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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 △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布「東亞暨太平洋地區經濟展望更新」（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報告，表示東亞暨太平洋地區開發中經濟體成長穩健，

維持2018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為6.3%不變，惟由於風險環伺，下調2019年成長率

至6.0%。

 9日 △國際貨幣基金（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報告，

表示由於2018年4月中旬以來之貿易保護措施、部分新興市場暨開發中經濟體展

望趨悲觀、金融情勢緊縮以及地緣政治緊張等，加以各國及不同區域之成長前景

差異顯著，將2018、2019兩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均下修0.2個百分點至3.7%。

 11日 △IMF發布「亞太地區經濟展望」（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Asia and Pacific）

報告，表示亞洲經濟整體展望正向，2018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為5.6%，惟因美國

Fed及其他先進經濟體央行可能加快升息步伐，加以貿易衝突加劇、政治及政策

不確定性升高等因素可能導致2019年全球金融情勢趨緊，將2019年經濟成長率預

測值下修至5.4%。

 12日 △新加坡2018年第3季GDP年增率初估值為2.6%，低於第2季之4.1%（自3.9%上

修），主因製造業成長放緩。

  △新加坡貨幣管理局（MAS）因預期未來數季經濟將維持穩定擴張步伐，實際產出

保持小幅高於潛在產出，核心通膨溫和但上行壓力持續，決議將新加坡元名目有

效匯率（S$NEER）區間之斜率小幅調升（即小幅升值），寬度與中線仍維持不

變，係繼2018年4月政策會議後再度小幅緊縮貨幣政策。

 14日 △IMF與World Bank聯合年會表示，全球景氣復甦日益不均衡，諸多下行風險可能

削弱經濟信心和成長前景。各經濟體應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並持續運用政策工

具及國際合作因應挑戰；另指出Fintech可促進包容性之永續經濟成長及減貧，而

透過國際合作發揮Fintech潛能，亦有助控管風險。

 20日 △中國大陸2018年第3季GDP年增率為6.5%，低於第2季之6.7%，為2009年第1季以

來最低水準，主因金融去槓桿造成消費成長力道疲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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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 △加拿大央行宣布上調隔夜拆款利率目標1碼至1.75%，為2018年以來第3度升息，

主要因全球經濟前景仍佳，美國成長強勁，而新達成之「美墨加貿易協定」

（USMCA）將減少北美地區貿易政策之不確定性，有助提振商業信心與投資，

故升息以使通膨率維持接近目標水準。

 25日 △南韓2018年第3季GDP年增率為2.0%，大幅低於第2季之2.8%，係2009年第3季以

來最低水準，主因固定資本形成衰退幅度擴大，且輸出成長力道再度轉弱所致。

 26日 △美國2018年第3季GDP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為3.5%，雖較第2季之

4.2%略下滑，惟仍屬穩健。其中民間消費強勁；民間投資因企業庫存大增，由

上季之負成長轉為正成長，惟固定投資受住宅投資衰退影響小幅下滑；輸出亦疲

弱。

 30日 △歐元區2018年第3季GDP年增率為1.7%，低於第2季之2.2%，主因全球貿易摩擦加

劇不利出口且影響經濟信心，加以部分會員國勞動供給不足情形惡化，使歐元區

經濟成長續放緩。

民國107年11月份

 5日 △美國對伊朗經濟制裁生效，惟給予日本及南韓等部分國家可自伊朗購油之6個月

豁免期。

 14日 △日本2018年第3季GDP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為-1.2%，主因強颱、豪

雨及地震等天然災害侵襲下，民間消費、輸出及企業設備投資均呈現衰退。

 21日 △OECD發布「OECD經濟展望」（OECD Economic Outlook）報告，預測全球經濟

成長於2018年達到3.7%之高點，2019年回落至3.5%。總體經濟政策寬鬆幅度漸

減、貿易緊張情勢升高、金融情況趨緊及油價走升等不利因素持續影響景氣，另

美、中相互加徵關稅對全球產出及貿易量亦可能產生負面衝擊。

 22日 △新加坡2018年第3季GDP年增率由初估值2.6%下修為2.2%，低於第2季之4.1%，主

因製造業成長放緩。

 25日 △英國與歐盟正式通過脫歐協議草案，預計於12月11日送交英國國會投票表決。

 30日 △鑑於房市過熱且家庭債務惡化，南韓央行繼2017年11月後再度調升政策利率0.25

個百分點至1.75%，係3年半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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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與俄羅斯等產油國決議自2019年初起每日減產120萬桶

原油，為期6個月；另伊朗因石油業已遭美國制裁而不在減產之列，利比亞、委

內瑞拉及奈及利亞亦豁免減產。

  △歐元區2018年第3季GDP成長率由1.7%下修至1.6%，主要因就業市場改善幅度不

如預期，且生產力成長率放緩。

 10日 △日本2018年第3季GDP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1.2%大幅下修

至-2.5%，主要因自然災害之影響較預期嚴重，導致企業設備投資大幅下修所致。

 11日 △亞洲開發銀行（ADB）發布「亞洲發展展望補充報告」（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Supplement）指出，儘管美中貿易衝突帶來挑戰，開發中亞洲因內需強

勁，2018、2019兩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仍分別維持6.0%、5.8%不變。惟美中雙方

政策差異性極大仍待調和，近期股市恐慌亦反映貿易戰對企業與消費者信心之負

面影響，皆為開發中亞洲面臨之威脅。

  △英國脫歐協議草案原訂本日送交英國國會投票表決，但首相May認為通過機會不

大，決定延後至2019年1月表決。

 13日 △歐洲央行（ECB）貨幣政策會議決議維持政策利率不變，並重申將維持目前之利

率水準至少至2019年夏季；資產購買計畫將於2018年底結束，而到期債券之本金

再投資將持續至ECB開始升息之後。

 19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鑑於近期就業數據良好，失業率續低，經濟

活動強勁升溫，且通膨數據已接近2%目標，決議將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調升

0.25個百分點至2.25%~ 2.50%。

 20日 △香港金融管理局伴隨美國升息，將基本利率調升0.25個百分點至2.75%。

  △瑞典央行（Sveriges Riksbank）因通膨達標，調升7天期附買回利率（repo rate）

0.25個百分點至 -0.25%，並自2019年1月9日生效，為2011年以來首度升息。

 21日 △美國2018年第3季GDP成長率（與上季比，換算成年率）由3.5%下修至3.4%，主

要係民間消費及輸出下修所致。

 22日 △由於美國總統川普與國會就美墨邊境築牆費用未達成共識，臨時支出法案未能通

過，導致包括商務、司法及交通等部分聯邦政府機構運作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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