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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重要新聞稿

民國 91年 1月 3日

90年 12月底外匯存底計1,222.11億美元，較上月增加 10.46億美元；較上年底增加 154.69

億美元。

民國 91年 1月 5日

中央銀行為持續落實外匯自由化、國際化既定政策及促進外匯業務的健全發展，90年 12

月份陸續採行下列措施：

一、央行於 90年 12 月 7日函財政部，同意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得申請發行於國內募集基金投

資國外有價證券之總額度為新台幣 600億元。

二、央行於 90年 12月 31日發佈修正「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第 2條及第 6條條文，對

於申報義務人因其有外匯收支或交易之需求，明定有結購所需支付之外匯或結售合法取

得外匯之必要，為申報義務人，並增訂委託他人、未領外僑居留證之外國自然人及未經

我國政府認許之外國人辦理結匯申報應行遵循之事項。

三、自 91年 1月 1日起，「外國指定銀行以預售外匯方式辦理外銷貸款要點」停止適用。

四、核准中華商業銀行辦理網路銀行外匯業務，提供客戶利用網際網路辦理自行本人帳戶或

事先約定自行第三人帳戶之外幣轉帳業務。

五、同意指定銀行報備辦理新種外匯業務：

第一商業銀行：新臺幣或外幣存款與買入外幣股價指數選擇組合之「新台幣或外幣組

合式存款」業務。

德商德意志銀行台北分行：外幣定期存款與買入外幣匯率選擇權組合之「外幣組合式

存款」業務。

匯通商業銀行：外幣匯率選擇權業務、外幣定期存款與外幣匯率選擇權組合之「外幣

組合式存款」業務。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外幣股價指數選擇權業務。

六、核准辦理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之非指定銀行計誠泰銀行北高雄分行等 11家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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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1年 1月 10日

依據本國銀行及外國銀行在台分行填送資料統計，90年 11月份國內銀行（包括國際金融

業務分行）承作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量折合新台幣 14,387 億元，較上月增加 3,069 億元或

27.11%，主要係因換匯及遠期利率協議交易增加所致。茲就交易內容分析如下：

風險別：匯率契約占 84.17%，利率契約占 15.76%。

幣別：純外幣交易占 56.20%，交易量較上月增加 27.60%；涉及新台幣交易占43.80%，

交易量較上月增加 26.49%。

銀行類別：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交易量占 56.79%，本國銀行占 43.21%。交易量前五大銀

行依序為中國信託、美商花旗、香港上海匯豐、華信及法國巴黎銀行等，合計占總交

易量之 47.25%。

匯率契約內容分析：匯率契約中以換匯交易及選擇權交易較多。涉及新台幣匯率契約

較上月增加 22.23%，其中遠期契約增加 27.84%，換匯增加 23.27%，換匯換利增加

6.22%，選擇權增加 9.71%；純外幣之匯率契約較上月增加 17.83%。

民國 91年 1月 18日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與中央銀行外匯局 共同舉辦「二 二

年亞洲開發銀行商業機會說明會」情形

為因應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並協助廠商開拓亞洲市場，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財團法人國

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與中央銀行外匯局已於本（91）年元月 16 日至 17 日共同舉辦「二 二

年亞洲開發銀行商業機會說明會」。亞銀特別指派資深採購專家Mr. Patrick Lizot及諮詢顧問

專家Mr. Vincent Mak等兩人，前來台北主講亞銀核貸計畫用於採購物資、營建工程及諮詢顧

問服務之商機，及相關招標程序與規定，吸引我國廠商 120餘人報名參加。

該說明會簡介亞銀功能及我國參與亞銀活動之概況，並介紹亞銀網站（www. adb. org）有

關商業機會之相關訊息。同時就亞銀核貸案件中有關採購商品及聘用諮詢專家之規定與程序，

詳予說明。我國出席廠商反應熱烈，對亞銀每年核貸亞太地區開發中會員國各項開發計畫，

所衍生為數三、四十億美元之商機表達積極爭取之意願。此外，亞銀專家特別撥冗與我國廠

商進行個別晤談，針對個別廠商需求提供具體可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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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銀核貸計畫項下之採購，必須透過國際招標程序，並依循公開、公平及不歧視之原則

審查，供應商之商品必須是在會員國國內製造，參與投標之供應商也必須具有會員國國籍，

倘資格不符，即不能參與投標。另諮詢顧問專家之遴聘，應以個人或以公司為單位。依據亞

銀或借貸國在執行貸款計畫過程中所需之專業服務而予以聘用。依據亞銀統計資料顯示，我

國自 1967年 1月至 2001年 9 月為止，獲得亞銀核貸計畫用於採購商品、營建工程及諮詢服

務之得標累計金額達 5億 4000餘萬美元，占亞銀累計商機總額之 0.89%，排名第 23位。

亞洲開發銀行成立於 1966年，總部設在菲律賓馬尼拉，我國為該行之創始會員國。亞銀

成立之目的在促進亞太地區經濟及社會之發展，扮演亞洲地區開發銀行之角色，目前擁有 59

個會員國。我中央銀行總裁代表我國擔任該行理事，每年均率領我國代表團出席該行理事會

年會，以促進我國與亞銀之合作與瞭解。此次由我中央銀行彭總裁特別致函亞銀總裁千野忠

男，邀請該行指派專家前來我國主講亞銀商機相關訊息，嘉惠我國廠商，將有助於我國企業

海外業務之開展及提高國際知名度。

民國 91年 1月 22日

90年 12月份本國五大銀行（台銀、合庫銀、一銀、華銀及彰銀）新承做放款加權平均利

率為 4.462%，較上月下跌 0.544個百分點。主要係因本行於本月 28日調降貼放利率半碼，以

及本月適逢銀行年度決算期，各銀行積極以低利拓展放款衝刺業績所致。

民國 91年 1月 24日

本行訂於 91年 1 月 29日起，委請台灣銀行公開發售「九十一年版精鑄套幣」壹拾捌萬

套，每套內含半英兩精鑄版馬年銀質章牌及伍拾元、貳拾元、拾元、伍元、壹元、伍角幣各

乙枚，售價新台幣壹仟元整。

馬年精鑄套幣內之章牌，其正面圖案為唐三彩馬，背面則為民間故事－西遊記，製作精

美，極具收藏價值。

馬年精鑄套幣採現場排隊方式辦理公開發售，每人每次限購壹套。

民國 91年 1月 30日

根據統計，90年 12月份我國外匯市場每日外匯交易量為 49億 4,900萬美元。

12月份外匯市場交易及其他金融商品業務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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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匯市場交易

12月份台北外匯市場－外匯指定銀行（DBU）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外匯交易

經剔除「銀行間交易」重覆計算之部分後，全體交易量淨額（Net Turnover)共計103,926

百萬美元，每日交易量為 49億 4,900萬美元。

以交易對象分，12月份銀行與顧客交易占全體交易量 44.1%；銀行間交易占55.9%，其

中國內銀行間交易占 26.1%，國內銀行與國外銀行間交易占 29.8%。

依幣別分，12 月份新台幣對外幣交易占全體交易量 63.3%，其中新台幣對美元交易占

60.1%，新台幣對其他外幣交易占 3.2%；第三貨幣交易占全體交易量 36.7%，其中美元

對日圓交易占 17.5%，美元對歐元交易占 10.8%，美元對英鎊交易占 1.8%，美元對港

幣交易占 1.7%。

依交易類別分，12月份即期交易占全體交易量 66.0%，換匯交易占 14.7%，選擇權交易

占 9.1%，遠期交易占 8.5%，保證金交易占 1.5%及換匯換利交易占 0.2%。

依經紀商中介交易及直接交易分，12月份銀行間交易中，經由經紀商中介交易之比率

為 31.9%，直接交易之比率為 68.1%。

二、其他金融商品業務辦理情形

截至 12月底，除前述外匯交易外，銀行申報辦理之金融商品，尚有外幣遠期利率協議每

日交易量 51.7百萬美元、外幣換利 48.9百萬美元、外幣利率選擇權 0.9百萬美元、外幣利率

期貨 0.1百萬美元及股價指數選擇權 0.1百萬美元。

民國 91年 2月 1日

央行記者會參考資料

一、一年多來，央行經由媒體將寬鬆貨幣政策資訊傳達給社會大眾，同時也從媒體的報導，

得知社會大眾及金融市場的反映。央行非常感謝媒體這種促進央行與社會大眾雙向溝通

的中介角色。

二、自 89年底以來，央行持續採行寬鬆貨幣政策，計調降重貼現率及擔保放款融通利率達 12

次，重貼現率及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分別由當時 4.75%及 5.125%，降至目前 2.125%及

2.5%，兩者降幅均為 2.625個百分點。

三、由於央行採行寬鬆貨幣政策，市場利率亦隨央行重貼現率之調降而下降，主要市場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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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情況如下表：

項 目 日 期

重 貼 現 率

隔 夜 拆 款 利 率

十 年 期 公 債 殖 利 率

五 大 銀 行 一 年 期 定 存 利 率

五 大 銀 行 新 承 作 放 款 利 率

89/12/28 91/01/31

4.7500% 2.1250%

4.7160% 2.2890%

5.1345% 3.7198%

4.9700% 2.5100%

6.5480% （註）4.4620%

註：為 90年 12月份之資料

四、貨幣政策效果的顯現有時間上落差；一年來央行所採行之寬鬆貨幣政策可透過下列管道，

對經濟活動有正面的效果：

降低企業資金成本，促進投資。

透過下列財富效果，增加社會大眾的消費：

利率大幅下降，持有股票機會成本劇降，有助股價回升。

目前五大銀行一年期定存利率平均僅 2.51%，而上市、上櫃公司報酬率高過 8%者達

185家之多，二者報酬率差距足以抵銷投資股票之風險，而促使資金流向股市。

利率大幅下降，公司債及公債的市價上升。

上年 12月底，公司債餘額約 8,261億元，公債餘額更達 18,583億元。當市場利率下

降時，債券票面利率不變，其市價會上升。

優惠房貸有助穩定房地產價格。

五、優惠房貸之衍生性效果：

自 88年以來，銀行辦理優惠房貸的受惠戶數達 25萬戶（88年 8萬戶、89年 5萬戶、

90年 12萬戶，三者合計 25萬戶）。

若不考慮每一戶營建對國內生產毛額之直接影響，僅以每一戶之裝潢及添置家具支出

按 75萬元之估計，並考慮上述房貸中八成係因優惠措施所創造，則所產生之衍生性需

求合當年國內生產毛額，88年為 0.54%、89年為 0.32%、90年為 0.72%。

六、央行積極促使銀行合理調降房貸利率，以維社會大眾權益：

一年多來，央行持續調降重貼現率，降幅達 2.625個百分點，而銀行一年期存款牌告利

率隨之下降，幅度為 2.46 個百分點，銀行新承做放款利率降幅亦達 2.086個百分點。

惟這段時間，社會大眾迭有反應，認為舊房貸利率之降幅遠不及存款牌告利率及新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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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放款利率之降幅。

舊房貸利率降幅較小之原因：

房貸戶與銀行簽訂契約時，房貸利率係以銀行基本放款利率加減碼來訂定，而且每半

年或一年才調整乙次。一年來，全體銀行基本放款利率由 8.39%下降至 8.21%，降幅僅

0.18個百分點，以致舊房貸利率仍居高不下。而基本放款利率之所以降幅甚小，係：

銀行存款資金成本降低有限。銀行吸收的固定利率存款佔總存款比重高達 58%，致

一年來存款牌告利率雖下降 2.46個百分點，但存款加權平均利率僅下降 1.38個百分

點。

銀行積極打消呆帳，盈餘減少。

銀行為爭取國庫及公營事業優良客戶，以基本放款利率大幅減碼的偏低利率承做貸

款，導致銀行調降基本放款利率的空間縮小。

為解決舊房貸利率居高不下之問題，央行除建議銀行調整存款固定利率與機動利率的

差距，以改善其存款結構，降低其資金成本外，並藉各種途徑進行道義說服，甚至以

專案檢查方式，瞭解主要行局辦理房貸之情形。經央行之關切，多數銀行均能繼續主

動或應客戶要求積極洽辦調降房貸利率。例如：

臺灣銀行對於舊房貸戶利率高於 8%以上（含 8%者），已函請營業單位主動通知其

到行申辦調降貸款利率手續，授權營業單位最低利率為 6.725%。

華銀對舊房貸戶，若其信用良好、往來正常，授權分行經理主動調降其利率，最低

可比照新承作房貸利率辦理。目前該行新承作一般房貸利率第一年為 6.135%，第二

年 6.635%，第三年 7.885%。

彰銀對於房貸戶在 8%以上者，授權分行視個別授信戶往來情形個案考量，最低可降

至 6.935%。

另為促使房貸利率資訊更為透明，並能隨央行重貼現率及銀行存款利率連動調降，以

保障房貸戶之權益，央行已於本（91）年 1月 18日同意中國信託開辦「定儲利率指數

型房貸」商品。央行希望藉此一房貸利率訂價方式，促進市場的良性競爭，使房貸利

率能夠全面降低，以照顧社會大眾之權益。

七、發行 2000元券緣由及加強防偽設計

自 69年發行千元券以來，台灣國民所得已增加 5倍，再就世界各國「最大面額券幣／

每人GDP」的比率觀察如下表，新台幣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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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別

台 灣

美 國

德 國

歐 元 地 區

加 拿 大

新 加 坡

百 分 比

0.24

0.35

2.31

2.44

3.68

24.50

為便利民眾交易，節省成本，有必要發行貳仟元券幣。

至於發行 2000元券是否會引起物價膨脹？其實，貨幣與物價水準之關係，是建立在貨

幣數量之多少而不是鈔券面額之大小。本行對貨幣供給額控制得很好，物價很穩定，

因此，配合交易需要，發行 2000元券不致引起通貨膨脹，且可節省交易成本。

另外，2000元券之防偽功能除 1000元、500元、200元、100元券之水印、變色油墨、

變色窗式安全線、隱藏字、隱性三色螢光絲等 14種防偽措施外，並增加英鎊、馬克、

歐元所使用之「OVD－光影變化箔膜」，另於「金屬油墨上加印 2000」等二項防偽設

計，本行將於發行前再加強宣導，使民眾認識各項先進防偽功能。

民國 91年 2月 2日

依據本國銀行及外國銀行在台分行填送資料統計，90年 12月份國內銀行（包括國際

金融業務分行）承作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量折合新台幣 12,357億元，較上月減少 2,029億元

或 14.11%，主要係因換匯及換利交易減少所致。90年 7月至 12 月合計交易量折合新台幣共

74,317億元，較上年同期 66,716億元增加 11.39%。茲就交易內容分析如下：

風險別：匯率契約占 92.99%，利率契約占 6.97%。

幣別：純外幣交易占 53.34%，交易量較上月減少 18.47%；涉及新台幣交易占46.66%，

交易量較上月減少 8.51%。

銀行類別：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交易量占 58.41%，本國銀行占 41.59%。交易量前五大銀

行依序為美商花旗、中國信託、香港上海匯豐、法國巴黎及華信銀行等，合計占總交

易量之 47.56%。

匯率契約內容分析：匯率契約中以換匯交易及選擇權交易較多。涉及新台幣匯率契約

較上月減少 4 . 5 7 %，其中遠期契約增加 1 3 .0 8 %，換匯減少 20.09%，換匯換利

減少 63.27%，選擇權增加 15.78%；純外幣之匯率契約較上月減少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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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1年 2月 5日

91年 1月底外匯存底計 1,236.29億美元，較上月增加 14.19億美元。

民國 91年 2月 8日

依據本國銀行及外國銀行在台分行填送資料統計，90年 12月底國內銀行（包括國際金融

業務分行及本國銀行海外分行）承作衍生性金融商品未結清契約名目本金餘額折合新台幣

47,245億元，較 90年 9月底餘額增加 5.11%，其內容分析如下：

市場別分析：店頭市場交易占 99.84%；店頭市場中以交換占 41.64%為最多，遠期契約

占 39.76%次之，買入選擇權及賣出選擇權分別占 9.40%及 9.20%。

風險別分析：以匯率與黃金有關契約占 71.18%為最多，利率契約占 27.70%次之，商品

契約占 1.00%，權益證券契約占 0.12%。

目的別分析：交易目的契約占 96.73%，非交易目的契約占 3.27%。

銀行類別分析：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之未結清契約名目本金餘額占 68.63%，本國銀行占

31.37%。90年 12月底持有衍生性金融商品未結清契約名目本金餘額前五大銀行依序為

美商花旗、中國信託、荷商荷蘭、法國巴黎及法國里昂信貸等五家銀行，合計占總餘

額之 49.24%。

民國 91年 2月 8日

行政院核定梁發進為中央銀行副總裁，自民國 91年 2月 15日生效。

梁發進先生，民國 27年 5月 8日生，中興大學經濟系畢業，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

美國華盛頓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經建會都市計畫小組研究員、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專員、

中興大學經濟系副教授、財稅系主任、美國緬茵州公用事業委員會研究員、財政部賦稅改革

委員會組主任及台北大學經濟系教授、社會科學院院長、副校長及中央銀行理事等職。專長

貨幣理論與政策、總體經濟理論與政策及應用計量經濟學等。著有「貨幣及通貨膨脹論文

集」、「貨幣銀行學」等學術書籍。對我國貨幣政策、金融業務等，均有深入之研究。

本行為遵守行政團隊公約，梁副總裁就職時，懇辭各界花籃及賀禮等，並此聲明。

民國 91年 2月 11日

中央銀行為持續落實外匯自由化、國際化既定政策及促進外匯業務的健全發展，9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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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陸續採行下列措施：

一、同意指定銀行報備辦理新種外匯業務：

第一商業銀行：期初期末皆交換本金之新台幣與外幣間換匯換利業務、外幣間換匯換

利業務。

萬通商業銀行：外幣間換匯換利業務、外幣利率交換業務。

匯通商業銀行：新台幣定期存款與外幣匯率選擇權組合之「新台幣組合式存款」業務。

台新商業銀行：外幣定期存款與外幣匯率選擇權組合之「外幣組合式存款」業務。

新竹國際商業銀行：外幣匯率選擇權業務。

比利時聯合銀行台北分行：外幣遠期利率協定業務。

英商渣打銀行台北分行：外幣利率選擇權業務。

斐商南非標旗銀行台北分行：外幣匯率選擇權業務。

二、核准華南銀行北新、臺北南門分行，日盛銀行松南分行，華信銀行板橋、北台中分行，

台銀汐止、中屏分行，台灣工銀總行等 8家銀行為指定辦理外匯業務銀行，截至 1月底

止，累計外匯指定銀行家數為 986家，其中本國銀行 920家（包括總行 44家，分行 876

家），外商銀行 66家。1月份核准辦理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之非指定銀行計誠

泰銀行三峽分行等 9家銀行。

民國 91年 2月 21日

一、本國銀行逾期放款比率表：
單位：％

項 目

全體本國銀行
國內營業單位

全 行

90年 12月底 90年 9月底 90年 6月底 90年 3月底 89年 12月底

7.78 8.10 6.72 6.10 5.53

7.48 7.79 6.47 5.89 5.34

註：全行包括國內營業單位、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及海外分行。

二、依據各銀行填報本行金檢處資料，90年 12月底全體本國銀行放款總額新台幣 145,274億

元，逾期放款總額 10,870億元，平均逾放比率7.48%，較90年 9月底減少0.31個百分點。

三、依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資料，本國銀行逾期放款中，各業所占之比率為：
單位：％

業 別

季 別
民營製造業 民營商業

民營營造及

不動產業
私 人 其 他

90年 12月底 20.61 11.14 15.95 45.77 6.53

90年 9月底 20.88 11.59 16.05 44.22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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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0年 12月底逾期放款比率較90年 9月底減少0.31個百分點，其中放款總額增加1.08%；

逾期放款減少 2.95%。放款總額增加，主要為 股市活絡，證券融資需求增加， 銀行年

度決算衝刺放款業績。逾期放款總額減少，主要為 銀行以年度盈餘大幅轉銷呆帳，

金融重建基金賠付部分承受經營不善基層金融機構之銀行，由其據以轉銷呆帳。

五、前述逾期放款金額若加計銀行中長期分期償還放款未按期攤還逾三個月以上但未滿六個

月（1,823億元）、其他放款本金未逾期三個月而利息延滯三個月以上但未滿六個月（826

億元）及其他已達列報逾放而准免列報者（含展延及紓困計 2,879億元）等應予觀察之放

款 5,528億元，合計為 16,398億元，占放款總額之 11.29%。

民國 91年 3月 1日

貨幣總計數M2成長減緩與央行因應措施

一、本(91)年M2成長目標區為 3.5％至 8.5％。1月M2年增率降為 3.9％，主要因：

上年 1月適逢農曆春節，通貨需求增加，致本年比較之基期較高

銀行放款與投資成長仍緩

債券型基金增加，取代部分銀行存款。

若調整農曆春節因素，並納入債券型基金後，本年１月「M2 ＋債券型基金」年增率為

7.24％，較 90年 12月之 7.09％上升 0.15個百分點。

二、90年M2成長目標區為 5％至 10％，當時係依據主計處預估之 6.03％經濟成長率計算，

惟 90年實際經濟成長率為-1.91％。累計 90年 1-12月平均 M2年增率為 5.79％，較 89

年之 7.04％為低，惟仍在 90年M2貨幣成長目標區內。90年M2成長減緩之原因可歸納

如下：

銀行放款與投資成長趨緩：M2成長主要來自銀行放款之增加。90年因經濟成長明顯下

降，好的投資計畫明顯減少，投資資金需求轉弱，加上公司債發行增加（90年公司債

發行餘額增加 1,116億元），取代部分銀行放款；另一方面，銀行因逾期放款金額持續

上升，放款態度保守，資金供給亦呈減少。在供需兩方面均呈減少情況下，金融機構

授信自然萎縮，連帶影響M2成長。就資金供需與利率升降關係分析，由於目前我國金

融機構放款利率係呈下降趨勢，顯見銀行授信減緩主要係資金需求減少所致。

債券型基金持續增加：本年１月底止，國內債券型基金淨值已達 15,256億元，較 90年

1月底增加 7,336億元。由於債券型基金會取代部份銀行存款，致貨幣總計數 M2成長



中央銀行重要新聞稿

—２１３—

減緩。

三、若將 M2納入債券型基金，則 90年「M2＋債券型基金」年增率為 6.82％，較 M2之年

增率 5.79％上升 1.03個百分點。

四、由於貨幣政策效果的顯現有時間上落差，故一年來央行所採行之寬鬆貨幣政策效果，可

望於今年陸續浮現。另一方面，貨幣政策寬鬆與否，並不完全取決於M2成長率，而須配

合國內經濟成長情況。過去一年來，國內主要市場利率持續下降，市場資金亦相當寬鬆，

以每生產一塊錢國內生產毛額所使用的貨幣及放款來看，即M2/GDP 及（放款與投資）/

GDP之比率，均比以往增加。

比率 年度 88年 89年 90年

M2/GDP 1.83 1.88 2.02

(放款與投資)/GDP 1.82 1.83 1.89

五、為提振銀行放款與投資，近來央行陸續採取下列因應措施：

加強中小企業信保基金承保能力

經由充實信保基金淨值（包括 90 年度行政院增撥 55億元，以及銀行公會會員銀行捐

助 15億元⋯90年起連續三年將各捐助 15億元），放寬信用保證成數（由原來原則為

五成提高為七成至八成），以強化信保功能，協助銀行降低授信風險。

年、月底 90年 3月底 91年 1月底 增額

月底保證餘額 1,358億元 1,467億元 109億元

銀行對營運及繳息正常企業貸款續借、展延及協議清償之自律機制

央行及財政部促請銀行對於營運正常、繳息正常企業勿緊縮銀根，銀行公會並訂定「會

員自律性債權債務協商及制約機制」，對於前述企業舊有債務辦理續借、展延及協議清

償。該協商機制決議經佔債權總額三分之二以上金融機構出席，及出席金融機構債權金

額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者，全體債權金融機構一體遵循。

此項自律機制實施期限由 90 年 12月底展延至 91年 12 月底止，對於協助營運正常企

業取得融資所需資金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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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中小企業解決融資問題，本行及財政部派員支援「馬上解決問題中心」。

鑑於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馬上解決問題中心」處理之企業個案有 80 ％以上為融資問

題，為協助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本行及財政部自 90年 5月中旬起派員輪流進駐該

中心。原暫訂半年，因成效卓著，目前並持續派員輪駐中。

有關銀行削價競爭爭取授信，央行進行道德勸說

部分銀行對大企業削價競爭爭取授信之違反健全經營行為，本行甚為關切，自上年 10

月起多次邀集銀行負責人進行道德勸說，並請銀行公會就本案進行深入研究，以供主

管機關及會員銀行參考。

民國 91年 3月 5日

91年 2月底外匯存底計 1,250.20億美元，較上月增加 13.91億美元；較上年底增加 28.09

億美元。

民國 91年 3月 6日

根據統計，91年元月份我國外匯市場每日外匯交易量為 48億 700萬美元。

元月份外匯市場交易及其他金融商品業務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外匯市場交易

元月份台北外匯市場－外匯指定銀行（DBU）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外匯交易

經剔除「銀行間交易」重覆計算之部分後，全體交易量淨額（Net Turnover）共計

105,749百萬美元，每日交易量為 48億 700萬美元。

以交易對象分，元月份銀行與顧客交易占全體交易量 37.5％；銀行間交易占 62.5％，

其中國內銀行間交易占 27.1％，國內銀行與國外銀行間交易占 35.4％。

依幣別分，元月份新台幣對外幣交易占全體交易量 56.8％，其中新台幣對美元交易占

53.8％，新台幣對其他外幣交易占 3.0 ％；第三貨幣交易占全體交易量 43.2％，其中

美元對日圓交易占 21.1％，美元對歐元交易占 11.3％，美元對英鎊交易占 3.0％，美

元對港幣交易占 2.1％。

依交易類別分，元月份即期交易占全體交易量 63.2％，換匯交易占 15.2％，選擇權交

易占 11.6％，遠期交易占 7.5％，保證金交易占 1.4％及換匯換利交易占 1.1％。

依經紀商中介交易及直接交易分，元月份銀行間交易中，經由經紀商中介交易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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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9.9％，直接交易之比率為 70.1％。

二、其他金融商品業務辦理情形

截至元月底，除前述外匯交易外，銀行申報辦理之金融商品，尚有外幣遠期利率協議每

日交易量 114.5百萬美元、外幣換利 75.6百萬美元、外幣利率選擇權 23.8百萬美元、商品價

格交換及選擇權 17.4百萬美元、股價指數選擇權 2.1百萬美元及外幣利率期貨 1.9百萬美元。

民國 91年 3月 9日

中央銀行為持續落實外匯自由化、國際化既定政策及促進外匯業務的健全發展，91 年 2

月份陸續採行下列措施：

一、同意指定銀行報備辦理新種外匯業務：

比利時聯合銀行台北分行：不限定期初、期末需交換本金之新台幣與外幣間換匯換利

業務。

華南商業銀行：新台幣與外幣間換匯換利業務，外幣間換匯換利業務，外幣利率交換

業務。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外幣信託資金投資國外有價證券。

二、核准英商渣打銀行台北分行辦理網路銀行外匯業務，提供客戶利用網際網路辦理 每筆

金額未達等值新台幣 50萬元之外匯結匯， 每筆金額未達等值新台幣 50萬元之原幣匯

出匯款， 自行本人帳戶或事先約定自行第三人帳戶之外幣轉帳。

三、核准日商三井住友銀行台北分行，土銀三重分行，日盛銀行敦化分行等 3 家銀行為指定

辦理外匯業務銀行，截至 2月底止，累計外匯指定銀行家數為 988家，其中本國銀行 921

家（包括總行 43家，分行 878家），外商銀行 67家。2月份核准辦理買賣外幣現鈔及旅

行支票業務之非指定銀行計玉山銀行五股分行等 4家銀行。

民國 91 年 3月 16日

依據本國銀行及外國銀行在臺分行填送資料統計，91年 1月國內銀行（包括國際金融業

務分行）承作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量折合新臺幣 15,509億元，較上月增加 3,152億元或 25.50

％，主要係因選擇權及換利交易增加所致。茲就交易內容分析如下：

風險別：匯率契約占 83.60％，利率契約占 16.39％。

幣別：純外幣交易占 55.76 ％，交易量較上月增加 31.18 ％；涉及新臺幣交易占 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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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量較上月增加 19.02％。

銀行類別：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交易量占 62.99％，本國銀行占 37.01％。交易量前五大

銀行依序為美商花旗、中國信託、香港上海匯豐、荷商荷蘭及華信銀行等，合計占總

交易量之 51.56％。

匯率契約內容分析：匯率契約中以換匯交易及選擇權交易較多。涉及新臺幣匯率契約

較上月增加9.76％，其中遠期契約減少5.19％，換匯增加9.43％，換匯換利增加412.18

％，選擇權增加 15.88％；純外幣之匯率契約較上月增加 15.74％。

民國 91年 3月 20日

本行為防杜伍拾圓偽幣流轉，加強伍拾圓幣防偽功能，將於本（91）年 4月 26日（星期

五）發行新版新臺幣伍拾圓幣乙種，與現行各面額券幣同時在台灣、金門及馬祖地區流通。

新版伍拾圓幣之主要防偽功能，有幣邊滾字及隱藏圖案。隱藏圖案為「五十」及「50」，

二者於微轉硬幣時，將交互出現，極易辨識。

有關新版伍拾圓幣規格、圖案分別說明如下：

一、面額：新臺幣伍拾圓。

二、幣材：鋁青銅。

三、圖案：正面為 國父像，上緣鐫刻中華民國年序，下緣鐫刻西元年序。

背面為圓形圖案內含「五十」及「50」字樣之隱形圖案；上緣為「50圓」，下緣

為稻穗圖樣及盲人點「… 」。

四、重量：10公克。

五、直徑：28公厘。

六、幣邊：絲邊滾有「NT$50 」字樣。

目前尚在流通之舊版二種伍拾圓硬幣，其流通期限及回收方式如下：

一、中華民國 81及 82年製版之伍拾圓鎳黃銅幣，將繼續流通使用至本年 6月 30日止，期滿

持有人可向各地台灣銀行兌換等值券幣。

二、中華民國 85至 90年製版之伍拾圓雙色幣，將繼續流通使用至 93年 6月 30日，期滿持

有人可向各地台灣銀行兌換等值券幣。

為使民眾認識新版伍拾圓幣，本行除將於各媒體宣導新版伍拾圓幣之圖案及防偽設計外，

特印製新版伍拾圓幣之說明摺頁，將自本年 3月 20日起分送各金融機構，歡迎民眾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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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1年 3月 20日

為瞭解銀行處理舊房貸利率及信用卡循環利率之情形，央行於本（20日）分二場共邀集

38家銀行召開「研商有關銀行辦理房貸利率事宜」會議，會中獲致三點結論：

一、各銀行對於房貸利率目前仍高於百分之 8 以上者，除逾期繳款戶等特殊個案外，請主動

發文，配合登記備查簿形式，儘速調降至百分之 8以下，期間 1年，屆時再行檢討。

二、各銀行辦理新舊房貸之處理措施，本行將於網站上揭露，以供消費者參考。

三、有關銀行信用卡循環利率是否偏高問題，央行將請各銀行填報相關資料，以瞭解實際辦

理情形。

民國 91年 3月 20日

一、中央銀行理事異動，已於 91年 3月 20日奉 總統華總一禮字第 09100055660號令發布

如次：

中央銀行理事並指定為常務理事林鐘雄，理事陳師孟、陳希煌已准辭職，均應予免職。

特派徐義雄為中央銀行理事並指定為常務理事，管中閔、范振宗、吳聰敏為理事。

二、中央銀行新任徐常務理事義雄及管理事中閔、范理事振宗、吳理事聰敏等 4 人簡歷如附表

（略）。

民國 91年 3月 26日

依據各本國銀行填送資料統計，90年 12月底全體本國銀行（含 OBU及國外分支機構）

跨國債權總額為 593.5億美元，較上季底增加 43.4億美元或 7.88％，主要因拆放國外銀行同

業金額增加所致。依據國際清算銀行 2002年 1月底發布 2001 年 9月底世界各國申報之跨國

債權總額為 115,798.2億美元，我國跨國債權占全球總額之 0.51％，前三大債權國依序為德國

（占總額之 19.52％）、日本（占 10.78％）及英國（9.77％）。茲分析本國銀行跨國債權內

容如下：

一、期限別分析

就跨國債權之剩餘期限別分析，以一年（含）以內 466.5億美元占 78.60％為最多，超過

二年以上 92.4億美元占 15.57％次之，超過一年以上至二年 33.2億美元占 5.59％再次之。與

上季底比較，以一年（含）以內增加 45.1億美元或 10.70％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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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門別分析

就跨國債權之債務人所屬部門別分析，以銀行部門 313.1億美元占 52.75％為最多，非銀

行之私人部門 266.5億美元占 44.90％次之，公共部門 14.0億美元占 2.35％再次之。與上季

底比較，以非銀行之私人部門增加 23.3億美元為最多。

三、債務國家類別分析

就債務國所屬國家類別（依據國際清算銀行之定義）分析，以工業國家 352.2 億美元占

59.34％為最多，境外中心 169.5億美元占 28.56％次之，開發中國家 66.3億美元占 11.17％再

次之，對國際組織債權僅 5.5億美元。與上季底比較，以工業國家增加 33.4億美元為最多。

四、債務國地區別分析

就債務國所在地區別分析，以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236.0億美元占 39.76%為最多，亞洲

及太平洋地區 212.2億美元占 35.75%次之，歐洲地區 129.7億美元占 21.85％再次之。與上季

底比較，以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增加 28.7億美元或 13.87％為最多。

五、跨國債權餘額前十大國家排名

本國銀行跨國債權餘額前十大國家依序為美國、香港、新加坡、英國、日本、英屬西印

度群島、盧森堡、德國、韓國及開曼群島，合計數占跨國債權總額之 78.48％。

民國 91年 3月 27日

根據統計，91年 2月份我國外匯市場每日外匯交易量為 51億 6,700萬美元。

2月份外匯市場交易及其他金融商品業務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外匯市場交易

2月份台北外匯市場－外匯指定銀行（DBU）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外匯交易

經剔除「銀行間交易」重覆計算之部分後，全體交易量淨額（Net Turnover）共計

77,501萬美元，每日交易量為 51億 6,700萬美元。

以交易對象分，2月份銀行與顧客交易占全體交易量43.5％；銀行間交易占 56.5％％，

其中國內銀行間交易占 22.9％，國內銀行與國外銀行間交易占 33.6％。

依幣別分，2 月份新台幣對外幣交易占全體交易量 59.3 ％，其中新台幣對美元交易占

56.3％，新台幣對其他外幣交易占 3.0 ％；第三貨幣交易占全體交易量 40.7％，其中

美元對日圓交易占 21.7％，美元對歐元交易占 10.7％，美元對英鎊交易占 2.4％，美

元對港幣交易占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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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交易類別分，2月份即期交易占全體交易量 64.0％，換匯交易占 15.4％，選擇權交

易占 10.3％，遠期交易占 7.5％，保證金交易占 2.0％及換匯換利交易占 0.8％。

依經紀商中介交易及直接交易分，2月份銀行間交易中，經由經紀商中介交易之比率為

26.0％，直接交易之比率為 74.0％。

二、其他金融商品業務辦理情形

截至 2 月底，除前述外匯交易外，銀行申報辦理之金融商品，尚有外幣遠期利率協議每

日交易量 101.7百萬美元、外幣換利 37.6百萬美元、商品價格交換及選擇權 16.9百萬美元、

外幣利率選擇權 11.8百萬美元、股價指數選擇權 1.7百萬美元及外幣利率期貨 0.2百萬美元。



中央銀行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一期 民國九十一年三月

—２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