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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 92年 10月

1日 △中國大陸國家外匯管理局本日實施「邊境貿易外匯管理辦法」，規定邊貿企業與大陸

境外貿易機構進行邊境貿易時，允許使用可自由兌換貨幣、比鄰國家貨幣或者人民

幣等多種方式進行計價結算。

△中國大陸國家外匯管理局宣佈，本日起允許外匯市場銀行間進行雙向買賣交易，一改

外匯市場自 1994年成立以來，只能單向買或賣的交易方式。

9日 △受澳洲經濟熱絡，加以金屬原料行情大幅回升的刺激，一澳元兌美元突破了 0.6920

美元的關鍵阻力，創下六年以來的最高水準 0.6950美元。2003年以來，澳元累計已

上揚 23.8%。

10日 △日本銀行為使貨幣操作更具彈性，擴大定量寬鬆貨幣政策，將金融機構在該行的活期

存款帳戶餘額上限目標由 30兆日圓調升至 32兆日圓，下限則維持 27兆日圓不變。

11日 △美國商務部公布 8月外貿統計，當月貿易逆差金額降為 392億 1千萬美元，創下本年

2月以來新低。

16日 △中國大陸財政部宣布調降出口退稅率，平均退稅率調降 3個百分點，調整後的出口退

稅率為 17%、13%、11%、8%及 5%五等級，退稅的財政負擔，由中央與地方以 75：

25的比例分別負擔，並自 2004年 1月 1日起實行。

24日 △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英國第三季實質GDP初估較上年同期成長 1.9%，與上季比之

變動率為 0.6%。

28日 △美國 FOMC宣布維持聯邦資金利率目標為 1%的水準不變。

30日 △美國商務部初估第三季經濟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自上季的 3.3%上升為

7.2%，為近十九年來的最大成長幅度。

民國 92年 11月

1日 △前法國央行總裁特里謝（Jean-Claude Trichet）正式接任杜森柏格（Willem F. Duisen-

berg）成為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第二任總裁，杜森柏格的任期為

1998年 6月 1日至本年 10月 31日。

5日 △澳洲央行調升官方現金利率一碼至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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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布，自 12月起，外資金融機構對外資機構提供人民幣

業務之城市，由原來的 9 個城市增加濟南、福州、成都及重慶等 4 個城市，總計可

提供外資機構人民幣業務之城市達 13個。此外，凡符合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第 20

條及營運資金或資本額規定之外資銀行，可在該 13個城市對中國企業提供人民幣業

務。

△有鑑於全球經濟成長動能逐漸恢復，英國景氣亦向上提升，而家計單位支出及房價放

緩的速度未如預期，在內需旺盛，恐導致通膨壓力升高的情況下，英格蘭銀行貨幣

政策委員會宣布將十四天期附買回利率向上調升一碼至 3.75%，貨幣政策委員會上次

調高利率是在 2000年 2月。

8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鑑於區內民間消費大幅攀升，將今、明兩年亞洲（不含日本）

經濟成長預測值分別調升至 5.7%及 6.2%。

18日 △香港宣佈自明年 1月 1日起香港銀行業可經營個人人民幣業務，業務範圍包括人民幣

存款、兌換、匯款及信用卡業務。其中在香港兌現部份以不超過人民幣六千元等值

現鈔為限，匯款部分不超過人民幣二萬元為限。而香港居民個人可匯款至中國大陸

的人民幣，以每人每天最高人民幣五萬元為限。

19日 △馬來西亞第三季經濟成長達 5.1%，為本年以來最高的一季，其中製造業擴張 8.5%，

服務業貢獻頗大，而國際原物料價格的上升使其農業加速成長。

21日 △南韓第三季實質 GDP年增率在輸出擴增之帶動下，由上季之 1.9%上升為 2.3%。

23日 △新加坡第三季實質 GDP 與上年同期相較，自上季的衰退 3.8%轉為成長 1.7%，擺脫

SARS陰影。

25日 △歐盟經濟與財政部長會議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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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國及法國暫不予懲罰，允許兩國延後刪減預算赤

字，以避免經濟懲罰對歐洲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26日 △英國第三季實質 GDP 年增率由第二季的 1.8%上揚至 2.0%，與上季比之變動率則由

第二季的 0.6%上揚至 0.7%，創一年來最大單季成長率，其中投資支出疲軟，而私人

消費支出依然強勁。

△由於企業投資的增加幅度超出預期，美國商務部將第三季經濟成長率向上修正至

8.2%。

27日 △因政治情勢不安，菲律賓披索對美元匯價一度跌至 55.85兌 1美元，再創歷史新低。

28日 △菲律賓第三季經濟成長率為 4.4%，由於農業部門的意外復甦，即使該國在 7月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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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軍事暴動，整體經濟成長仍高於預期的 3.8~4.3%。

△根據 Fed公布的褐皮書（Beige Book）顯示，美國經濟擴張已擴及到各個產業，而表

現落後的就業市場亦已趨於穩定。

民國 92年 12月

3日 △澳洲央行繼 11月 5日率先升息後，再度宣布調升官方現金利率一碼至 5.25%，係反

映國際經濟情勢及出口好轉，加上房地產景氣熱絡與國內信用擴張過度，因而決定

調升利率。

△歐元區本年第三季實質 GDP 年增率由第二季的 0.1%上揚至 0.3%，與上季比較之變

動率則由第二季的衰退 0.1%轉為成長 0.4%，就季變動率而言，投資支出依然下滑，

私人消費支出持平，出口則見大幅成長。

5日 △由於全球景氣穩定復甦，加以美元對歐元匯率跌破 1.2美元兌 1歐元，促使貴金屬價

格持續上揚，金價揚升至近 8年來最高水準，每盎司 403.0美元；銀價亦隨金價攀升

至近 3年半以來新高，每盎司 5.35美元；鉑金升至 23年來最高水準，約每盎司 786

美元。

8日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公佈「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

規定單一境外金融機構向中資金融機構投資入股，比例不得超過 20%；多個境外金

融機構對中資金融機構投資入股比例合計達到或超過 25%，若該金融機構為非上市

金融機構，則按照外資金融機構實施監督管理；若該金融機構為上市金融機構，則

按照中資金融機構實施監督管理。

9日 △日本第三季實質 GDP 續較上季成長 0.3%，換算年率為成長 1.4%，雖已連續六季呈

現成長，惟復甦力道漸趨疲弱。本季輸出及企業設備投資雖分別較上季成長 3.0%及

0.5%，惟民間消費轉呈衰退 0.1%。至於公共投資方面，則續較上季減少 5.6%，係連

續六季呈現衰退。

10日 △英國財政大臣布朗（Gordon Brown）正式致函英格蘭銀行總裁，確認此後英國將以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與歐盟採行的HICP計算方式相同）年增率 2%為新的貨幣政

策操作目標（原為RPIX年增率 2.5%），並預期CPI和RPIX的差距將在未來二年內

縮小至 0.5個百分點。

11日 △中國人民銀行宣佈自 2004年 1月 1日起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將商業銀

行、城市信用社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擴大至貸款基準利率的 170%；農村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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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貸款利率的浮動區間的上限，擴大至貸款基準利率的 200%，惟所有貸款利率之下

限仍維持在貸款基準利率的 90%。並取消以企業所有性質及規模大小而訂定不同利

率區間的規定。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於舉行本年最後一次會議後宣布，將聯邦資金利率目標維持

在 1.00%，但在其會後聲明稿中，Fed表示通膨持續下滑的可能生已逐月降低，已與

通膨上升的風險相當。此外，Fed亦表明，將維持低利率政策一段時間。

12日 △東南亞國協與日本簽署共同聲明「東京宣言」，宣言中表明東協與日本將致力於建立

「東亞共同體」，並期於 2012年底之前成立雙邊自由貿易區。

21日 △中國人民銀行將金融機構在人民銀行的超額準備金存款利率由 1.89%調降至 1.62%，

惟法定準備金存款利率仍維持 1.89%不變。

27日 △中國大陸通過「人民銀行法」修正案及「商業銀行法」修正案，並通過新制定的「銀

行業監督管理法」，修訂或制定該三法之主要原因為釐清人民銀行與金融業監督管

理委員會之間對於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理的權責劃分，並對人民銀行之職責做進一步

規範。該三法將於 2004年 2月 1日起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