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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經 訊 息~ 
☆世界銀行大降全球經濟成長預測 警告停滯性通膨☆ 

（中央社華盛頓 7 日綜合外電報導）世界銀行（World Bank）今天在大幅下調全球經濟成長
預測時警告，全球經濟有陷入類似 1970 年代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的風險，這主要是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引發。世界銀行發布最新一期「全球經濟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報
告，預測今年全球經濟成長將放緩至 2.9%，比 1 月的預測大幅下修 1.2 個百分點。 

疲弱成長加上物價飆高，可能在數十個正努力從 Covid-19 疫情復甦的較貧窮國家引發廣泛苦
難。世界銀行總裁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告訴記者：「停滯性通膨風險相當高，可能在中、
低收入經濟體造成動盪。許多國家將難以避免衰退。」 

馬爾帕斯警告，如果展望報告中的風險都成形，全球經濟成長甚至可能更急遽放緩，引發全球
經濟衰退。報告指出，烏克蘭戰爭加深疫情的傷害，並加劇全球經濟放緩，全球經濟「可能正進入
長期的疲弱成長和高通膨」。全球經濟因疫情下滑後，2021 年強勁成長 5.7%，而目前的萎縮將
是「全球從 80 多年來最大的衰退初步復甦後最急遽的放緩」。 

報告指出這與 1970 年代的相似性。當時在經歷長期低利率後，成長停滯，物價因供應因素飆
高。不同的是，目前美元走堅，主要金融機構穩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及西方對俄國施加制
裁，造成榖物和油價飆高。馬爾帕斯強調，由於天然氣和肥料短缺影響糧食生產，有必要增產以遏
制物價飆高，尤其是提高能源產量。 

馬爾帕斯指出，避免出口限制和補貼「以加劇物價上揚和扭曲市場至關重要」。展望報告警
告，試圖控制價格或限制出口以遏止通膨，僅會加深傷害。 

報告預測，鑒於廣泛的不確定性，情況可能因一連串「相互關聯」風險進一步惡化，包括地緣
政治緊張進一步升高、大幅升息以遏制通膨和薪資增長、以及 Covid-19 疫情再起。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已積極升息以冷卻需求和遏止物價飆高，世界銀行
則指出，升息在此前金融危機中對新興市場和開發中經濟體（EMDEs）造成重大影響，導致資源
緊繃和資金從這些國家外流。 

上述風險如果同時成形，可能導致幅度更大、時間更長的全球成長放緩。 
報告指出，如果美國加速升息帶給新興市場和開發中經濟體「強大金融壓力」、歐洲聯盟突然

禁止進口俄羅斯能源以及中國再度實施疫情相關封鎖，「全球經濟在 2022 年可能更加急劇下滑，
2023 年成長幅度減少將近一半，分別成長 2.1%和 1.5%」。 

馬爾帕斯說，這將使人均收入成長降至零，「無疑可稱之為全球衰退」。即使情況沒這麼糟，
開發中經濟體今年的人均收入將較疫情爆發前減少將近 5%。這份報告預測，美國今年的經濟成長
為 2.5%，下修 1.2 個百分點；中國則是下降到不尋常的低點，只有成長 4.3%，下修了 0.8 個百分
點。歐元區預測下修至 2.5%，日本成長 1.7%。俄羅斯經濟今年料將萎縮 11.3%。（譯者：陳政
一）1110608 (新聞來源:中央通訊社) 

☆歐洲央行勢將開啟新的貨幣政策時代☆料踏上加息之路「應戰」高通膨 
【彭博】-- 歐洲央行本周勢將開啟一個新的貨幣政策時代，將政策重心向應對通膨失控威脅

轉變。基於新的預期再加上物價以創紀錄速度上漲，行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和她的同事們將結束
數萬億歐元資產購買計畫，並為退出長達八年的負利率鋪平道路。 

消費價格飆漲幅度已經達到 2%目標水平的逾四倍，這已經足夠令人警覺，而越過短期放眼更
遠未來的展望也將支持這種轉變。他們的預測可能顯示通膨率在 2024 年年底之前不會再次降到目
標水平以下。 

這些新的季度數字將首次全面反映出俄烏戰爭影響，無論戰爭何時結束，這場戰爭都會對能源
和食品成本產生持久影響。新的現實將表明，歐洲央行的加息條件最終會滿足——使得其加入聯
儲會及其他央行的加息隊列。 

「有了這樣的預測，他們可以證明開啟退出刺激措施的三個條件都已經滿足」，J Safra 
Sarasin 的經濟學家 Karsten Junius 表示。「他們真的可以關上舊篇章，去面對新的挑戰。」 

這些挑戰與疫情爆發前的情境形成鮮明對比，當時，歐洲央行在與遠低於目標的疲軟通膨率
「作戰」。情境的轉變是極具戲劇性的。在能源成本和物流混亂的影響下，通膨率目前超過 8％。
拉加德表示，即使這些問題得到解決，「過去十年的通膨緩慢動態也不太可能重現」。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5-31/euro-area-inflation-hits-record-as-ecb-mulls-how-quickly-to-hike


接受彭博調查的經濟學家預計，2024 年通膨率預期將為 2％。這將滿足歐洲央行設定的條
件，即價格漲幅不僅要在短時間內加快，而且在中期內保持高位。 

最終結局將是在淨購買債券逐漸結束後，在 7 月進行十多年來的首次加息。至於加息幅度如
何，這將是管理委員會激烈辯論的話題，一些成員主張加息 50 個基點。 

大多數經濟學家預計只會有兩次 25 個基點的加息，分別在下個月和 9 月。不過，美國銀行上
周調整了預期，預計將在 7 月和 9 月各加息 50 個基點。 

拉加德此前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形容為一個關鍵時刻，可能被證明是「高度全球化的一個轉折
點」，同時會加快綠色轉型——這兩者都意味著更持久的通膨壓力。她勾勒出了 10 月之前走出負
利率並回歸更「正常」政策組合的前景。不過，儘管歐洲央行的行動比其他央行慢得多，但一些人
仍然擔心隨著經濟復甦遭遇通膨衝擊以及戰爭導致的信心下降，該行的行動可能過快。 

上周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隨著必需品價格飆升，近一半的德國民眾表示他們不得不大幅乃至
急劇削減消費。「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似乎有一個優先考慮事項，就是示意他們在經濟增速面對風
險的的情況下正在著手應對通膨，」美國銀行駐巴黎經濟學家 Evelyn Herrmann 表示。「這是一
個非常單方面的討論，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通膨可能完全駛向相反方向的風險。」 

原文標題 ECB Will Herald New Policy Era With Rate Path to Fight Inflation 

☆央行：兩大因素加劇輸入性通膨 全年 CPI 高於 2%☆ 
物價一波波上漲，通膨已經成為全國民眾最關注的經濟議題，中央銀行今天出爐的書面報告揭

露央行對物價的看法，內容指出，俄烏戰事膠著、中國大陸封城等措施將加劇輸入性通膨，預期今
年台灣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將高於 2%。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19 日將邀請經濟部、國發會、財政部、金管會及中央銀行等相關部會首長
就「2022 年下半年全球、亞太及台灣整體經濟、金融情勢的展望與分析」進行報告並備質詢；中
央銀行書面報告今天率先出爐，從中也可看出央行對於台灣經濟局勢的看法。 

央行認為，今年下半年全球經濟成長將較上半年放緩，通膨壓力仍大，亞太地區經濟可望持續
復甦，通膨率則續升。至於台灣，央行預期今年上半年 CPI 年增率持續居高，年中會漸漸回降，全
年 CPI 將高於 2%。央行進一步指出，俄烏戰事膠著打亂全球原物料供應，加上中國大陸封城防疫
措施，這兩大因素均惡化全球供應鏈瓶頸問題，並使原油、穀物及基本金屬等原物料價格攀高，加
劇國內輸入性通膨壓力。 

最近主要機構考量俄烏戰爭對台灣物價的影響，陸續上修今年 CPI 年增率預測值至 2%以上；
央行認為，今年上半年 CPI 年增率持續居高，但隨著原油價格漲幅減緩，漲幅會在年中回降，全年
則高於 2%。央行也提醒，供應鏈瓶頸問題、地緣政治風險及氣候變遷危機會是影響今年下半年通
膨走勢的主要不確定因素。 

隨著國內疫情升溫，台灣經濟成長率是否能「保 4」也備受關注。央行報告提到，目前主要機
構多預測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超過 3%，下半年經濟可望持續復甦，但影響經濟成長的不確定性因
素很多，除了俄烏戰爭、全球通膨壓力升溫、美國等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緊縮力道、中國大陸疫情
管控措施等因素，國內疫情後續發展也將影響下半年台灣經濟成長動能。責任主編：于維寧  資料來

源：YAHOO 新聞 111.05   

☆台灣走向淨零排放☆ 金研院盼金融業能對地球做最好的投資 
ESG 已是國際趨勢，最受矚目優先項目是淨零排放。響應世界地球日，台灣金融研訓院日前舉辦

「淨零排放對金融業的機會與挑戰」研討會，金融研訓院董事長吳中書致詞時指出，ESG 涵蓋範圍廣
泛，目前優先項目是最受各界矚目的「淨零排放」。而金管會副主委邱淑貞日前引述世界經濟論壇
（WEF）報告指出，10 大風險預測趨勢的前 3 名都和氣候風險有關；對地球最好的投資是現在就開始
行動，朝低碳轉型邁進。 

吳中書表示，目前因異常氣候頻繁出現造成的衝擊已超乎想像，相關經濟損失後續將以更快幅度
上升，產業勢必要採取更具體的減碳措施，而過程的推動需要金融資金挹注，這也是為何永續金融成
為近年全球金融市場顯學。受邀出席研討會的金管會副主委邱淑貞說，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今
年公布的 10 大風險預測趨勢報告，前 3 名都和氣候有關，包含因應氣候所做的行動失敗或無效、極端
氣候帶來的影響、因極端氣候對生物多樣性產生的破壞，這些都是對人類生存非常急迫的危機。 

邱淑貞指出，近年各國親身體驗乾旱或水災等極端氣候對生命財產的威脅，因此各國對此議題確
實有急迫感，到目前為止，已有 131 個國家宣布淨零排放的目標年期，國發會 3 月也公布台灣淨零排
放路徑圖，目標設定為 2050 年。她表示，金管會看到金融機構在投融資各方面的影響力，希望金融機
構可以帶動產業、帶動客戶對環境的重視，金管會也將持續推動綠色金融行動方案。她也強調，對地
球最好的投資就是現在開始行動，而且要持續行動、政府和民間一起行動，朝低碳轉型邁進，就是對
地球最好的投資。資料來源：TVBS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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