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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 行 業 務

一、概 述

本（92）年上半年國內經濟先後受到

美伊戰爭及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疫情衝擊，景氣一度中挫。惟下

半年隨上述不確定因素消弭，國際景氣加

速復甦，我國對外貿易恢復擴增，景氣逐

漸好轉，全年經濟成長率為 3.24%。物價

呈微幅下跌，全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為負 0.28%；若扣除新鮮蔬果、魚介及能

源之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為負 0.61

﹪。勞動市場在景氣逐漸復甦及政府致力

推動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下，全年失業

率平均為4.99%，已較上（91）年下降0.18

個百分點。

本行貨幣政策方面，鑑於全球景氣復

甦之不確定性恐影響我外貿擴張，且國內

經濟受 SARS疫情衝擊，消費及投資等最

終需求有待進一步提振；為防範可能之通

貨緊縮風險，並適度反映國內外市場利率

走勢，以兼顧金融穩定及經濟永續成長之

長期政策目標，本年 6月底本行再調降貼

放利率 1碼，使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

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別降至 1.375%、

1.750%及3.625%之歷史最低水準。至下半

年，我國外需雖維持擴張，內需各項支出

亦漸回溫，惟勞動市場猶疲，以及物價仍

有下跌風險等情況，為確保經濟復甦之動

能，央行秉持寬鬆政策立場，繼續維持短

期利率於低檔水準。在寬鬆貨幣政策引導

下，金融市場短期利率持續走低，以金融

業隔夜拆款利率為例，本年 12 月已降至

1.03﹪，五大銀行（台銀、合庫、一銀、

華銀及彰銀）新承做放款加權平均利率亦

降至2.36﹪，分別較上年同期下降0.59及

1.13個百分點。此外，本行採行非傳統性

貨幣政策，包括1兆2,000億元低利優惠房

貸及1兆4,000億元傳統產業貸款等政策性

貸款，這些措施對提振景氣發揮預期效

果；銀行授信也步出低迷困境，呈現穩健

回升。由於景氣轉佳，銀行授信恢復擴

增，以及外資匯入，本年Ｍ 2平均年增率

為3.77﹪，「Ｍ2＋債券型基金」平均年增

率為5.25﹪，均落在目標區之內，能充分

支應景氣復甦所需資金。

新台幣匯率方面，我國係屬管理浮動

制(managed float)，原則上由市場供需決定

匯率水準。若有季節性及偶發性(如短期資

金大量進出)因素干擾，導致市場供需失

衡，造成匯率過度波動，致未能反映我國

經濟基本情勢時，本行會予適度調節，以

維持新台幣匯率之動態穩定。本年間新台

幣匯率維持動態穩定，12月底新台幣匯率

為33.978元，較上年底升值2.28﹪。

此外，年內本行繼續推動制度面之改

進，也獲致相當成效。目前銀行幾已全面

改採指數型房貸及基準放款利率新制，民

眾購屋及廠商投資均能以接近市場之利率

辦理貸款，利息負擔大為減輕。本行推動

之電子票據發展計畫亦正式運作，華南銀

行於 9月間推出亞洲地區首張電子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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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持續推動金融自由化及國際化措

施，10月初正式取消QFII（外國專業投資

機構）制度。政府債券全面無實體化工作

進展順利，深為投資大眾肯定；本年另開

始發行增額公債，以建立指標公債殖利率

曲線，效果可期。茲就年來本行調節金

融、外匯管理、通貨發行、經理國庫、金

融業務檢查、參與國際經濟金融組織活動

及經濟研究等重要業務分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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