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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 94年 4月

1日 △日本政府繼 2002年 4月取消定期存款的全額保險，恢復為限額保險之後，今再取消

普通活期存款的全額保險，而全面恢復存款限額保險制度。此後存戶的開戶銀行倒

閉，無論其存款金額多寡，最多只能從存款保險機構獲得本息 1,000萬日圓的限額理

賠。惟 2002年 9月新增設的無息「清算專用帳戶」活期存款，仍可無限期適用全額

保險。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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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升至

9.25%，隔夜存款利率則由 6.75%調升到 7%，為自 2000年 10月以來首次升息。

12日 △新加坡貨幣管理局（MAS）宣布其貨幣政策立場，重申允許星幣緩步升值。

13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國際經濟展望」報告，預估 2005年及 2006年全球經濟

成長率分別為 4.3%及 4.4%，略低於 2004年之 5.1%。

14日 △世界貿易組織（WTO）指出，2004年中國大陸已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三大出口國，

排名僅次於德國及美國。

20日 △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今年第 1季經濟成長率為 9.5%，遠高於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3月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 8%成長目標。

28日 △美國商務部公布 2005年第 1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為 3.1%，略低

於上年第 4季之 3.8%。

民國 94年 5月

3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調升聯邦資金利率目標 1碼至 3.00%，為自 2004年

6月以來第八度調升利率。

4日 △香港金融管理局將貼現窗口基本利率由原先之 4.25%調高 1 碼至 4.50%，為自 2004

年 7月以來第八度調升利率。

4日 △東協加三（ASEAN+3）財長決議將加強區域金融合作，整合東協加三的經濟監控機

制，納入清邁倡議中，以偵測區域內經濟異常狀況，並採取緊急補救措施。此外，

東協加三也同意增加現行雙邊換匯金額（已簽署 16個雙邊換匯協定計 395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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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新的雙邊換匯、將現行雙邊換匯的緊急單向援助改為雙向相互援助、東協國家

的多邊換匯已由 10 億美元增至 20 億美元。同時東協加三也倡議研究亞洲一籃子貨

幣債券的可行性、制定亞洲債券發行與交易的共同標準，並呼籲國際貨幣基金

（IMF）重新檢討亞洲國家的股權，以適當反映區域經濟的重要性。

12日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將自 6月 1日起，放寬金融機構發行金融債券規定，凡資本適足率

高於 4%之商業銀行及資本適足率高於 10%之企業集團財務公司，均可申請發債。

16日 △印尼 2005年第 1季經濟在投資和出口增長的推動下成長 6.35%。

17日 △受到國內外需求減緩影響，新加坡 2005年第 1季經濟成長率由上年第 4季的 6.5%下

滑至 2.5%。同時新加坡貿工部將本年全年的經濟成長率預估值由 3%~5%下調至

2.5%~4.5%。

18日 △中共外匯管理局自即日起開放美元兌歐元、澳幣、英鎊、日圓、加元、瑞士法郎及港

幣，以及歐元兌日圓等 8種外幣交易。

20日 △雖然國內需求小幅好轉，惟仍不足以抵銷出口成長的減緩，導致南韓 2005年第 1季

實質 GDP年增率由上年第 4季的 3.3%下滑至 2.7%，為兩年以來的最低成長水準。

25日 △馬來西亞 2005年第 1季經濟在出口及國內需求穩健成長的帶動下成長 5.7%。

26日 △美國商務部將 2005年第 1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原初估之 3.1%

調升至 3.5%。

27日 △南韓、中國大陸及日本央行總裁於南韓首都首爾集會，同意簽署換匯協議，其中南韓

與日本的換匯金額為 30 億美元，而南韓與中國大陸的換匯金額達 40 億美元。上述

換匯協議係「清邁協定」之延伸，主要目的為一旦爆發金融緊急情況，可提供彼此

間短期性融通，減緩金融市場之衝擊。

△拜區內消費、投資及出口穩健擴增之賜，香港 2005年第 1季經濟成長率達 6.0%，且

為連續七季之成長。

民國 94年 6月

1日 △菲律賓受乾旱、政府財政緊縮措施、油價居高不下等影響，2005年第 1季經濟成長

率由上年第 4季的 5.4%下滑至 4.6%。

△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增大，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自即日起緊急啟動境外匯款結匯新規

則，對於單筆等於或超過 20萬美元的某些境外匯款，銀行必須先將其轉入特別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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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帳戶，待審核匯款性質後才可結匯。

6日 △泰國國家經濟暨社會發展局（NESDB）公布 2005 年第 1 季經濟成長率為 3.3%，較

上年全年的 6.1%呈現大幅滑落。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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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調

升到 2.5%。

13日 △日本 2005年第 1季經濟成長率由上年第 4季之 0.2%（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 彈

升至 4.9%，主要是因為薪資上揚激勵民間消費支出較上季成長 1.1%，民間企業設備

投資亦成長 2.4%所致；惟商品及服務出口則微幅衰退 0.4%。

△中共商務部公布大陸 5月份進出口數據顯示，出口金額為 584.3億美元，較上年同期

擴增 30.3%，進口金額為 494.4億美元，較上年同期擴增 15.0%，貿易順差達 89.9億

美元，創本年來新高，且 1至 5月累計貿易順差超過 300億美元，逼近上年全年 320

億美元之水準。

15日 △南韓財經部表示，將自 7月起放寬海外投資規定，以鼓勵企業和個人擴大海外投資，

紓解韓元升值壓力。南韓將取消現行本國企業投資海外上限 3 億美元的規定，惟總

投資限額仍將維持自有資本 30%的上限；個人海外投資上限則由現行的 100 萬美元

提高至 300 萬美元。南韓央行亦計劃提撥部分外匯準備，透過與國內銀行之換匯

（currency swap），協助企業取得海外投資所需之外幣融資。

29日 △美國商務部修正 2005 年第 1 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原先之

3.5%調升至 3.8%。

30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調升聯邦資金利率目標 1碼至 3.25%，為自 2004年

6月以來第九度調升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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