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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97年10月份

 3日 △美國眾議院通過7,000億美元之「2008年緊急經濟穩定法案」，布希總統隨即簽署

成為正式法律。

  △英格蘭銀行宣布擴大英鎊3個月附買回操作擔保品之範圍，將擔保品之資格擴大

至AAA等級之資產擔保證券（ABS）以及央行許可之信評良好的資產擔保商業本

票（ABCP）。

  △荷蘭政府將富通（Fortis）荷蘭銀行國有化。

 5日 △英國金融服務監管局(FSA)宣布將存戶存款保額由35,000英鎊提高至50,000英鎊。

  △奧地利政府宣布全額保障存戶存款。

  △法國巴黎銀行集團（BNP Paribas）宣布以145億歐元接收陷入財務危機的富通

（Fortis）銀行在比利時與盧森堡的業務。

  △德國政府宣布全額保障存戶存款，並動用500億歐元拯救第四大銀行Hypo不動產

控股公司。

 6日 △美國聯準會宣布將對存款機構的應提與超額準備付息。

  △瑞典財長宣布將存戶存款保額由25萬克朗提高至50萬克朗。

 7日 △美國聯準會宣布建立商業本票融資機制（Commercial Paper Funding Facility, 

CPFF），以確保短期資金市場有足夠的流動性。

  △西班牙政府提出金融紓困計畫，將設立一筆總額達500億歐元的基金，收購國內

金融機構的資產，同時提高存戶存款保額至10萬歐元。

  △為緩解通膨壓力，印尼央ā宣布調高官方利率（BI rate）1碼至9.5%，係本年第六

度升息。

  △澳洲央行調降現金利率目標4碼至6.00%。

  △歐盟會員國共同決定將存戶存款保額由2萬歐元調高至5萬歐元。

  △法國央行宣布將全額保障存戶存款。

  △冰島金融管理局(Finan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接管國內第二大銀行Landsbanki銀

行；冰島央行宣布將以1歐元兌131克朗的匯率，操作銀行間市場交易，以穩定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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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的冰島克朗匯率。

 8日 △美國聯準會與歐洲央行（ECB）、英格蘭銀行（BOE）、加拿大央行、瑞士央行

與瑞典央行發表聯合聲明，共同降低各自的官方利率2碼，以因應全球金融市場

的緊張情勢。其中，美國聯邦資金利率目標由2.00%降至1.50%。

  △冰島央行宣布放棄以1歐元兌131克朗的固定匯率來操作外匯。

  △ECB管理委員會將主要再融通操作之最低投標利率調降2碼至3.75%，邊際貸放利

率及存款利率亦同步調升2碼至4.75%及2.75%，自10月15日起生效。

  △BOE政策委員會將該行14天期附買回利率（repo rate）調降2碼至4.50%。

  △BOE承諾以500億英鎊重整銀行資本結構，並宣布將提出一個金額至少2,000億英

鎊的特別流動性計畫，以提供市場充足之流動性。

  △英國財政部宣布將注資8家金融機構以穩定金融體系。

  △英國財政部與HBOS、RBS、Lloyds TSB與Barclays聯合發表三管齊下的金融紓困

方案，內容包括政府對銀行注資數百億英鎊，以及擔保36個月內將到期的銀行債

券。

  △英國首相Gordon Brown宣布計畫將動用2,500億英鎊用於銀行間相互拆借之擔保。

  △加拿大央行調降隔夜拆款利率2碼至2.50%。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10月9日起調降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放款基準利率，其中1

年期存放款基準利率各調降0.27個百分點，分別至3.87%及6.93%。另自10月15日

起，調降金融機構存款準備率0.5個百分點至16.0%。

  △瑞士央行調降瑞士法郎3個月期倫敦銀行間拆款利率2碼至2.5%。

  △丹麥政府與該國商業銀行決定設立一個基金，全額擔保存戶存款。

  △義大利政府通過成立200億歐元的穩定基金，並提高存戶存款保額至10.3萬歐元。

 9日 △冰島金融監管局接管全國最大的銀行Kaupthinghf (KAUP-IS)。隨後政府宣布股市

休市至本月13日。

  △南韓央行調降基準利率目標1碼至5.00%。此為4年來首度降息。

  △印尼央行宣布調降銀行存款準備率，由9.08%降至7.5 %，實施期間為1個月，預估

可釋出25兆印尼盾。

 10日 △比利時政府宣布一系列措施，包括提供短期擔保，以擔保銀行間的同業拆借，期

限至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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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麥政府宣布對所有銀行間貸款提供保證。

 11日 △IMF宣布準備隨時啟動緊急融資機制，將動用2,000億美元之可貸資金，金援財務

困難的任何會員國。

  △荷蘭與冰島政府達成協議，冰島將賠償荷蘭的Landsbanki Icesave存戶每戶最高

20,887歐元。

 12日 △歐元區15國領袖就紓困架構取得共識，將依各國國情及需要採取紓困措施，包括

擔保銀行同業間貸款至2009年年底為止，透過入股問題銀行來挹注銀行資本。

 13日 △IMF發表聲明承諾將對匈牙利隨時提供即時必要的技術與金融援助。

  △德國政府提出金額高達4,700億歐元的金融紓困方案。由4,000億歐元擔保金和700

億歐元貸款組成，前者擔保銀行間同業拆款，後者則提供銀行短期貸款。

  △法國政府公布3,600億歐元的金融紓困方案，其中3,200億歐元用來協助銀行再融

資，400億歐元則於需要時收購問題銀行的股份。

  △西班牙政府宣布擔保新發行的銀行債券，最多1,000億歐元，至2009年年底；此

外，亦同意入股問題銀行。

  △奧地利政府將提供最多850億歐元的銀行擔保，並且承諾將視需要投入最高150億

歐元入股銀行。

 14日 △日本央行宣布將依固定利率及在合格擔保品之範圍內，無限提供金融機構短期美

元資金。

 16日 △瑞士政府宣布挹注瑞士最大銀行UBS 60億法郎（約52億美元），且瑞士中央銀行

將貸款給UBS 540億美元。

 19日 △南韓政府宣布1,300億美元的穩定金融方案，包括1,000億美元的外幣債務擔保，

以及300億美元的美元流動性。

 20日 △為穩定總體經濟，維持經濟成長，越南央行宣布自本月21日起，調降基準利率4

碼至13%。

  △中國統計局公布，中國本年第3季GDP成長率為9.0%，已連續5季出現經濟成長走

緩現象。

 21日 △美國聯準會宣布成立貨幣市場投資者融資機制（Money Market Investor Funding 

Facility, MMIFF），在該機制下，紐約聯邦準備銀行將對特殊目的機構（SPV）

提供融資資金，以利其向合格的投資者購買合格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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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 △南韓央行宣布，自11月3日起，調高中小企業融通上限工具的貸款總額，由6.5兆

韓元至9兆韓元。

 24日 △IMF將貸款予冰島21億美元。冰島另向數個國家磋商40億美元的援助。

 27日 △南韓央行緊急調降基準利率目標3碼至4.25%，同時調降融通工具上限利率3碼至

2.5%，並將自11月7日起擴大附買回機制，收購商業銀行債券，以挹注流動性。

 29日 △美國聯準會調降聯邦資金利率目標2碼至1.00%。

  △美國聯準會宣布與巴西、墨西哥、南韓與新加坡等國建立暫時性換匯機制，以提

供各國最高額度達300億美元的美元流動性，該機制有效期間至2009年4月底止。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10月30日起調降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放款基準利率，其中1

年期存放款基準利率各調降0.27個百分點，分別至3.60%及6.66%。

 30日 △日本政府宣布推出規模26.9兆日圓之振興經濟方案，其中政府支出達5兆日圓，餘

由財政投融資籌措。方案主要重點在於安定金融、資本市場及支援中小企業營運

資金，其他大致係延續前任首相福田康夫的擴大內需、刺激消費，以及協助照顧

弱勢民眾之措施。

 31日 △日本央行宣布調降無擔保隔夜拆款利率目標0.2個百分點至0.3%，此為日本央行自

2001年3月以來首度降息。日本央行同時將基準貼放利率調降1碼至0.5%。

  △日本央行宣布將就銀行超額準備金支付利息，利率訂為0.1%，實施期間將自本年

11月提存期至2009年3月提存期止。

民國97年11月份

 1日 △印度央行宣布自11月3日起調降附買回利率2碼至7.5%。

 3日 △越南央行宣布自11月5日起調降基準利率及重貼現率各4碼，分別至12%及11%。

  △南韓財政部宣布將增加明年度預算，投入近14兆韓元以提振景氣、活絡房市。

 4日 △澳洲央行調降現金利率目標3碼至5.25%。

 5日 △中國國務院宣布，至2010年底前，將投入4兆人民幣（相對GDP比重為16.2%），

以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成長。

  △德國政府通過500億歐元的振興經濟方案，主要內容包括減稅及擴大公共投資

等。

 6日 △ECB管理委員會將主要再融通操作之最低投標利率調降2碼至3.25%，邊際貸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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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及存款利率亦同步調升2碼至3.75%及2.75%，自11月12日起生效。

  △BOE政策委員會將該行14天期附買回利率（repo rate）調降6碼至3.00%。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全球經濟展望最新預測報告」（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預測今、明兩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分別為3.7%及2.2%。

 7日 △南韓央行宣布調降基準利率目標1碼至4.00%。

 20日 △日本財務省公布10月日本出口較上年同期銳減7.7%，減幅創2001年12月以來最

大，進口則增加7.4%，致10月出現貿易逆差639億日圓，而上年同期則有9,994億

日圓的貿易順差。

  △越南央行宣布自11月21日起調降基準利率及重貼現率各4碼，分別至11%及10%。

 23日 △美國財政部、聯準會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發表聯合聲明，以200億美元支援花旗

銀行。財政部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將對花旗銀行的貸款或證券之損失，提供3,060

億美元之保障。

 24日 △英國政府宣布200億英鎊的振興經濟方案，主要內容包括減稅、協助低收入戶與

房貸戶，以及擴大公共支出等。

  △馬來西亞央行宣布，即日起調降隔夜拆款政策利率1碼至3.25%，同時自12月1日

起，將存款準備率由4.0%調降至3.5%。

 25日 △美國聯準會宣布建立短期資產擔保證券貸款機制(Term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oan Facility, TALF)，以支持根據學生貸款、汽車貸款、信用卡貸款以及中小企業

處保證貸款所發行的資產擔保證券。

  △美國聯準會宣布將動用最多6,000億美元收購房利美、房地美等政府贊助機構發行

或擔保的房貸抵押證券。聯準會另外透過紐約聯邦準備銀行提供2,000億美元的融

資額度，用來收購卡債等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

  △美國財政部將從7,000億美元的紓困方案中提列200億美元，作為聯準會2,000億美

元融資計畫的「信用保護」。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布半年度的「經濟展望報告」（OECD 

Economic Outlook No. 84），預測今、明兩年OECD國家經濟成長率分別為1.4%

及-0.4%。

 26日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11月27日起調降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放款基準利率，其中1年

期存放款基準利率各調降0.27個百分點，分別至2.52%及5.58%。另自12月5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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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降大型及中小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率各1個百分點及2個百分點，分別至16%及

14%。

  △歐盟執委會宣布2,000億歐元之經濟刺激計畫，協調各成員國拯救經濟。

 28日 △義大利政府通過800億歐元的經濟建設計畫，包括基礎建設、銀行紓困、低收入

戶補貼、減稅及凍結交通與公共服務費率等。

民國97年12月份

 1日 △英國政府接管倫敦蘇格蘭銀行，並承諾該行零售儲戶不會有任何損失，包括超出

根據金融服務補償計畫規定的5萬英鎊上限的部分。

  △俄羅斯央行宣布調高重貼現利率4碼至13%，以遏止通貨膨脹，並拉升盧布匯價。

 2日 △澳洲央行宣布調降現金利率目標4碼至4.25%。

  △日本央行宣布，為因應貸款成本高漲，日本企業界融資困難，將自12月9日起，

至2009年4月30日止，接受商業銀行以信評BBB級或更高等級的公司債作為擔保

品。

 3日 △泰國央行為刺激國內景氣，宣布調降1天期附買回利率4碼至2.75%，為2007年7月

以來首度降息。

  △越南央行宣布自12月5日起，調降基準利率4碼至10%，重貼現率則由10%降至

9%。

 4日 △印尼央行為阻止經濟成長大幅放緩，宣布調降官方利率（BI rate）1碼至9.25%，

為2007年12月以來首度降息。

  △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貨幣政策委員會調降14天期附買回利率4碼至

2.00%，創1951年以來最低之水準。

  △歐洲中央銀行（ECB）管理委員會宣布調降主要再融通操作之最低投標利率3碼至

2.50%；邊際貸款利率及存款利率亦同步調降3碼至3.00%及2.00%，創歐洲央行成

立以來最大降幅。

  △丹麥央行宣布調降14天期定存單利率3碼至4.25%，重貼現率則調降2碼至3.50%。

  △瑞典央行宣布調降附買回利率7碼至2%，創1992年以來最大降幅。

  △紐西蘭央行宣布調降官方現金利率6碼至5%。

  △法國總統宣布將推動260億歐元的振興經濟計畫，包括數項補助、投資及退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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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6日 △印度央行宣布自12月8日起調降附買回利率及附賣回利率各4碼分別至6.5%及

5.0%。

 9日 △加拿大央行宣布調降隔夜拆款利率3碼至1.5%

 11日 △南韓央行宣布調降官方基準利率4碼至3.00%之歷史新低。

  △瑞士央行宣布調降基準利率2碼，將3個月的Libor目標區間控制在0.0%至1.0%。

 12日 △為減緩景氣惡化程度，日本政府宣布追加43兆日圓的「生活防衛緊急對策」之振

興經濟方案。此項追加方案將以金融、就業、稅制為重點。財政對策方面將提出

10兆日圓，而金融對策方面則追加33兆日圓來因應。

  △日本央行與南韓央行為增進區域金融市場穩定，將日圓與韓元換匯交易之金額，

自30億美元擴增至200億美元，此協定有效期限至2009年4月止。

 13日 △中國人民銀行與南韓央行宣布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換匯額度為1,800億人民

幣，有效期限為3年。

  △南韓國會通過2009年預算案，其中包括11月初提出的「克服經濟危機綜合對策」

擴大財政支出部份；財政部表示，為因應金融危機及經濟放緩，2009年預算的

60%將於上半年執行。

 15日 △愛爾蘭財政部宣布提撥100億歐元拯救國內6大銀行。

 16日 △美國聯準會宣布調降聯邦資金利率目標3~4碼至0~0.25%。

  △南韓財政部公布2009年經濟成長預測由4%下調至3%。

 17日 △香港金融管理局宣布調降基本利率4碼至0.5%。

  △挪威央行宣布調降隔夜存款利率1.75個百分點至3%。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PEC)宣布將減產。與9月生產水準相較，每日將減產420萬

桶，與目前水準相較，則每日減產220萬桶。

 18日 △菲律賓央行將央行對商業銀行的隔夜貸款利率由8%調降至7.5%，隔夜存款利率則

由6%調降至5.5%，為本年1月31日以來首度降息。

 19日 △日本央行宣布調降無擔保隔夜拆款利率目標0.2個百分點至0.1%，此為日本央行自

2001年3月以來第2度降息。基準貼放利率亦由0.5%調降至0.3%。

  △日本央行增加日本政府公債買斷金額，由每年14.4兆日圓（每月1.2兆日圓）增至

每年16.8兆日圓（每月1.4兆日圓）。此外，30年期、浮動利率債券及通膨指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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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亦列入合格的政府公債交易清單。

  △日本內閣府宣布將以20兆日圓保證「銀行持股之收購機構」自市場借入資金用於

購買銀行業持股，以支撐股市與改善銀行業資本結構。此項措施將納入12月12日

宣布的振興經濟方案中，有效期限至2012年3月止。

  △南韓金融服務委員會宣布「信用恢復基金(Credit Recovery Fund)」將自12月19日

起開始運作，提供非銀行金融機構債務擔保。

  △越南央行宣布自12月22日起，調降基準利率6碼至8.5%，重貼現率則由9%降至

7.5%。

 20日 △愛爾蘭政府宣布將透過交換75%投票權的優先股權方式向盎格魯愛爾蘭銀行Anglo 

Irish(ANGL-UE)注資15億歐元，將其收歸國有。

 22日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12月23日起調降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放款基準利率，其中1

年期存放款基準利率各調降0.27個百分點，分別至2.25%及5.31%。另自12月25日

起，調降金融機構存款準備率0.5個百分點，大型金融機構調降至15.5%，中小型

金融機構調降至13.5%。

 23日 △德國政府決定拯救德國記憶體大廠奇夢達（Qimonda）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