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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Delta 攪局 美恐陷停滯性通膨 

【時報-台北電】在最新報告顯示美國就業成長減弱之際，物價及勞工薪資卻持續飆高，

令外界擔憂美國陷入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也讓聯準會購債計畫退場時機生變。 

美國上周公布 8 月非農就業人口增加 23.5 萬人，足足比華爾街預期增幅少了 50 萬人。然而，

過去 2 周以來原油價格暴漲 13％，連帶推動消費者物價上漲，令不少人想起 1970 年代停滯性

通膨的情景。當年美國物價漲翻天、失業率飆高，導致經濟成長減速，股市也一蹶不振。 

聯準會主席鮑爾一再避免使用「停滯性通膨」來形容經濟現況，並強調短期內物價飆漲只

是暫時現象，而就業成長減速也是近日新冠肺炎變種病毒造成的暫時現象。但仍有經濟學家認

為，假設疫情長期持續下去，聯準會口中的暫時現象恐將成為常態。 

安聯首席經濟顧問伊爾艾朗（Mohamed El-Erian）表示：「有些人將矛頭指向 Delta 變

種病毒，有些人則認為是勞工市場運作不當使企業徵不到適當人才。」但無論如何，聯準會每

月 1,200 億美元的購債計畫短期內恐怕無法退場。 

《巴倫周刊》報導，美國 8 月就業報告可從兩處細節看出停滯性通膨已經存在。首先，8

月美國勞動參與率維持在 7 月的 61.7％，低於疫情前的 63.3％。隨著政府提供的每周 300 美

元疫情相關失業補助在 9 月陸續到期，經濟學家原本預期在疫情中失業的 1,100 萬人已開始重

返勞工市場，但 8 月勞動參與率顯示事實相反。 

在失業勞工不願重返職場的情況下，企業付出更多薪資吸引人才，再透過商品及服務漲價

來彌補人事成本增加造成的負擔。 

Bleakley 顧問公司投資長布魯克瓦爾（Peter Broockvar）表示：「我們已開始看到勞工

薪資與物價雙漲的跡象。」8 月勞工平均時薪月增 0.6％，年增 4.3％。 

眼看美國停滯性通膨逐漸形成，經濟學家已經開始調降經濟預期。牛津經濟研究院預期美

國第三季經濟成長 2.7％，低於先前預期的 6.5％成長率。（新聞來源：工商時報─陳穎芃／綜

合外電報導）                                    資料來源 2021/09/06YAHOO國際金融新聞 

全球首例！比特幣成為薩爾瓦多法定貨幣 報價重回 5.2 萬美元大關創近 4 個月新高 

 
薩爾瓦多 7日起正式讓比特幣成為法定貨

幣，成為全球首創。（圖片來源／pixabay） 

中南美洲薩爾瓦多國家在今年 6 月初通
過比特幣法案，全國的店家不得拒收比特
幣，儘管國內陸續有許多民眾持反對意見，
但該法案仍按照計畫在 9 月 7 日起正式上
路，薩爾瓦多成為全球第一個讓比特幣成為
法定貨幣的國家，將允許與美元一起在該國
市場上流通。 

比特幣成為薩爾瓦多國家法幣，與美元相

同地位 

比特幣自 7 日起成為薩爾瓦多法定貨幣
之後，在薩國境內的合法貨幣就有美金及比
特幣，此外，薩國政府計畫用來支持美元與
比特幣交易的電子錢包 Chivo 也在同一天正
式上線。 



這項創舉也推升比特幣價格目前站上 5.2 萬美元大關，創下近 4 個月新高。薩爾瓦多總統

Nayib Bukele 在上路第一天就在推特上發文表示，政府已再增購 200 枚比特幣，並不排除再

增購，因此累計該國目前共持有 400 枚比特幣。 

根據 CoinDesk 數據，比特幣在過去 24 小時報價已來到 5.2 萬美元大關，若以此價格推

算，等於薩國目前所持有的比特幣價值約當有 2080 萬美元。 

薪水全變比特幣？近 7 成反對比特幣當法幣 

但薩爾瓦多這個「全球首創」的決定，境內人民並非全然都是支持，仍有多數民眾持反對

意見。根據路透社引用中美洲大學 (UCA) 在 8 月進行的民調顯示，有大約 68％的受訪者表示

不同意或強烈反對將比特幣作為法定貨幣；約 32％則表示某種程度同意。 

這也導致了比特幣法案尚未正式上路前，就有許多人民為此上街抗議，因為反對者無法接

受辛苦工作後所獲得的酬勞是比特幣，也擔心未來恐怕沒有可以把比特幣換回美元的途徑，另

外也有許多人坦言對加密貨幣的操作方式不並熟悉。 

甚至擔憂加密貨幣的波動性太高，可能會造成薪資及營收大幅銳減，加上詐欺、洗錢等非

法案例頻傳，恐怕有助長洗錢之虞，甚至也擔心貪官將有更多管道謀私，因此紛紛上街表明不

想要比特幣。 

從過去一年的比特幣價格來看，比特幣從去年 9 月初的 1.03 萬美元左右，一路攀升至今

年 1 月的 4 萬美元，今年 4 月中旬最高更是來到 4.6 萬美元之上，不過隨著中國擴大打壓礦工

產業以及受到各國加強監管影響，價格在短短幾個月內就面臨腰斬，7 月 20 日一度比特幣跌

破 3 萬美元大關，顯示比特幣價格確實存在著不小的震盪。 

薩國 20％GDP 靠移工匯款，政府強推比特幣 

但反觀，支持比特幣作為法定貨幣的民眾，大多則是屬於外國工作的薩爾瓦多國民。 

事實上，早在今年 6 月初，薩爾瓦多總統 Nayib Bukele 向國會提交將比特幣作為法定貨

幣的法案時，當時他表示，由於薩國境內有 70％人口沒有銀行帳戶，而且在非正規經濟中工

作，因此推動這項法案是為了促進經濟與創造工作機會。 

現階段薩爾瓦多的經濟交易主要是使用現金，而海外移工匯回薩爾瓦多的錢仍是該國的經

濟主軸，占薩國 GDP 22％，但薩國有 70％人口沒有銀行帳戶，因此移工就必須為了海外匯

款，花費轉帳手續費、排隊等待、行政費用、轉帳耗時等等成本，而比特幣的出現就成了最

快、最低成本的匯款方式。 

正因為加密貨幣的一大優勢在於，每一筆匯款只需要 10～20 分鐘，且手續費低廉，因此

這對許多在外國工作的薩爾瓦多國民來說，當然具有吸引力，進而大力支持該法案，因此才促

成薩爾瓦多決定將比特幣作為法定貨幣的重要原因。 

比特幣價格高波動性大，成為法幣的一大考驗 

為了因應薩國境內的諸多反對聲浪，薩爾瓦多政府則已經在全國各地架設 200 台全新提款

機，以便民眾可將美金轉換為比特幣；另外，議會也已批准成立 1.5 億美元的比特幣信託基

金，以保證比特幣和美元之間的可兌換性；且薩國政府更發放每人 30 美元價值的比特幣，希

望藉此教育民眾如何使用比特幣。 
薩爾瓦多這次寫下創舉，將比特幣列入法定貨幣，促進加密貨幣發展的一項新頁，但也因

為比特幣價格的高波動性，至今仍是一大疑慮，成為全球關注。 

目前比特幣在台灣仍尚未立法，屬於灰色監管地帶，但過去台灣央行總裁楊金龍就曾表

態，由於比特幣價格波動非常大，且沒有內在價值，因此不會取代實體貨幣。   
資料來源 2021/09/07yahoo股市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