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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匯市場

(一)匯率

八十八年新台幣匯價走勢，年初持穩

後受日圓走貶的影響而貶值，二月二十日

貶至當年最低價位，1美元兌新台幣3 3 . 2 5 7

元。後因我國對外貿易順差持續增加及外

資持續匯入，新台幣匯價呈一路上揚至年

底的31.395元，為當年的最高價位。

八十八年初至二月十二日農曆新年除

夕前，新台幣匯價在1美元兌新台幣3 2 . 1 4 9

元及3 2 . 2 8 8元間狹幅波動。二月十九日農

曆新年假期後，受到日本央行透過公開市

場操作引導隔夜拆款利率趨向零，以消除

信用緊縮的問題後，引發日圓重挫。而我

國與日本經貿往來密切，市場預期新台幣

貶值，二個營業日貶值幅度達2 . 9 4％，並

跌入3 3元以下。二月二十日新台幣匯價為

33.257元，為當年最低價位。

之後，在我國出口與貿易順差持續擴

張及外資看好台灣股市而大舉匯入下，新

台幣匯價一路走強至年底。從二月下旬至

年底，雖有一些事件的發生，如七月中因

兩國論導致兩岸情勢緊張，及九月中的大

地震等，使新台幣有貶值的壓力，但因我

國經濟基本面轉佳，經常帳順差擴增，外

資大量流入，使外匯市場的供給大幅增

加，新台幣匯價走揚。同期間，國際美元

相對於日圓與東南亞鄰國貨幣的走貶，亦

使市場預期新台幣升值，因而新台幣匯價

不斷上揚。二月下旬至年底，新台幣升值

約6.27％。

就新台幣對美元匯價的升貶值幅度而

言，八十八年底匯價為 1美元兌新台幣

3 1 . 3 9 5元，較上年底的3 2 . 2 1 6元，新台幣

對美元升值2 . 6 2 %；就平均匯率而言，八

十八年平均匯率為1美元兌新台幣3 2 . 2 6 6 1

元，較上年平均 3 3 . 4 4 4 7元，新台幣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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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升值3 . 6 5 %。另就八十八年新台幣對日

圓及歐元之年平均匯率與上年相較，新台

幣對日圓貶值9 . 9 7％，對歐元升值8 . 8 1％

。而新台幣對十五個主要貿易對手國通貨

之加權平均匯率 (以進出口比重為權數 )，

八十八年底較上年底升值0.94％。

(二) 外匯交易

八十八年台北外匯市場—外匯指定銀

行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外匯交易經剔除銀

行間交易重覆計算部分後，全體交易量淨

額為1 0 , 4 3 1億美元，較上年縮減 11 . 0 %。

平均每日交易量為4 2億美元，亦較上年減

少11 . 3 %。八十八年全體銀行外匯交易量

較上年減少，主要係因第三種貨幣交易量

大幅減少所致。歐洲的單一貨幣—歐元自

八十八年元旦開始掛牌，取代歐元區內馬

克等十一種貨幣間的外匯交易；以及年底

時迫近千禧年，為防電腦當機致外匯無法

交割，因此外匯交易量減少。依 交 易 對

象分，八十八年全年銀行與顧客外匯交易

量佔全體外匯交易量淨額 4 2 . 1 %；銀行間

交易量佔5 7 . 9％，其中國內銀行間交易佔

1 8 . 5 %，國內銀行與國外銀行間交易佔

39.4%。

依交易幣別分，八十八年全年第三種

貨幣交易量佔全體外匯交易量5 0 . 6％，其

中以美元對日圓及歐元交易佔絕大多數，

分別為2 8 . 7 %及9 . 3 %；新台幣對外幣交易

佔4 9 . 4 %，以新台幣對美元交易佔 4 5 . 5 %

為主。

依交易類別分，以即期外匯交易為

主，即期交易量佔全體交易量 6 7 . 1 %，其

次依序為換匯交易佔1 5 . 0 %，遠期交易佔

7 . 8 %，選擇權交易佔 6 . 6 %，保證金交易

佔3 . 2 %及換匯換利佔 0 . 3 %。另就交易類

別的消長言，八十八年與上年相較，除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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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權交易及換匯換利分別呈大幅成長4 3 . 8 %

及9 . 7 %外，其他外匯交易類別均呈縮減，

即期交易、遠期交易、換匯交易及保證金

交易分別減少 6 . 2 %、1 8 . 3 %、5 . 6 %及

6 9 . 5 %。由於歐元的啟用及千禧年使個別

交易種類大部分均呈大幅縮減，僅選擇權

交易例外的成長。選擇權交易的成長與國

人積極使用該項商品作為避險或套利的工

具有關。遠期交易與保證金交易的大幅縮

減則與央行於上年五月宣布禁止國內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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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無本金交割遠匯 ( N D F )交易及禁止銀

行以聯名帳戶名義代客操作保證金交易措

施有關。

截至八十八年底，銀行已開辦之金融

商品除前述外幣保證金交易、無本金交割

新台幣與外幣間遠匯交易、新台幣匯率選

擇權、外幣換匯交易、外幣選擇權及換匯

換利外，尚有外幣換利等利率性商品、股

價指數及商品選擇權等十種新種金融商品

。相對於前述之外匯交易，這些新種商品

交易量不多，八十八年交易量合計僅 2 8 3

億美元，較上年增加6 1億美元或2 7 . 7 %。其

中以外幣信託資金投資國外有價證券交易

金額2 2 8 . 4億美元為最大，其次依序為外

幣遠期利率協議 2 2 . 0億美元、外幣換利

1 8 . 6億美元、外幣利率選擇權8 . 1億美元，

其餘之新種金融商品交易量均不大。

(三) 外幣拆款

央行為發展台北成為亞太區域金融中

心，並有效運用外匯存底，於七十八年成

立外幣拆款市場，並陸續提撥美元、馬克

及日圓種籽資金，以供市場拆借，而逐步

擴大市場規模，其中馬克已於八十八年初

由歐元取代成為拆款的種籽資金。截至八

十八年底，央行計已提撥一百億美元、十

億歐元及一百五十億日圓之種籽資金。

八十八年外幣拆款市場交易量呈縮減

，各種外幣拆款金額折合美元總計為8 , 4 3 8

億美元，較上年減少11 6億美元或1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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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部份為 8,407 億美元，較上年減少

1.2%；日圓部份為 3,326 億日圓，較上年

減少24.4%；歐元部份為0.05億元，其他

幣別部份折合美元為1.31億美元。

(四)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截至八十八年底止，已開業營運之國

際金融業務分行(以下簡稱O B U )共6 9家，

較上年底減少3家，主要係因美商眾國銀

行與美國商業銀行合併、美商信孚銀行與

德商德意志銀行合併，以及加拿大帝國銀

行結束在台營業所致。 6 9家O B U中，本

國銀行 38 家，外商銀行3 1家。全體O B U

八十八年底資產總額為4 1 2 . 6 8億美元，較

上年底增加6 . 3 6億美元或1 . 6 %。其中本國

銀行O B U佔全體資產之6 8 . 2 %，為2 8 1 . 4 4

億美元；外商銀行 O B U佔3 1 . 8 %，為

1 3 1 . 2 4

億美元。

就全體O B U八十八年底資產負債狀

況分析，其資金來源以金融機構存款及聯

行往來為主，佔負債總額7 4 %，其中聯行

往來佔4 2 %，來自境外金融機構佔1 2 %，

境內其他金融機構佔 1 6 %，國內O B U佔

4 %。就資金來源地區別言，以亞洲地區

為首佔7 6 %，其次為美洲地區佔1 6 %，歐

洲地區佔7 %，其他地區佔1 %。資金去路

亦以存放金融機構及聯行往來為主，佔資

產總額4 6 %，其中聯行往來佔2 9 %，存放

境外金融機構佔11 %，境內其他金融機構

佔2 %，國內O B U佔4 %；其次為對境內外

放款佔3 8 %。就資金去路地區別言，以亞

洲地區為主佔 6 4 %，其次為美洲地區佔

2 5 %，歐洲地區佔8 %，其他地區佔3 %。

全體O B U八十八年外匯交易量為7 3 7 . 5

億美元，其中包括即期交易 4 3 5 . 7億美元

，換匯交易2 0 8 . 8億美元，遠期交易9 2 . 9億

美元。此外，衍生性金融商品包括保證金

交易、選擇權、外幣換利、金融期貨、遠

期利率協議以及換匯換利等交易合計 9 6 . 8

億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