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 106 年，全球景氣穩健復甦，國際原油等商品價格上揚，帶動台灣出口

明顯擴張，民間消費維持溫和成長，經濟成長率升為 2.86%，係近 3年來新高。物

價方面，新台幣對美元升值減輕輸入性通膨壓力，加以天候因素，蔬果等食物類

價格因比較基期較高呈現下跌，致消費者物價年增率僅 0.62%，不含蔬果及能源之

核心消費者物價年增率則為 1.04%，漲幅溫和。

考量全球經濟前景仍存不確定性，國內景氣溫和，產出缺口尚為負值，當前

通膨壓力及未來通膨預期穩定，且實質利率水準在主要經濟體中尚稱允當，106年

本行政策利率維持不變，貨幣信用持續適度寬鬆，以協助經濟成長。年內透過公

開市場操作，彈性調節金融市場資金，全年平均銀行授信年增率為 4.79%，M2年

增率為 3.75%，資金足以支應經濟活動所需。

近年隨經濟金融情勢劇烈變化，各界對貨幣政策透明化之期許日增。本行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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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致力貨幣政策透明化，為使各界更加瞭解貨幣決策過程，自 106 年 6 月起，於

理監事聯席會議召開後 6週，公布議事錄摘要。

外匯管理方面，年內本行陸續開放金融機構辦理外匯交易業務、擴大外匯衍

生性商品業務範圍及簡化申辦程序、推動交易結匯申報作業電子化，以及許可財

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開辦信用卡外幣收單等業務。

為提升支付系統運作之安全與效率，本行持續完善金融基礎設施，並督促

結算機構強化系統治理與資訊安全。因應金融科技日益蓬勃，本行以開放之態

度接納新創意與新需求，目前已成立數位金融研究小組，持續關注區塊鏈

（blockchain）技術、監理科技、大數據及人工智慧等技術之發展。此外，本行建

置「網路繳納國庫款作業機制」，提供民眾電子化 24小時繳納國庫款管道，並落

實政府推動電子支付政策。

展望未來，歐、美、日三大主要央行貨幣政策正常化速度、全球貿易保護主

義擴散，以及地緣政治風險升溫等諸多不確定因素，均可能加劇國際金融市場波

動，並影響全球經濟成長。本行將持續密切關注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之變化，本

於職責，維護外匯市場秩序，維持新台幣匯率動態穩定，並彈性調整貨幣與外匯

政策，以資因應。

茲循例編定 106 年本行年報，就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及本行業務概況，予以

敘述分析，供各界參閱。疏漏之處，尚祈惠予指正。

總裁 謹識

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