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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持續蔓延，影響全球消費、投資、貿易活動及供應鏈，抑制全球經濟成長。

 IHS Markit於2020年7月預測今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5.5%，先進經濟體衰退6.8%，以歐元區(-8.6%)跌幅較大。

 預測中國、韓國、日本、美國及我國經濟成長率，僅中國經濟成長率為正成長(0.5%)，其餘均為衰退。

壹、國際經濟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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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肺炎疫情衝擊全球經貿活動，IHS Markit預測今年全球出口貿易將下滑至-14.5%。

 其中，我主要貿易夥伴如中國、歐美、日韓等今年出口皆呈負成長，以美國(-21.8%)衰退幅度最大。

壹、國際經濟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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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７月各主要國家/地區出口(部分國家為1-６月資料)多呈衰退，以美國、德國出口衰退幅度較大。

 我國因全球電子零組件及資通訊產品買氣仍佳，加上疫情控制得宜，商品生產所受影響相對輕微，使我今年1-

７月出口正成長0.5%。

 肺炎疫情依然嚴峻，且美中關係緊張局勢不斷升高，均影響國際經濟復甦力道，將衝擊我國出口動能。

壹、國際經濟情勢

資料來源：財政部「109年7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新聞稿(1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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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經濟指標-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我國PMI於今年4月起持續上揚，7月突破50榮枯線來到54.1，反映製造業景氣回升。

 美國、中國及歐元區PMI於7月紛紛回升至50以上，顯示其景氣呈現復甦，然全球疫情持續蔓延，仍有諸多企

業進行裁員，全球需求疲軟，經濟不確定性依然存在。

 自5月起，日本與韓國PMI製造業景氣逐漸回升，惟仍低於50榮枯線。

資料來源：我國為國發會；其餘為investing.co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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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經濟指標-原油價格
 肺炎疫情衝擊全球原油需求，西德州、布蘭特及杜拜等國際原油價格自今年初起走跌，最大減幅逾55%。

 OPEC+自5月起執行石油減產協議，加上各國採取逐步開放經濟的措施，全球石油需求量已見回溫，國際原油

價格已逐步回升。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6



貳、重要經濟指標-黃豆、玉米、小麥、黃金價格

 全球肺炎疫情擴散，加以疫情致油價受挫，用於生質能原料之黃豆、玉米期貨價格多呈下跌。

 在實質利率下滑與避險需求支撐下，刺激國際金價上漲，4-7月持續上升(惟8月止升回跌)。

資料來源：芝加哥期貨交易所；inves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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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經濟指標-股市指數
 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寬鬆貨幣政策及大規模財政紓困計畫，實體復甦力道雖仍薄弱，但多國股市與年初相較多呈

下跌，惟我國和中國則呈現成長。

資料來源：investing.com   註：年初資料除日本為1/6外，其餘為1/2資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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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經濟指標-利率、匯率
 為降低肺炎疫情對經濟的衝擊，主要國家央行紛紛調降利率作為因應，利率多維持在0%左右。

 疫情衝擊國際金融市場，造成貨幣匯率波動，且美國疫情持續惡化與聯邦赤字不斷增加，致美元走弱，因而主

要國際貨幣兌美元與年初相較多呈升值。

資料來源：美國聯邦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聯邦資金利率(以目標區間上限之數據繪製)、歐盟統計局之主要再融通操作利率、日本基準利率、中國1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
註：年初資料為1月2日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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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來國際經貿發展觀察重點

遠距辦公、線上學習、網路購物、宅經濟等「零接觸經濟」的商業模式及跨境

數位貿易比例大幅增加，數位貿易將是未來貿易推廣與交流之重要型態。

數位貿易興起

美中貿易戰及肺炎疫情迫使跨國企業重新思考全球布局策略，從加速生產「全

球化」，翻轉成「在地化」或「區域化」的全球價值鏈變革，將更加注重供應

鏈安全、韌性與信賴性。

供應鏈短鏈化，注重供應鏈韌性與信賴性

各國採量化寬鬆政策並降低利率以挹注資金，增加的資金流動性能否有效仍待

觀察；各國財政紓困措施恐將提高政府債務風險。

各國寬鬆政策及財政紓困措施產生之風險

近期美中關係緊張局勢持續升高，從肺炎疫情、香港議題到外交關係，雙方意

見有所分歧與衝突，未來雙邊貿易協議是否能維持穩定，須密切觀注。

美中關係不確定性之影響

肺炎疫情致全球消費、投資及貿易受阻，加劇需求緊縮，各國生產動能供給下

降，使經貿成長受到衝擊。

全球需求緊縮，經貿動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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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