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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經 訊 息~ 

☆☆台美貿易談判很快有成果！涉外人士：就是典型 BTA☆☆ 
2023/03/03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記者呂伊萱／台北報導〕美國貿易代表署

（USTR）在送交國會報告中指出，與台灣正進行貿易談判、深化關係是優先目標。涉

外人士透露，「台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預期「在很短時間內」就會有具體成果。從針

對雙邊貿易制定規則的定義來看，台美談判的產出就是典型的 BTA，將是拜登政府上任

後首個雙邊貿易協定，是非常重大的突破。 

美國貿易代表署 3 月 1 日送交國會的「拜登政府 2023 年貿易議程及 2022 年度報

告」中，提及台美長期維繫具有動能的貿易關係，去年啟動的「台美 21 世紀貿易倡

議」正在進行貿易談判，與台灣合作深化雙方貿易投資關係，是美方的高優先目標。 

外交部發言人劉永健表示，對於美國貿易代表署公開強調對台美經貿夥伴關係的重

視，外交部表達高度歡迎與肯定。台美互為彼此優先貿易夥伴，2021 年 6 月重啟台美

「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會談；去年 6 月啟動「台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就

倡議下多元貿易議題進行談判，展現促進經貿夥伴關係的積極意願。 

涉外人士指出，台美 21 世紀倡議的談判進度頗快，近期「很短時間、非常可能在

這個月之內」就會看到具體成果出現，屆時台美將協調同步對外說明。 

對於有人認為不涉及關稅、不包括投資自由化就不是雙邊貿易協議（BTA），該人

士指出，事實上 BTA 從來沒有明確定義，從針對雙邊貿易制定規則這個定義出發來看，

台美 21 世紀倡議的產出「就是典型的 BTA」，可說是迷你的、沒有市場開放的 BTA。

以比喻來說，如同一台車已經配備基本款，之後要改裝就相對容易、而且很快。 

涉外人士進一步分析，而且公布之後，預期這將是拜登政府上任之後，第一個和任

一國以協定方式呈現的 BTA，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是非常重大的突破。形式上也會創造先

例，「這是一個活的協定，就像活頁本，完成新的章節就能加進去」。 

該人士也說，內容上則會和美國正在推動的印太經濟架構（IPEF）相近，正如美國

已在許多場合表達的，他要透過台美談判的成果傳達出「這是可行的事情」。且目前已

有許多呼籲美國重返 CPTPP 的聲音，若未來美國要再談關稅，相信台美 BTA 也就能很

快升級成為完整的 BTA。 

☆☆楊金龍：今年經濟成長可保 2 不會陷入停滯性通膨☆☆ 

中央社 2023年 3月 1日（中央社記者潘姿羽台北 2023 年 03 月 1 日電）主計總處

下修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預測值至 2.12%，外界憂心台灣今年經濟將陷入 2%保衛戰，

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今天表示，他認為今年經濟成長率「保 2」沒有問題，台灣也不會

陷入停滯性通膨。 

楊金龍今天赴立法院財委會進行業務報告，報告內容指出，台灣今年經濟應可溫和

成長，消費者物價上漲率（CPI）可望降至約 2%。 

楊金龍表示，國內外機構對台灣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平均為 2.2%，除非全球經濟成

長不如預期、下行速度太快，進一步拖累台灣經濟表現，否則以目前預測來看，台灣經

濟成長率可以「保 2」。 

楊金龍補充，主計總處 2 月發布的經濟預測估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為 2.12%，根據

主計長朱澤民說法，攸關全民發現金的疫後特別條例已經於立法院三讀，如果特別預算



順利通過，有助刺激消費，拉抬經濟成長動能，粗估可讓今年經濟成長率接近 2.5%；

他認同特別預算可拉抬經濟表現，讓今年經濟溫和成長。 

立委指出，央行副總裁陳南光批評央行貨幣政策消極，恐致台灣陷入停滯性通膨陷

阱；楊金龍表示，央行貨幣政策是由全體理事決定，他認為貨幣政策「合適」而不消

極。 

楊金龍解釋，停滯性通膨意思是通膨持續上升，經濟則下行甚至負成長，但台灣去

年經濟持續成長，今年也是如此，綜合經濟成長與通膨表現來看，外界一般看法都不認

為台灣會陷入停滯性通膨，他也認為應該不會。 

台灣經濟成長放緩，通膨壓力尚存，立委關注台灣央行的貨幣政策如何拿捏，楊金

龍表示，除了看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動向、大宗物資價格變化，地緣政治、極端氣候等

因素也都會考慮，央行 3 月會對於今年經濟成長率、通膨進行修正，並以此作為是否升

息的依據；但他也提醒「通膨壓力還是存在的」。 

☆☆BOE 貨幣政策委員 Mann 示警能源價格暴跌恐推高核心通膨風險☆☆ 
2023年 3月 1日 【財訊快報／劉敏夫】外電報導指出，英國央行官員 Catherine 

Mann 表示，能源價格暴跌可能促使消費者在其他方面增加支出，從而可能推高其他經

濟部門的通膨率。Mann 是由九人組成的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MPC)成員之一。 

Mann 週二在盧森堡歐洲投資銀行舉行的活動上表示，從一般家庭的角度來看，天

然氣和電力成本回落帶來的整體通膨率降低可能是件好事。但是另一方面，一般家庭會

將沒花在能源上的錢花在其他地方。Mann 表示，結果可能是核心通膨水準上升，即使

更廣泛的整體消費者價格指數正在放緩。 

此番言論凸顯出為何 Mann 這位 MPC 最鷹派成員一直在推動上調利率，儘管投資

者開始關注英國央行何時將暫停三十年來最快速的貨幣緊縮行動。 

Mann 表示，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問題是未來幾年能源價格將如何轉化為國內的通膨

壓力。表示，不希望看到經濟衰退控制通膨的情況，更好的結果是採取措施提高經濟的

供應能力。官員們擔心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數激增正推高工資，並有可能使通膨更加持

久。指出，經濟衰退是規範公司定價結構的一種尤為激烈的方式，但並非唯一的方式。

因此希望能看到供應側的改善，以使央行能以一個更高的限速來運作。經濟衰退和遏制

通膨之間並非存在自動的關聯。 

☆☆經濟成長放緩＋通膨上升全球貨櫃船閒置運力接近 2020 年來高點☆☆ 

2023年 3月 1日 週三 上午 10:16【財訊快報／劉敏夫】外電報導指出，當前貨櫃

船閒置運力已接近疫情初期繁榮過後的最高水準，凸顯出全球貿易放緩程度。 根據海

運諮詢公司 Drewry 的數據，2 月份全球約有 4.1%的貨櫃船隊處於閒置狀態，運力相當

於 106.7 萬個 20 呎標準貨櫃，比去年同期成長了一倍。去年 12 月時有 107 萬個貨櫃

空閒，閒置運力創下 2020 年 8 月以來最高水準。 

不過，從這些空船聚集的地方，可觀察出海運物流行業的押注方向。有大量船隻停

在中國附近，等待中國這一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走出疫情復甦後，恢復向世界源源不斷地

出口。 

Drewry 的貨櫃行業研究資深經理 Simon Heaney 表示，靠近主要出口中心很明

智，隨時做好出發準備。由於經濟成長放緩和通膨上升，消費者需求放緩，不管是亞洲

主要製造業中心還是歐美，貨物運輸所需船隻也在減少。 

海運數據提供商 ShipFix 亞洲主管 Frank Andersen 表示，船東會把空船停靠在覺

得需求反彈最快的地方。另外，中國港口船舶停靠費用要比新加坡附近便宜。 



儘管對中國經濟快速復甦的樂觀情緒升溫，但全球貿易回暖需要多長時間還不確

定。中國的出口要想持續不斷，得等到歐美需求復甦，不過這兩個地區通膨居高不下，

對需求構成拖累。 

☆☆央行：全球經濟面臨四風險☆☆ 

記者陳美君／台北報導 2023年 3月 1日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新任期自今(2023)年 2

月 26 日至 2028 年 2 月 25 日止，第二任任期才開始，央行便面臨諸多挑戰。央行最新

業務報告指出，全球經濟面臨四大風險，包括通膨捲土重來、歐美等先進國家經濟成長

減緩、中國大陸經濟下行風險、氣候變遷及地緣政治風險升溫。 

央行總裁楊金龍將於 3 月 1 日赴立法院財委會進行業務報告，最新出爐的書面資料

顯示，央行預期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續緩，且前景面臨諸多下行風險，將密切關注相關情

勢後續發展。 

楊金龍指出，第一個風險為，美、歐勞動市場緊俏及供應鏈回流恐使通膨再升溫。 

美、歐勞動市場持續緊俏可能引發「薪資-物價螺旋上升」，加上中國大陸疫後復

甦、俄烏戰爭持續，亦可能推升大宗商品價格，均恐再誘發全球通膨上揚。近年各國加

強自主供應鏈韌性，而伴隨供應鏈回流高所得國家，生產成本可能增加，亦不利全球通

膨降溫。 

第二個風險為，美歐央行若因通膨降溫不如預期進而緊縮，恐擴大經濟成長減緩幅度。 

楊金龍表示，美、歐等央行去年積極升息的效果已持續顯現，若通膨再度升溫，主

要央行勢將進一步緊縮貨幣，可能擴大全球經濟減緩幅度。此外，美國預期將維持高利

率一段時間，使擁有龐大美元外債的經濟體恐陷債務困境，若導致資本大幅外流，恐引

發國際金融市場動盪。 

第三個風險，中國大陸經濟下行風險仍存，恐影響全球復甦。 

中國大陸房地產市場缺乏改革且違約風險仍存、地方政府財政風險高、半導體受制

於美國管制，為其經濟下行的風險，可能制約其經濟表現，進而影響全球經濟復甦。 

第四個風險，氣候變遷加劇大宗商品供應不確定性，地緣政治風險亦升溫。 

氣候變遷造成全球天災頻傳，源及糧食等供應不確定性升高，且歐洲未來冬季仍可

能面臨能源短缺風險，均影響全球經濟及通膨情勢；此外，俄烏戰爭加劇全球地緣政治

趨向集團對抗，加上美中角力不斷，另南北韓、印巴、中東等地區衝突風險升溫，都會

影響全球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 

☆☆央行立院報告 楊金龍：溫和升息有助抑制通膨預期☆☆ 
2023年 3月 1日 週三 上午 9:35【民眾網記者劉家瑜／綜合報導】 

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今（1）日赴立法院業務報告，楊金龍表示，央行採行溫和漸

進緊縮貨幣政策，有助抑制國內通膨預期心理，維持物價穩定國內通膨衝擊雖主要來自

供給面之成本推動，央行仍有必要採行適度緊縮貨幣政策，制約通膨預期，以維持物價

穩定。央行調升政策利率及存款準備率，採價與量並行方式，有助抑制國內通膨預期心

理。「至於電價是否會影響通膨，央行 3 月會做出最新的預測。」 

楊金龍預期，今年全球經貿成長動能放緩，將抑制台灣出口成長，且廠商對未來景

氣看法保守，民間投資動能將趨緩，惟國內防疫措施及邊境管制放寬，國人消費意願增

加，預期今年經濟溫和成長，國內外主要機構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平均為 

2.21%。失業率續降，實質薪資微幅成長，今年消費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可望降至約 

2%。 



央行報告顯示，去年第 4 季，民間消費回溫；惟全球終端需求下滑，廠商持續去化

庫存，台灣出口轉呈負成長 8.65%，亦連帶影響民間投資 意願，經濟成長率為-

0.41%，全年經濟成長率亦降為 2.45%， 係 2017 年以來新低。去年台灣實質 GDP 

相較於 2019 年成長 12.84%，明顯優於南 韓(6.08%)、美國(5.12%)、歐元區

(2.09%)、日本(-1.08%)及英國 (-0.39%)等主要經濟體。 

楊金龍指出，國內疫情受控，商業活動逐漸復甦，失業率續降，至今年 1 月為 

3.50%，係 2001 年 2 月以來新低。去年全體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平均年增 2.80%，

係 2000 年以 來最高，總薪資平均成長 3.45%，係 2019 年以來最高。若剔除物價

因素，則實質經常性薪資年減 0.15%，實質總薪資僅微幅成長 0.48%。去年 CPI 年增

率為 2.95%，係 2009 年以來最高，主要受進口原油及糧食等原物料成本上揚等供給

面因素影響，核心 CPI 年增率則為 2.61%，亦係 2009 年以來最高。 

今年 1 月 CPI 及核心 CPI 年增率分別升為 3.04%、2.98%，主因今年農曆春節較

去年提前，採購需求及部分服務費循例加價時程提前所致。展望今年，全球供應鏈瓶頸

紓解，國際貨運費率走低，加以預期原油等原物料價格低於去年，今年台灣 CPI 年增

率可望降至 約 2%；國內外主要機構預測值介於 1.40%至 2.60%，平均值為 1.94%。 

房市方面，央行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實施以來，銀行不動產授信風險控制良好；央

行維持現行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促進國內金融穩定。未來將持續關注不動產貸款及房

地產市場發展情形， 並檢視管制措施之執行成效，適時檢討調整相關措施內容。 

☆☆蛋在哪？一上架就清空「看嘸影」 台灣嚴重缺蛋原因曝光☆☆ 
聯合新聞網 記者胡瑞玲／台北即時報導 2023.03.06 

台灣缺蛋問題嚴重，台北遼寧夜市老字號蚵仔煎宣布，明天起蛋煎、滷蛋及蛋花湯等

三品項停售，蚵仔煎恐無蛋可加；南投日月潭紅茶觀光工廠也限購茶葉蛋數量，量販通路

架上不見蛋蹤影，民眾「有錢也買不到」。中華民國蛋價委員會執行長陳進丁表示，蛋荒

問題引發民眾搶購心態，加劇缺蛋情況，「蛋去哪了？跑到部分民眾家裡去了」。 

畜牧處副處長江文全指出，評估每日需求量為 12 萬箱（每箱 200 顆），目前雞蛋日

產量為 11.2 萬箱，產量跟每天需求還有 50 萬到 80 萬顆的不足，為解決短期需求，農委會

3 月進口 500 萬顆雞蛋應急；目前已向澳洲下單 5 筆各 36 萬顆雞蛋空運來台，已到貨 1

批，3 月陸續會送達，其他約 320 萬顆則透過海運來台。 

陳進丁表示，官方公布的日產量 11.2 萬箱為「好的保守估計」今年農曆年後，寒流一

波波來襲，加上現在面臨嚴重的禽流感，加劇雞蛋產量大幅減少，「實際每日產量根本少

於 11 萬箱」。 

陳進丁指出，民眾購買蛋的通路與觀光及餐飲業者不同，但因缺蛋問題，引起民眾搶

購心態。過去民眾搶衛生紙，疫情期間搶口罩、酒精、快篩劑等，上述都有辦法快速量

產，但雞蛋沒有辦法，不時有新竹以北民眾「開著卡車或小貨車到產區高價搶蛋」，導致

各種通路都無蛋可賣，「因為蛋都跑到部分民眾家裡去了」；陳呼籲，產量較少期間，拜

託民眾切勿囤蛋，鴨蛋比雞蛋產量更少，蛋白質仍可從其他地方攝取。 

農委會表示，將密切監控雞蛋產銷供需動態資訊，持續調度加工原料蛋並協調蛋商加

強橫向調度，另預定於三月底前自澳洲進口 500 萬顆雞蛋，進口蛋將以換蛋方式調度原料

蛋，並由各地區蛋商公會統籌調配供應傳統通路，如早餐、餐飲、烘培及雜糧行等業者等

需求，另未來將透過靭性經濟家禽產業升級計畫，協助傳統開放式雞舍改建為非開放式或

密閉水簾雞舍，從根本提升禽場生物安全及抗逆境能力，以提升經營效率，並確保蛋農收

益及兼顧消費者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