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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 92年 4月

1日 △世界貿易組織（WTO）又遭受重大挫折。145個會員國在重要的農業談判中，無法在

期限內達成任何共識。由於農業談判是WTO最重要的議題之一，使得杜哈回合進程

是否能順利推展已蒙上陰影。

9日 △歐盟執委會將本年歐元區的經濟成長預測數自上年 11月的 1.8%下修至 1.0%。

△英國財政大臣布朗於預算報告中，將英國本年經濟成長預測值，由上年 11 月的

2.5~3.0%下修至 2.0~2.5%。

13日 △中國大陸本年第一季貿易逆差 10.3億美元，是 1996年以來單季首次出現貿易逆差。

16日 △歐盟在希臘首都雅典與捷克、賽普勒斯、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馬

爾他、波蘭、斯洛伐克及斯洛維尼亞等十個完成入盟談判的候選國簽署入盟協議。

這些國家將在完成公民投票並經國會表決通過之程序後，於 2004年 5月 1日加入歐

盟。

24日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及世界銀行（WB）鑑於美伊戰爭、恐怖主義及SARS

等三項危及全球經濟成長的風險，分別調降全球各地區的經濟成長預測。OECD將全

體會員國本年的經濟成長率預測值由 2.2%下修至 1.9%；WB則預估 SARS將造成東

亞經濟成長減少 0.3個百分點，而將該地區經濟成長預測值下修至 5%。

26日 △美國公布第一季國內生產毛額（GDP）僅小幅成長 1.6%，增幅不如預期，其中電腦

設備、軟體支出減幅達 4.4%，創下自 1979年以來單季最高減幅。

28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考量 SARS對亞洲經濟的影響，下修 2003年亞洲的經濟成長

率預測值至 5.3%。

△中國大陸新成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履行原來由人民銀行對銀行、資產

管理公司、信託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等審批及監督管理之職責。銀行業

監督管理委員會為國務院直屬單位，與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及證券監督管理委員形

成中國大陸銀行業、保險業及證券業的分業監管架構。

30日 △日銀鑑於歐美各國經濟復甦不明朗、亞洲區SARS疫情蔓延等因素，宣布將金融機構

在該行的活期存款帳戶餘額目標由原先之 17∼22兆日圓往上調升至 22∼27兆日圓，

以充分供應市場所需之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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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2年 5月份

1日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班在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作證時表示，SARS對東

亞的經濟衝擊相當有限。

△中國大陸取消五一勞動節長假，主要為防範 SARS疫情的擴散。

6日 △新加坡與美國簽定自由貿易協定，是美國與亞洲國家簽署的第一份自由貿易協定。目

前美國自由貿易夥伴僅有新加坡、加拿大、墨西哥、約旦和以色列等國。新加坡總

理吳作棟表示，希望美星自由貿易協定能夠迅速帶動美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之間的

自由貿易協定。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舉行例行性會議，決議維持聯邦資金利率目標不

變，仍為 1.25%。Fed在會後聲明稿中對通貨緊縮表示關切，認為經濟持續趨疲軟的

風險亦偏高。

8日 △歐洲中央銀行（ECB）公布其四年來的貨幣政策策略檢討報告，主要內容如下：（1）

ECB將致力維持通膨率於中期內低於但接近 2%，主要是為了提供一個足夠的安全幅

度，來防範通貨緊縮的風險；（2）ECB確認其貨幣政策之制定，仍將持續根據二個

支柱（two pillars）為主的分析，惟不再逐年檢討貨幣總計數成長參考值，改為必要

時再檢討，以避免外界將之誤解為每一年的貨幣目標。

9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公布SARS對經濟的影響的預測。如果SARS疫情持續至 2003

年第三季，則 2003年不包括日本的東亞地區實質經濟成長率平均將只有 4.7%，而東

南亞地區則為 2.5%，因 SARS疫情的損失額將高達 280億美元。

13日 △鑑於國內需求減緩，加以北韓核武問題及亞洲區SARS疫情蔓延等因素影響下，南韓

央行將隔夜拆款利率目標調降一碼至 4.0%。

13日 △世界銀行（WB）總裁與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執行總裁呼籲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國

應信守在 2004 年底以前完成杜哈回合貿易自由化談判的承諾。若不由全球貿易著

手，將無法解決貧窮國家的發展問題。

16日 △日本本年第一季實質 GDP 續較上季成長 0.1%，換算年率為成長 0.6%，雖已連續五

季呈現成長，惟復甦力道漸趨疲弱。本季企業設備投資及民間消費雖分別較上季成

長 0.7%及 0.2%，惟商品及勞務輸出則轉而衰退 0.4%。至於公共投資方面，則較上

季減少 3.2%，係連續四季呈現衰退。

17日 △日本政府決定挹注 2兆日圓紓困日本第五大銀行理想集團(Resona)，這是日本政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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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首次以公款挹注民營金融機構。

18日 △新加坡本年第一季實質GDP年增率在整體需求減弱的情況下，自上年第四季之 3.0%

下滑至 1.6%。

19日 △美國財政部長史諾於八大工業國財長會議後表示，匯價並非此次會議討論重點，但美

元匯價近來表現表示幣值正進行最適度的調整。

20日 △日銀鑑於歐美各國經濟復甦不明朗、亞洲區SARS疫情蔓延、日本股、匯市動盪及對

未來經濟展望不確定性增加等因素，宣布將金融機構在該行的活期存款帳戶餘額目

標由原先之 22∼27兆日圓往上調升至 27∼30兆日圓。

21日 △受中東緊張情勢與SARS疫情等事件影響，為避免經濟成長受挫，馬來西亞央行宣佈

調降三個月期干預利率 50個基本點至 4.5%。伴隨干預利率之降低，商業銀行及金融

公司的基本貸款利率上限亦分別由 6.42%及 7.46%降至 6%及 6.94%，這是繼 2001年

美國 911事件後首度調降利率。

22日 △南韓本年第一季實質 GDP年增率在內需成長出現停滯之情況下，由上年第四季之成

長 6.8%大幅下降至 3.7%。

23日 △在消費支出帶動下，英國本年第一季實質GDP年增率為 2.2%，已是連續第三季維持

於此水準，與上季比之變動率則由上年第四季的 0.4%放緩至 0.2%，其中製造業產出

下滑，而服務業產出則持續增加。

24日 △美國參、眾議院通過一項十年減稅 3,500億美元的方案，主要內容包括減稅 3,150億

美元、提供 200億美元援助財政困難的州政府，以及 140億美元的撫養子女寬減額。

28日 △馬來西亞本年第一季經濟雖受美伊戰爭及SARS衝擊，表現依然強勁，在國內需求支

撐下經濟成長率達 4%，其中首推製造業（佔國內生產毛額三分之一）成長 5.2﹪，

服務業、建築業、農業、礦業部門則分別成長 4.0%、1.2﹪、3.6﹪及 3.8%。

民國 92年 6月份

3日 △八大工業國（G8）高峰會落幕，本次經濟議題重點，包括（1）全球經濟復甦不可能

單靠美國，日歐的角色不可或缺；（2）日歐等國對美元貶值表示擔心；（3）美國

表示維持強勢美元的態度；（4）日本表明將持續克服通貨緊縮現象；（5）歐美等

國對最近物價下跌現象持警戒之心；（6）各國應努力促使世界貿易組織（WTO）的

新回合談判順利進行；（7）促使俄羅斯在年內成為WTO會員國。

5日 △有鑑於美、伊戰爭結束後景氣似無迅速復甦跡象，歐洲中央銀行（ECB）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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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ing Council）調降主要再融通操作之最低投標利率、邊際貸放利率及存款利

率各 0.5個百分點，調降後分別為 2.0%、3.0%及 1.0%。這是ECB繼本年 3月 7日降

息以來的再度降息行動。

△歐元區第一季實質 GDP 年增率由上年第四季的 1.2%放緩至 0.8%，與上季比較之變

動率則由上年第四季的 0.1%下滑至 0.0%，主要是因為投資及出口減少所致。

9日 △英國財政大臣布朗宣布，由於無法完全符合加入歐元區的五項經濟測試標準（僅有金

融服務業一項符合英國的經濟利益），因此目前尚非英國加入歐元區的適當時機，

英國將在明年重新評估實施歐元的適當時機。

△英國財政大臣布朗致函英格蘭銀行總裁，通知其將於下次的預算報告（本年 11月），

將英國目前以「扣除抵押貸款利息後的零售物價指數」（Retail Prices Index Excluding

Mortgage Interest Payments Index, RPIX）年增率作為政府通膨目標的基準，改以歐盟

通用的「調和的消費者物價指數」（Harmonised Index of Consumer Prices, HICP）的

定義為基準。

11日 △為解決日本中小企業面臨的信用緊縮問題，日銀決定挹注 1兆日圓向金融機構購買資

產抵押證券（主要以銀行對中小企業放款及中小企業應收帳款為擔保）。

11日 △鑑於伊拉克恢復原油出口進度遲緩，導致油價居高不下，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PEC）同意至 7月底維持目前的產油配額每日 2,540萬桶不變，以抑制油價上揚。

13日 △中國人民銀行公布「關於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嚴格規定商業銀

行對房地產業提供的融資，並明確規定對個人購屋貸款的額度與年限。此項措施，

主要在防範中國大陸房地產過熱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

17日 △泰國本年第一季實質GDP在強勁的消費與政府支出帶動下，較上年同期成長 6.7%，

各產業中除旅遊與飯店業受 SARS 衝擊外，農、交通及電子產業均強勁成長。由於

泰國景氣穩健擴張，泰國國家經濟暨社會發展局（NESDB）將本年經濟成長率預估

值由 4~5﹪上修至 4.5~5.5%。

19日 △多明尼加共和國與國際貨幣基金（IMF）協議爭取 15億美元的貸款，以穩定因第二

大商業銀行倒閉所造成該國經濟金融的動盪局勢。

25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舉行例行性會議，會中以 11比 1的票數通過，

將聯邦資金利率目標由 1.25%調降 1碼至 1.00%，重貼現率中的主要融通利率及次級

融通利率亦同步自 2.25%及 2.75%分別調降 1碼至 2.00%及 2.50%。

26日 △香港金融管理局宣布調降隔夜貼現窗基本利率 0.25個百分點，由 2.75%降至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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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香港大部分銀行業並未跟進，仍將港元最優惠貸款利率維持在 5%，港幣儲蓄存款

則維持在 0.01%。

27日 △泰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MPC）召開特別會議，採行寬鬆性貨幣政策，調降十四

天期附買回利率 0.5個百分點至 1.25%，並於當日生效。

29日 △香港與中國大陸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自明年起，中共對於輸往

大陸的香港製造業產品，將給予零關稅之待遇。此外，多達十六項預訂加入WTO再

四、五年後才完全開放的服務業，也將自明年起優先對香港企業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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