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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 90年 7月份

1日 △中共經貿部與海關總署修訂公布「中國大陸加工出口貿易企業分類管理辦法」，主要

修訂內容為放寬 A 類企業的管理標準、簡化報關手續，以及改善高新科技企業的通

關速度。目前中國大陸加工貿易占大陸外貿總額約五成比重，由於其他東亞部分國

家近來出現程度不等的貨幣貶值，使中國大陸之出口面臨強大競爭，中共官方遂決

定放寬部分企業出口之限制。

3日 △香港金融管理局自本日起完全撤銷利率管制之規定，今後港幣之存放款利率完全由市

場力量來決定。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部長級會議，決議至本年 9月以前不增產，以避免因伊拉

克可能重返油市導致油價進一步下跌。

4日 △歐洲議會否決歐洲聯盟預定實施的「企業收購法案」。這項法案未通過的最大原因，

係德國政府擔心國內企業成為外國企業併購的對象而強烈反對；此外，法國預定明

年開始實施解僱管制法案，以阻止企業持續裁員。德國和法國政府在放寬管制方面

走回頭路，引起兩國企業的強烈不滿。

5日 △南韓央行決定調降隔夜拆款利率目標一碼至 4.75%，降息之原因為全球經濟不確定性

高，南韓出口大幅衰退，工業生產力指數持續下滑等。

7日 △七大工業國(G7)財政部長會議在羅馬閉幕，會後發表聲明指出，美國經濟歷經連續六

次降息和 1.35 兆美元的減稅措施後，可望帶領全球經濟反彈;G7 財長也認為，國際

貨幣基金(IMF)的首要任務，依然是預防及解決全球經濟危機。

8日 △中共財政部長表示，中國大陸本年經濟成長率可望達到 7%~7.5%，另為因應全球經

濟普遍放緩，中共將於明年發行 1,500億人民幣國債，以支撐大陸區內經濟之發展。

10日 △新加坡公布本年第二季 GDP 較上年同期減少 0.8%，為自 1999年第一季亞洲金融風

暴恢復復甦以來，首度經濟出現衰退走勢，主要原因為全球電子產品需求不振及服

務業成長減弱。

12日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宣布棄守上年 1月以來遵循的星元溫和漸進升值原則，而改

採中立的匯率政策。MAS 表示，在外部經濟環境困頓及全球電子業景氣更見疲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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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新加坡短期經濟成長前景已顯著轉弱，通貨膨脹壓力亦告減輕，MAS 因此轉向

採取中立的匯率政策，星元貿易加權匯率將在以零升值為中心的貨幣政策範圍內變

動，而此一中立的匯率政策將於六個月後再作檢討。

13日 △阿根廷經濟部長卡瓦洛宣布將削減公共支出等經濟穩定方案，以化解面臨的債務危

機。該方案內容包括削減公務員薪資及採取防範逃稅的因應對策。

△聯合國向下修正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由原初估的 3.5%下調至 2.5%，其中美

國預估為 1.8%，日本將低於 1%、歐元區為 2.7%、中國大陸則達 7.3%、不含中國大

陸及日本的東亞地區為 4.1％。

△日本與菲律賓達成金額 30億美元的美元與披索間的換匯協議，這是自上年 5月於亞

銀年會達成清邁倡議以來，繼馬來西亞、泰國及南韓之後，第四個與日本簽訂換匯

協定之國家。

17日 △加拿大央行宣布調降隔夜利率目標一碼至 4.25%，降息之主因為北美以外國家的經濟

成長未如預期及美國復甦力道及時間的不確定等，將可能影響加國國內經濟。隨後

加國最大銀行皇家銀行(the Royal Bank of Canada)亦宣布調降基本放款利率至 6%。

22日 △七大工業國(G7)及俄羅斯於義大利熱內亞所舉行為期二天的高峰會，本日閉幕並發表

聯合公報指出，雖然全球經濟走緩超出預期，但良好的經濟對策與基本面可望提供

強勁成長的堅實基礎。

23日 △印尼最高權力機構一人民協商會議投票通過彈劾並罷免總統瓦希德，並宣布由現任副

總統梅嘉娃蒂接任第五任總統，成為印尼有史以來首位女性總統。瓦希德因被指控

治國無方與涉及貪瀆案之罪名而被彈劾下台。

△德國 Ifo經濟研究所公布本年 6月份的西德企業信心指數，由 5月份修正後的 90.8降

至 89.5，跌至近五年之最低，顯示德國經濟疲軟之走勢逐漸明顯。德國最大的消費

電器製造商西門子公司(Siemens)將裁員數千人。

25日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l1個會員國開會決定，自本年 9月 1日起每日減產原油一

百萬桶，以期原油價格能維持在每桶 25美元。

25日 △新加坡政府宣布一項總值約 22億星元(約 12億美元)的對抗經濟衰退方案。此一方案

主要是透過增加公共支出及減稅等措施來幫助企業渡過難關、提供失業勞工訓練基

金及加速基礎建設等。

27日 △馬來西亞與泰國宣布締結雙邊貿易協定，該協定為促進雙邊貿易的信用及支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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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直接以泰銖或馬幣支付價款，不必再透過美元交易，以避免潛在的匯率變動問

題。

31日 △中國大陸首次發行 20年期的帳簿式無實體國債，總發行額為 240億人民幣，票面利

率為 4.26%，並於本日至 8月 7日按面值發行，發行結束後於上海及深圳交易所上市

流通。目前在大陸上海及深圳證交所交易的國債計有 8支，收益率在 2.6%至 3.45%

間。

民國 90年 8月份

2日 △英格蘭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鑑於英國通膨溫和，決定調降 14天期附買回利率一碼至

5.00%。

△日本金融廳公布民間金融機構(包括銀行、信用金庫、信用合作社及農協)截至本年 3

月底之不良債權(風險管理債權)總額為 43兆 4,000 億日圓，較上年同期增加 2兆日

圓，亦是 1993年開始公布是項資料以來的最大規模。

3日 △國際貨幣基金 ( IMF ) 表示，將儘速撥款 12億美元予阿根廷、46億美元予巴西，以

穩定中南美洲之金融與經濟情勢。

5日 △為避免南美最大經濟體巴西受阿根廷債務危機之波及，IMF 宣布提供巴西 150億美

元之緊急信用貸款。

9日 △南韓央行鑑於全球經濟衰退超乎預期，南韓工業生產力指數持續收縮，加以南韓出口

及投資仍然下滑等因素，宣布調降隔夜拆款利率目標及流動性調節貸放利率(lending

rate on liquidity adjustment loans)各一碼，分別至 4.5%及 4.25%。

△印尼總統梅嘉娃蒂公布 30位新內閣成員，其中三名重要財經官員均為超黨派之民間

專業人士，主要任務為尋求 IMF 撥付原遭凍結的 4億美元貸款、處理快速累增的外

債、加速進行資產拍賣、以及重整銀行體系。

14日 △日本銀行(BOJ)政策委員會宣布將金融機構在日銀活期存款帳戶餘額由 5兆日圓擴增

至 6兆日圓;而長期公債每月買入額度亦隨之由 4,000億日圓擴增至 6,000億日圓。主

要是因日本之出口與生產大幅衰退，導致景氣進一步惡化，此一現象正促使疲弱的

內需市場持續萎縮，物價下跌壓力有增無減。

21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決議調降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及重貼現率各一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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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至 3.5%及 3.0%，此為本年以來美國第七次降息，降息主因為近幾個月來企業獲利

與資本性投資持續衰退，以及國外經濟成長趨緩等。

△IMF 宣布將提供阿根廷 80億美元之追加貸款，此舉雖有助於改善目前阿根廷的經濟

困局，惟阿根廷於本年內須償還之外債已攀升至 93.3億美元。迨至目前，阿根廷自

IMF取得之貸款累計已高達 220億美元。

22日 △香港金融管理局調降貼現窗口基本利率一碼至 5%。香港主要銀行也跟隨調降主要存

款利率，調幅介於 0.25至 0.50個百分點間。

23日 △南韓於 1997年發生金融危機時，向 IMF告貸 195億美元，業於本日全數還清。

△標準普爾公司(S&P)統計，該公司自上年以來已調降全球 75家企業之債信評等，由

投資等級降為投機等級，受此影響流通在外之公司債餘額達 750億美元。

△德國本年第二季實質GDP較上年同期成長 0.6%，遠低於第一季的 1.4%，為 1997年

第一季以來之新低，主要是受到以營造業為首的投資減少及存貨下降所影響。

29日 △日本日經股價指數因日本與美國景氣持續惡化，以及資訊高科技企業業績大幅衰退而

跌破 11,000點，是 1984年 10月以來之新低點，當日收盤以 10,979點作收。

△美國公布之本年第二季經濟成長率由原先預估之 0.7%向下修正為 0.2%，此係過去八

年以來的最低紀錄。

30日 △歐洲中央銀行(ECB)調降主要再融通利率、邊際貸放利率及存款利率各一碼，分別至

4.25%、5.25%及 3.25%主要是因歐元區各國最近所發布之數據顯示區內經濟持續惡

化，企業盈餘下降，迫使歐洲企業大舉裁員，沈重之經濟壓力促使 ECB 採取降息措

施。

31日 △中國大陸上海與深圳交易所聯合發布「上海、深圳交易所交易規則」，並於三個月後

實施。該規則為兩交易所首度有系統的對證券交易規則、制度和投資人參與交易權

利及義務作出規範，新規則共 11章 129條規定，所規範之產品包括A股、B股、共

同基金、公司債券、政府債券、可轉換公司債、金融債券等所有在證交所上市交易

的證券。新規定中較受關注的為，已實施多年的 B 股當日沖銷將隨新規則實施而終

止，B股也將與 A股一樣，在當日買進的 B 股只能在次一交易日才能賣出；開盤後

十分鐘內交易方式採集合競價及連續競價交易;收盤價改為按最後一筆交易前一分鐘

的所有交易的成交量加權平均價為收盤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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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0年 9月份

1日 △中共公布修訂「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主要是讓大陸合資企業享有與大陸

企業相同的國民待遇，同時解決稅務及外匯相關辦法間的衝突。

7日 △日本政府公布本年第二季實質GDP較上季衰退 0.8%(換算成年率為衰退 3.2%)，是連

續兩季成長後再度轉為衰退，主要原因為全球經濟走軟導致日本出口較上季減少2.9%

且扮演經濟復甦火車頭之企業設備投資，亦較上季大幅減少 2.8%。

11日 △美國於美東時間上午 9點左右，突遭第二次世界大戰珍珠港事件以來最嚴重的恐怖攻

擊。紐約與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包括世貿大樓、五角大廈及國會山莊等多處軍政商

業中心與著名地標均受到自殺式攻擊，死亡人數近七千人，而財物損失金額預估超

過 150 億美元。為降低此次恐怖事件對美國金融市場的衝擊，事件發生後，美國政

府立即宣布無限期關閉全美證券與期貨交易所，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並發表聲明，

宣示將廣開貼現窗口，以提供市場充分流動性的立場。

△美國突遭恐怖攻擊已造成國際金融市場的劇幅動盪。歐洲股市在襲擊行動前正處盤中

交易，英國倫敦金融時報指數、德國法蘭克福 DAX指數及法國巴黎 CAC40指數當

時均呈上揚走勢，而消息傳來後，三大股市立刻下挫，法蘭克福DAX指數於盤中一

度暴跌逾 11%，英、法股市並提前收市，收盤時倫敦金融時報指數、法蘭克福 DAX

指數及巴黎 CAC40指數分別重挫 5.7%、8.5%及 7.4%。

△倫敦國際石油交易所(IPE)l0 月布蘭特原油期貨價格因美國突遭恐怖攻擊事件而一度

大漲至每桶 31.05美元之高點，是自上年 12月以來之最高水準，收盤時雖反轉下跌

至以 29美元作收，但仍比前一日收盤上漲 1.55美元。有鑑於此，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PEC)秘書長羅德里古茲立即發表聲明指出，在一連串恐怖活動攻擊美國本土之後，

OPEC已準備採取必要措施以穩定全球油價，避免油價進一步飆漲。

12日 △七大工業國財長及央行總裁為降低美國突遭恐怖攻擊事件肇致全球經濟面臨更大的衰

退威脅，立即集會並發表聲明，誓言將提供市場充分的流動性，確保全球金融市場

穩定，避免系統性風險的發生。日本央行及歐洲央行已分別於事件發生後挹注當地

貨幣市場等值於 170 億美元及 1,098 億歐元的資金。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亦分別於

12、13日挹注銀行體系 382.5億美元及 700億美元資金。

13日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於美國遭恐怖攻擊後，與歐洲中央銀行(ECB)及英格蘭銀行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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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為期一個月的 500億美元及 300億美元之換匯協議，並擴大原先與加拿大央行

的換匯協議至 100億美元。

△歐元區本年第二季經濟成長力道明顯轉弱，實質 GDP 年增率自第一季的 2.4%降至

1.7%，主要係因投資及出口顯著惡化所致。

17日 △美國股市於關閉 4天後，本日重新開盤。道瓊工業指數收盤下挫 684.81點，創有史

以來單日最大下跌點數，而Nasdaq股價指數亦下挫 115.82點。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為穩定美國金融市場，於美國股市開盤前 1個小時宣布調降聯邦

資金利率目標及重貼現率各 2碼，分別至 3.0%及 2.5%。伴隨美國之降息行動，加拿

大央行調降隔夜利率目標 2碼至 3.5%；歐洲中央銀行(ECB)調降主要再融通利率、邊

際貸放利率及存款利率各 2碼，分別至 3.75%、4.75%及 2.75%；瑞典央行調降附買

回利率 2碼至 3.75%。

△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議定書已獲所有會員國同意，預計將於明年初可

望成為WTO正式會員。

18日 △聯合國公布 2001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本年全球直接投資將從上年的 1.271兆美元

減少約 40%至 760億美元，而已開發經濟體的全球投資本年可能從 1兆 50億美元減

少 50%至 5,100億美元。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減少主要原因為全球經濟景氣的減緩及股

價下跌導致企業購併活動的減少。

△本日國際間續有配合本月 17日美國的降息行動，其中日本銀行(BOJ)宣布將金融機構

在日銀活期存款帳戶餘額提高至 6兆日圓以上（9月 18日當日為 8兆日圓左右)；重

貼現率由 0.25%降至 0.10%;補充性貸放制度(倫巴德式貸放制度)的利用上限日數由 5

個營業日增加為 10 個營業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則將貼現窗口基本利率調降 2 碼至

4.50%；英格蘭銀行調降 14天期附買回利率一碼至 4.75%；丹麥中央銀行亦調降重貼

現率及融通利率各 2碼，分別至 3.75%及 4.15%。

19日 △南韓央行宣布調降隔夜拆款利率目標及流動性調節貸放利率各 2 碼，分別至 4%及

3.75%；另外，重貼現額度由原先 9.6兆韓元增加至 11.6兆韓元，並調降重貼現利率

2碼至 2.5%。

△紐西蘭央行宣布調降官方現金利率 2碼至 5.25%。

20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董事會通過由千野忠男(Tadao Chino)連任總裁。千野忠男將從本

年 11月 24日開始為期 5年的新任期。千野表示將在新任期內繼續擴大ADB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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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貧困問題。

△馬來西亞央行宣布調降 3個月期央行干預利率 2碼至 5%伴隨干預利率之調降，商業

銀行及金融公司的基本貸款利率上限亦分別降至 6.42%及 7.46%。這是亞洲金融風暴

以來馬國央行首度降息。

23日 △JP 摩根研究報告指出，亞洲經濟體因全球電子產業疲軟而急速逆轉，復受 911美國

受恐怖攻擊事件衝擊更加惡化，估計亞洲新興經濟體(不含中國大陸及印度)本年經濟

成長率僅為 0.6%，明年可望回升到 2.5%。

24日 △瑞士中央銀行宣布調降三個月 Libor 利率目標 2 碼，由 2.25%~3,25%調降至

1.75%~2.75%。

27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公布全球經濟展望報告指出，工業國家及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

將嚴重減緩，而美國突遭恐怖攻擊事件後，更為早已趨緩的全球經濟前景增添不確

定因素。IMF根據截止於 911事件前的資料，將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之預測值由原估

之 3.2%調降至 2.6%，明年則由原估之 3.9%調降至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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