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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 91年 1月份

1日 △中國大陸本日實施反傾銷條例。自本日起大陸進口產品以傾銷方式進入大陸，並對大

陸產業造成實質或產生損害威脅，或者對建立大陸產業造成實質阻礙者，將依據此

條例進行調查，採取反傾銷措施。該條例共六章 59節，主要內容包括總則、傾銷與

損害、反傾銷調查、反傾銷措施、反傾銷稅、價格承諾的期限與複審，及附則。

△經過三年的轉換規畫，歐元（Euro）的實體紙鈔及硬幣順利上路成為歐元區之法償貨

幣，取代歐元區 12個會員國原有的本國貨幣，逾 3億人口之歐洲民眾將使用此一共

同通貨。歐元區 12國之原本國通貨與歐元紙鈔及硬幣間可維持至多 2個月不等之雙

軌流通，迨至本年 3月 1日起歐元將成為歐元區唯一之法償貨幣。歐元區 12國央行

將提供至少十年之舊鈔免費兌換歐元新鈔，及至少二年舊硬幣兌換歐元硬幣之服務，

其中部分會員國央行則可無限期兌換。

2日 △新加坡工業貿易部公布上（2001）年第 4季新加坡經濟成長率較前年同期萎縮 7%，

全年GDP 則告衰退 2.2%。

5日 △阿根廷國會本日通過由新任總統 Duhalde 所提出之緊急經濟方案，其主要的內容包

括：(1)放棄實施十年的通貨委員會制度，改採雙軌匯率制度，披索對美元的官方匯

率貶值近三成，由原先之 1披索兌 1美元的匯率調整為 1.4披索兌 1美元；(2)強制銀

行將 10萬美元以下的抵押貸款、個人貸款及小企業貸款等得依 1比 1的舊匯率轉換

成披索，其他在外流通的債務仍以美元計價；(3)回收各地方政府發行用以代替現金

的所有債券，改為發行不定額的新聯邦公債；(4)對石油及石化產品出口課徵特別稅，

以此彌補銀行擔保發行公債所產生的匯兌損失，預計實施 5年。

13日 △日本與新加坡簽訂命名為「日、新新紀元夥伴關係經濟協定（JEPA）」之自由貿易

協定，為日本與東協（ASEAN）架構自由貿易區邁出一大步。根據此一協定，所有

日本出口至新加坡的產品將完全免除關稅，而新加坡輸日產品可享免關稅待遇的種

類，則由 85%提高至 95%。

21日 △泰國央行為進一步刺激景氣之復甦，繼上年底調降 14天期附買回利率 1碼後，再度

調降 1碼至 2.0%；日終流動性窗口機制利率則降至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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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中共統計局公佈，上年中國大陸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外商直接投資）達 468.46億美

元的歷史新高，較前年成長 14.9%。至於前五大外資來源地分別為：香港、美國、日

本、台灣及新加坡。

29日 △中國人民銀行公佈「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規定獨資銀行與合資銀行若

要申請設立分行，必須符合在大陸境內開業滿 3 年以上、提出申請前兩個會計年度

連續獲利、資本適足率不低於 8%，及無重大違規記錄等條件。若要增設分行，則必

須在人民銀行批准設立分行之日起一年後，方可提出申請。

30日 △根據美國商務部公布統計指出，上年第 4季美國GDP意外成長 0.2%，主要係受消費

者支出大增 5.4%所帶動，不過，企業投資仍舊疲軟。美國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為

1.1%，為自 1991年以來之最低成長幅度。

△由於美國經濟已觸底回升，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決議不調降利率，將

聯邦基金利率目標維持在現行之 1.75%，重貼現率亦維持於 1.25%不變，為上年連續

11度的降息畫下休止符。Fed於會後聲明中指出，企業支出與家戶支出的強度仍具不

確定性，美國經濟未來仍面臨經濟疲軟的風險。

△歐盟執委會首次動用早期預警（Early warning）系統，正式警告德國及葡萄牙應控制

並削減預算赤字，以免持續擴大的預算赤字影響歐元信用及匯價。根據歐盟之統計，

德國及葡萄牙上年預算赤字占GDP的比率將分別上升至 2.7%與2.2%，逼近歐盟「穩

定暨成長協定」（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所要求各會員國每年預算赤字對GDP比

率不得高於 3%的上限，而德國及葡萄牙上年之預算赤字目標分別為 1.5%及 1.1%。

民國 91年 2月份

1日 △中國大陸公布實施「外資保險公司管理條例」。申請外資保險公司的外國保險公司必

須經營保險業務達 30年以上，並已在大陸設立代表機構二年以上，最低註冊資本額

為人民幣 2億元。

3日 △因阿根廷經濟基本面不佳，披索持續重挫，加以 IMF 強力反對雙軌匯率制度，阿根

廷政府本日宣布將原先之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合而為一，恢復單軌匯率制度，並自 2

月 11日起，改採浮動匯率制度。

5日 △美國總統布希公布 2003會計年度預算方案，預估美國經濟將於本（2002）年脫離經

濟衰退，全年經濟成長率將達 0.7%，並於明年加速至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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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 △本年以來，日經股價指數在銀行類股帶頭大跌之影響下，股價跌跌不休。本日，日經

股價指數跌至 1983年 12月 14日以來的 9,420點新低。

△愛爾蘭最大銀行聯合愛爾蘭銀行（AIB）發生隱匿外匯交易大幅虧損的醜聞，該行設

在美國巴爾的摩市子公司 Allfirst的外匯交易員羅斯納，涉嫌違規操作匯率衍生性商

品損失高達7.5億美元，整個事件猶如 1995年霸菱銀行發生的李森醜聞事件之翻版。

8日 △ 歐洲央行（ECB）公布，ECB總裁杜森柏格計畫於明年 7月提前退休，較原來 8年

的總裁任期提早 3年卸任。德國總理施若德發言人海依則表示，歐盟領袖已在 1998

年同意由法國政府來決定下一任 ECB總裁人選。

21日 △中國人民銀行自本日起調降金融機構各期存放款利率及金融機構在中國人民銀行的準

備金存款利率與再貸款利率。金融機構各期別存款利率平均調降 0.25%，各期別放款

利率則平均調降 0.5%，至於中國人民銀行所收受金融機構的準備金存款其利率則調

降 0.18%，各期別之再貸款利率亦調降 0.54%。這是中國大陸自 1999年 6月以來的

首次降息。

27日 △日本政府公布「總合通貨緊縮對策」，以解決日益嚴重的通貨緊縮現象及龐大的不良

債權問題。「總合通貨緊縮對策」的主要內容包括：（1）加速處理不良債權；（2）

穩定金融體系；（3）穩定股市對策；（4）促進銀行業放款對策；（5）日本銀行將

配合進一步採行寬鬆貨幣政策等。

△英國上年第 4季經濟成長率續由第 3季的 2.2%放緩至 1.7%，與第 3季比較之變動率

則出現 1992 年第 2 季以來首次的零成長；全年經濟成長率自前年的 3.0%下跌為

2.4%，仍較大多數歐陸國家為佳，主要可歸因於其強勁之國內消費支出。

△馬來西亞上年第 4季經濟成長率在積極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及國內需求穩健成長之支

撐下，由第三季之衰退 1.2%縮小至衰退 0.5%，全年經濟成長率則由前年之 8.3﹪大

幅減緩至 0.4%。

28日 △歐元區本年 1 月的調和消費者物價指數（HICP）年增率大幅攀升至 2.7%，遠高於

ECB所設定的 2.0%控制目標，主要是因歐洲氣候惡劣造成生鮮食品價格上揚，加上

企業將歐元實體貨幣轉換過程的成本轉嫁至消費者所致，ECB 表示這些因素係屬例

外及短暫現象，預期整體物價將逐漸回穩。

△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中國大陸上年第 4季實質GDP年增率為 6.6%；全年經濟成長率

由前年之 8.0%降為 7.3%，仍高於官方設定 7.0%的目標。上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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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之原因為全球景氣放緩，致工業生產及出口持續下滑。

民國 91年 3月份

1日 △根據美國商務部公布資料，拜汽車銷售強勁所賜，美國上年第 4季 GDP 成長率由原

先估計之 0.2%向上修正至 1.4%；全年經濟成長率亦由原先估計之 1.1%向上修正至

1.2%，但仍為自 1991年以來之最低水準。

5日 △美國總統布希宣布，將對主要進口鋼材實施關稅配額並課徵 8%-30%不等的關稅，以

保護國內鋼鐵工業。此一新關稅措施將自本年 3月 20日起生效，有效期最長可達 3

年。美國貿易代表指出，此項新關稅措施對日本、中國大陸、台灣、南韓及歐盟造

成的損失最大。

6日 △中共第 9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5次會議中，國家計委會將本年經濟成長率預期目標

訂為 7%，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5%以內，居民消費者物價年增率預估為 1%~2%、

中央財政赤字控制在 3,098 億元以內。此外，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本年將發行

1,5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

△根據香港財政司的財政預算案，預估上年度（即 2001年 4月 1日至 2002年 3月底）

香港的財政赤字將達 656億港元或GDP的 5.2%，為連續第 4個年度出現財政赤字。

為改善香港結構性財政赤字狀況，港府決定自本年 10月起調降公務員薪資 4.75%、

降低煙酒免稅額及調高葡萄酒稅率、加課邊境建設稅。此外，為避免減薪及加稅等

影響消費支出，將同時對部分民生相關項目提出減免措施。

8日 △Fed主席葛林斯班於國會參議院作證時指出，美國的經濟擴張進展順利，Fed預期美

國本年的經濟成長率將介於 2.5%至3%之間，略低於 7個月前所預測的3%至3.25%。

△日本政府公布上年第 4季實質 GDP 較上季衰退 1.2%，換算年率為衰退 4.5%，是自

1993 年以來首度連續 3 季呈現負成長。第 4 季經濟衰退之主因，係全球資訊科技

（IT）產業相關投資大幅衰退，加以企業積極進行財務及組織重整，導致企業設備投

資銳減12.0%，創1980年以來最大降幅。總計日本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為衰退0.5%，

為自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再度陷入衰退的困境。

9日 △美國國會擱置多時的經濟振興方案終於分別在眾議院與參議院通過，將由布希總統簽

署後正式實施。該方案主要內容包括擴大失業救濟與減稅，但以失業救濟為主，聯

邦政府預計於未來十年內將斥資 420億美元來創造就業及救濟失業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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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申請在中國大陸設立銀行辦事處的 8家台資銀行中，中共人民銀行已批准世華銀行在

上海及彰化銀行在昆山的申請案。

12日 △受到美國 911事件之衝擊，歐元區上年第 4季經濟成長力道持續走弱，實質 GDP年

增率自第 3 季的 1.4%大幅滑落至 0.6%，全年經濟成長率則自前年的 3.3%下跌為

1.5%。

13日 △ 世界銀行預估東亞地區在各國刺激經濟措施奏效與高科技部門復甦之激勵下，明年

經濟成長率可望達到 6.9%。

14日 △新加坡工業貿易部公布上年第 4季實質GDP年增率較前年同期萎縮 6.6%，全年則呈

現衰退 2%。本年預估經濟成長率將介於 1%至 3%之間。

16日 △歐盟領袖於召開高峰會後發布公報指出，歐盟領袖同意積極推動能源市場改革，促進

能源市場自由化，並將在本年內採取解除能源市場管制之措施。

18日 △泰國上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在國內需求熱絡之帶動下，由第3季之1.6﹪擴增至2.1%，

惟全年經濟成長率則由前年之 4.6%大幅放緩至 1.8﹪。

19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決議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維持在現行之 1.75%，

重貼現率亦維持於 1.25%不變。此係繼 1月 29日之會議再度維持利率不變。值得注

意的是，FOMC 在此次會議後立即公布與會成員的投票結果，一改過去係在下次

FOMC會後幾天才在會議紀錄內公開的作法。

20日 △日本銀行在決策會議後決議維持利率政策不變，會中同時決議擴大合格票據之籌碼，

將由國營存保公司及地方政府新發行的 3 月期債券，亦列為日銀進行公開市場操作

的合格擔保品。

△南韓上年第 4季實質 GDP年增率，在民間消費支出與營建投資持續成長之激勵下，

超乎預期由第 3 季之 1.9%回升至 3.7%；全年經濟成長率則由前年的 9.3%大幅滑落

至 3.0%。

22日 △日、韓領導人正式簽署促進雙邊直接貿易協議，並且同意針對設立雙邊自由貿易區進

行研究。

26日 △瑞典最大的電信集團 Telia和芬蘭的 Sonera兩大電信業者宣佈合併，新集團將成為北

歐最大電信業者，這也是歐洲電信業者首宗跨國合併案。

27日 △歐盟執委會通過決議，將自4月 3日起對鋼材實施關稅配額措施，在鋼材進口量逾一

定標準時，對 15項鋼材課徵 14.9%至 26%的關稅稅率，以反制美國之前實施的鋼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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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法案進口救濟措施後，造成其他國家的鋼材品大量轉銷歐盟市場，傷害歐盟鋼鐵

產業及工人的利益。

28日 △穆迪公司（Moody's）基於南韓經濟穩健成長、外債減少、以及金融改革有成，將南

韓外幣主權債信評等從「Baa2」提高至「A3」。

△日本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依清邁倡議之架構，簽署相當於 30億美元之換匯協議，據

以防範區域內金融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