25日 △泰國央行為控制因燃料價格上漲與生產設備使用率上升所帶來的通膨壓力，決定調升

官方利率（14天期附買回利率）一碼至 1.50﹪，係 2001年 6月 8日以來首度升息。

27日 △美國商務部公布美國第 2季經濟成長率由原先估計的 3.0%向下修正為 2.8%。

31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總裁千野忠男宣布將辭去總裁職務，人事令將於 2005年 1月

31日起生效。日本已提名前財務省次官黑田東彥繼任。

民 國 93年 9月

3日 △歐盟執委會為使德法等國有更多時間削減預算赤字，以提振歐元區景氣，發表一項改

革性決議，計劃依各會員國經濟實際情況放寬「穩定暨成長協定」的限制，以增加

執行該協定的靈活度，這項提議將交由歐盟財長會議討論後送歐盟各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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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歐元區第 2季經濟成長率由第 1季的 1.3%（與上年同季比）上揚至 2.0%。與上季比

較之變動率，則由上季的 0.6%微幅下滑至 0.5%，主要由輸出、入加速成長所帶動，

而家計部門消費支出則依舊疲弱。

8日 △加拿大中央銀行宣布提高官方利率一碼至 2.25%，以緩和通膨壓力。加拿大本年第 2

季經濟成長率達 4.3%，為七大工業國中成長速度最快的國家。

9日 △紐西蘭中央銀行宣布提高官方利率一碼至 6.25%，以對抗通貨膨脹，這是本年以來第

五度升息。紐西蘭央行總裁 Bollard 表示，紐西蘭的通膨率在 2006年之前可能超過

1%∼3%的目標值。

15日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宣布每日上限產量將由 2,600 萬桶提高至 2,700 萬桶，

但油價目標價區仍維持每桶 22至 28美元。由於OPEC的日總產量目前已超 2,740萬

桶，增產決議可能對緩和供給緊張並無實質幫助。

16日 △聯合國貿易暨發展委員會（UNCTAD）公布貿易發展報告，預估本年的全球實質經

濟成長率平均可達 3.8%。惟UNCTAD亦指出，原油價格的高漲及潛在的美元貶值疑

慮，可能成為經濟成長的隱憂。

△有鑑於經濟溫和復甦，瑞士央行將三個月期瑞郎的倫敦銀行間拆款利率（LIBOR）目

標區間調升一碼至 0.25%∼1.25%，此後目標利率將維持在新區間的中點，即 0.75%。

此為瑞士央行繼本年 6月升息後再度調升利率。

21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舉行例行性會議，會中無異議全數同意，將聯邦

資金利率目標由原先之 1.5%調高一碼至 1.75%，為自本年 8月以來再度升息。主要

融通利率亦同步由 2.5%調高一碼至 2.75%。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公布主要國家本年實質 GDP 成長率預測，較之 5月

的預測，美國因減稅影響逐漸消退由4.7%下修為4.3%外，歐元區由1.6%上調為2%，

日本則由 3.0%上調為 4.4%，為主要國家中成長率最高的國家。

24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最新發布的「亞洲發展展望」預估，受蓬勃的對外貿易、旺

盛的本地消費以及投資上升之激勵，本年亞洲開發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成長速度可

望創下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紀錄，經濟成長預測從 4 月的 6.8%調高至 7%。但

是，石油價格居高不下及大陸經濟降溫等不利因素，將使亞太地區（不包括日本在

內）明年的經濟成長稍微下降，由原先估計的 6.7%降至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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