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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九十年四月份

2日 △中共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上年底大陸外債（不包括香港及澳門特區）降至 1457.3億

美元，較前年減少 61億美元或 4%，是改革開放以來外債首度下降。外債減少的主

要原因為，中共為控制企業對外借款，將舉債審核權限直接提升至國務院，使得大

陸區內金融機構及區內企業對外舉債之餘額大幅下滑。

△德國安聯保險集團（Allianz AG）宣布，將支付總計 234億歐元的現金與股票，併購

德國第三大銀行－德利銀行（Dresdner Bank）近八成的股份，合併後的新金融集團

將成為歐洲僅次於匯豐控股公司的第二大金融集團。

4日 △中共財政部宣布，為改善區內銀行的經營利潤，並提高銀行的競爭力，經國務院批

准，自本年起中國大陸金融保險業的營業稅率將分三年逐年降低，每年調降 1個百

分點，由目前的 8%降為 5%。

6日 △日本政府推出泡沫經濟崩潰以來第十二次的「緊急經濟對策」，其內容有別以往偏重

刺激總體需求之公共建設，轉而重視處理導致經濟長期低迷的結構性問題。但該對

策僅是原則性的宣示，並未明確說明施行細節、「收購銀行股票機構」的成立時間，

以及所需規模等。

9日 △香港金管局宣布，將如期於本年 7月 3日撤銷利率管制措施，屆時有關港幣儲蓄帳戶

及往來帳戶的利率規定均將取消，自該日起所有港元各類存款利率均由市場決定。

10日 △世界銀行調降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估值，從上年 11 月預估的 3.4%大幅調降至

2.2%。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調降歐元區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估值，由上年 11

月預估的 3.1%降至 2.7%。

12日 △新加坡發展銀行（DBS）宣布併購香港道亨銀行，併購金額約 432億港幣。DBS 是

以高於道亨銀行股票市場價格的七成收購全數股份（收購價約 2000年底道亨銀行帳

面價值的 3.1倍）。併購後的新加坡發展銀行將成為香港第三大銀行集團，僅次於匯

豐集團及中銀集團，並且將是首家在新加坡及香港兩區域金融中心，同時擁有完整

營業網路的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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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臨時宣布調降聯邦資金利率及重貼現率各二碼，

分別成為 4.50%及 4.00%。

19日 △香港金融管理局調降貼現窗口基本利率二碼，由原來的 6.5%調降至 6.00%。

△亞洲開發銀行（ADB）公布本年亞洲經濟展望報告指出，本年亞洲經濟成長將由上

年的 7.1%下降至 5.3%，明年將回升至 6.1%。ADB 預估亞洲經濟成長率下降之主因

是美國對電子產品需求大幅減少所致。

23日 △澳洲政府基於國家利益之考量，否決英荷蜆殼（Shell）向澳洲Woodside石油提出一

百億元收購之建議。

25日 △歐盟執委會向下修正歐元區今、明兩年之經濟成長預測值，由原先預估的3.2%及3.0%

向下修正至 2.8%及 2.9%，向下修正之主要原因為美國經濟減緩速度超乎預期。

26日 △主張全力進行經濟結構改革的小泉純一郎取代森喜朗被推舉為日本第八十七任首相。

27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公布半年一次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表示，本年全球經濟成長將

大幅衰退，預估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3.2%，較上年9月時的預估調降 1個百分點，

其中美國本年將僅成長 1.5%，日本則預估成長 0.6%，亞洲新興經濟體預估為 5%。

民國九十年五月份

9 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於 9日至 11日在夏威夷舉行年會，宣布建構通貨安全網以防

範 1997 年至 1998 年間亞洲金融危機再度重演。本次年會的重大決定為推展清邁計

畫（CMI），CMI 的參與國家（東協十國、日本、中國大陸及南韓）將共同建立一

套換匯機制，相互協助外匯融通以穩定匯率。其中，日本與泰國、南韓、馬來西亞

分別簽訂雙邊換匯協定，金額分別是三十億美元、二十億美元、十億美元。

10 日 △歐洲中央銀行宣布將主要再融通利率、邊際貸放利率及存款利率各調降一碼，分別至

4.50%、5.50%及 3.50%。此次降息是歐洲中央銀行成立二年多以來之第二次，也是

自 1999年 11月以來七度調升利率後之首次降息。歐洲中央銀行總裁杜森柏格在本次

降息後發表聲明表示，調降利率主要是為了確保歐元區經濟成長，同時兼顧物價穩

定。

△英格蘭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鑑於英國通膨尚屬溫和，決定將十四天期附買回利率調降

一碼至 5.25%。此次調降利率是繼本年 2月及 4月調降利率後再度寬鬆銀根，總計本

年英格蘭銀行已調降利率 0.75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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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會議決議將聯邦資金利率及重貼現率分別調降二

碼至 4.00%及 3.50%。

16日 △香港金融管理局調降貼現窗口基本利率二碼，由原來的 6.0%調降至 5.50%。香港銀

行公會亦跟隨調降儲蓄存款利率上限二碼，由原來的 2.75%調降至 2.25%，基本放款

利率亦由 7.5%調降至 7%。

17日 △菲律賓央行調降隔夜借款和貸款利率各0.5個百分點，調降後分別為 9.0%和 11.25%。

該行自上年 12月以來共調降利率 12次，累計調降幅度達 6個百分點。

18日 △中共財政部宣布發行十年期境外債券（Eurobond）10億美元，票面利率為 6.8%，並

發行以歐元計價的五年期境外債券 5.5 億歐元，票面利率為 5.25%。此次為中共自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首次發行海外公債。

△美國花旗集團（Citigroup）決定以125億美元收購墨西哥第二大銀行Grupo Financiero

Banamex-Accival，其中一半以現金支付，另一半以股票支付。購併後，花旗集團下

的花旗銀行將成為墨國最大的金融機構。

21日 △新加坡公布本年第一季GDP較上年同期增加 4.6%，遠低於上年第四季的 11%，主要

原因為全球電子產品需求不振及服務業成長減弱。由於第一季經濟成長率不如預期、

美國經濟持續走下坡的風險仍高，以及全球半導體需求疲弱將直接衝擊到新加坡製

造業的成長等，新加坡官方遂決定將本年新加坡經濟成長率預估值由原先的 5%~7%

調降至 3.5%~5.5%。

23日 △中共人民銀行經中共國務院批准，決定調降境內大陸銀行的外幣存款利率，其中一年

期美元、港幣及瑞士法郎之定期存款利率分別調降 0.3125、0.125 及 0.3125 個百分

點，至 1.6875%、3%、1.6875%。

24日 △世界貿易組織（WTO）表示，在美國經濟成長減緩之影響下，本年全球貿易成長率

將由上年的 12.5%大幅下降至 7.0%。

26日 △美國參、眾議院先後表決通過為期十年，規模高達 1兆 3,500億美元的減稅法案，此

一折衷法案與布希總統原先所提的 1兆 6,000億美元法案略有出入，但仍為美國近二

十年來最大規模的減稅法案。

31日 △泰國央行總裁查圖被總理撤職，改由布里迪雅通繼任。主要是因泰國新任總理塔克信

憂慮泰銖持續走貶及資金外移，一再要求泰國央行採行高利率政策，而查圖為維持

央行的獨立性而拒絕調升利率，最後遂被撤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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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十年六月份

1 日 △中國大陸自本日起，允許居住民使用本年 2月 19日以後存入境內商業銀行的現匯存

款和外幣現鈔存款，及從境外匯入的外匯資金，從事 B 股交易，但仍不允許使用外

幣現鈔。

△東南亞地區央行總裁會議於 5月 31日至 6月 1日於新加坡舉行，會後發表聯合公報

表示，亞洲地區某些會員受到基礎設施及內部處理能力不足之限制，無法於 2004年

前完全實施國際清算銀行（BIS）新版風險資本適足率規範。此外，東南亞地區央行

總裁一致認為須採行措施以防範匯率波動幅度過大，特別是對小型開放經濟體而言，

匯率穩定更具重要性。

6日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本日於奧地利維也納結束為期二天的第 115次部長級會

議。本次會議旨在討論是否增加產量以因應對伊拉克停止石油輸出可能造成的世界

性石油短缺，會後決議仍維持原來的產量。

8日 △泰國央行宣布將 14天期附買回利率由 1.5%大幅調升至 2.5%，此一措施結束了泰國

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寬鬆性的貨幣政策。

11日 △日本本年第一季實質 GDP 較上季衰退 0.2%（換算成年率為衰退 0.8%），遠較市場

預估之成長 0.2%為低。本年第一季經濟呈現衰退的主因，係對美國與亞洲出口不振，

致出口金額較上季大幅縮減 3.6%，為近兩年來首見；而持續扮演經濟復甦火車頭之

企業設備投資，亦隨之較上季減少 1.0%，遠不及上季之成長 6.7%；另外，約占GDP

六成之民間消費，則依舊低迷不振，與上季大致持平。至於公共投資，因上年度追

加預算陸續執行，轉較上季成長 5.2%（上季為減少 0.6%）。總計日本上年度（2000

年 4月 1日至 2001年 3月 31日）全年實質GDP僅微幅成長 0.9%，並未達成日本政

府之 1.2%目標。

11日 △國際清算銀行（BIS）公布第 73 期年度報告指出，全球新興市場中，亞洲受全球經

濟走緩的打擊最大。主要原因是亞洲新興經濟體仰賴電子產品出口的程度太深，加

上美、日經濟走緩導致這些經濟體出口大幅下滑所致。另外，BIS 亦指出，歐元問

世、電子與線上交易成長快速及銀行相互合併，使全球匯市交易量過去兩年來急遽

萎縮，估計至本年初時，每日交易量僅剩 1.1兆美元。

12日 △英國於本月 7日舉行的國會大選，首相布萊爾領導的工黨，擊敗保守黨及自由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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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獲全勝，在國會（下議院）659個席次中囊括 413席。隨著支持英國加入歐元區之

工黨的勝選態勢逐漸明朗化，看貶英鎊之氣氛轉濃，致使英鎊連日重挫，本日並創 1

英鎊兌 1.37268美元的價位，達十五年來之新低。

15日 △巴西央行將隔夜拆款利率調升 1.5個百分點至 18.25%，此為巴西央行本年以來第四

次升息。升息的主因為巴西披索對美元匯價持續下跌及巴西國內通貨膨脹有上揚之

風險。

21日 △日本政府經濟財政諮詢會議公布經改計畫基本方針，內容包括清理銀行壞帳、削減公

共支出、設定政府舉債上限，以及國營事業民營化等大項。負責經濟財政諮詢會議

之經濟財政大臣竹中平藏指出，伴隨經改計畫之執行，未來 2至 3 年間日本經濟成

長率大致僅能維持於 0%至 1%之間，而且可能導致十至二十萬人失業。

25日 △國際清算銀行（BIS）宣布，新修訂的銀行自有資本適足率的實施時間，將由原先預

定的 2004年延後一年至 2005年實施，主要是因各國金融機構表示，BIS的新規定過

於嚴苛。

27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決議將聯邦資金利率及重貼現率分別調降一碼至

3.75%及 2.25%，此為本年以來美國第六次降息，降息主因為近幾個月來企業獲利與

資本支出持續衰退、消費擴張疲弱，以及國外經濟成長趨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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