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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周四(26日)公布的會議紀錄，11月20日至21日的會議上，理事會一位成員表示，觀察

7月至9月一季的GDP數據，日本經濟成長趨勢已經轉下行。該會議記錄摘要顯示：「一位成員表示，實質GDP

成長率下滑，這恐怕不是短暫的發展，而代表整個趨勢轉為下行。」日本央行在該次會議決定維持貨幣政策不

變，且不改對整體經濟的評估，認為經濟「正溫和復甦」，但央行上修對海外經濟的看法，對於新興經濟體的

疲弱則低調帶過。 

週四午間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會面後，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Haruhiko Kuroda)稱，他告訴安倍晉

三，日本經濟正在穩步朝著實現央行設定的2%的通脹目標前進。黑田東彥對記者說，我告訴他我們正在穩步朝

著實現2%的通脹目標前進。黑田東彥還說，安倍晉三認真聽取了他的解釋，但沒有提出具體的問題。他補充，

他將觀察明年加稅後，7月至9月的經濟表現，藉此了解日本經濟是否恢復到目前的水準。日本央行稱這類會談

為定期活動，說安倍晉三和黑田東彥於6月13日舉行了類似的會面。但目前外界普遍猜測日本央行將被迫采取更

多的貨幣寬鬆措施，以限制即將實施的銷售稅上調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在這種背景下，週四的會面令人不

禁認為安倍晉三可能開始向黑田東彥施壓。安倍晉三兩位與之關系親密的經濟顧問——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

教授濱田宏一(Koichi Hamada)和靜岡大學(Shizuoka University)教授本田悅朗(Etsuro Honda)——一直呼吁，一旦將

消費稅稅率從5%上調至8%的措施對經濟構成明顯拖累，黑田東彥就應迅速采取行動。在最近接受《華爾街日報》

采訪時，這兩位顧問列出了日本央行可選擇的數種政策選項，包括更多地購買日本政府債券和交易所交易的股

票基金。他們還說，日本央行可能開始購買政府擔保的債務以及抵押貸款支持證券。黑田東彥一直表示有信心

通過4月份央行推出的大規模寬鬆計劃來實現央行設定的兩年內通脹達到2%的目標。他還認為，日本經濟在增

稅後將繼續復甦。 

在日圓兌美元和歐元不斷刷新五年低點之際，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Taro Aso)週四表示，日圓走軟並非完全對

經濟有利，日本貿易逆差可能會因日圓貶值而進一步擴大。麻生太郎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稱，不能說日圓下跌

完全對日本經濟有利，日圓貶值使礦物燃料進口變得更加昂貴，而日本的核電廠仍處於關閉狀態，這就導致日

本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麻生太郎說，不看股市、債市等其他市場，只看匯率走勢是沒有意義的，日本長期利

率已升至0.7%，而股市人氣顯然受到了日圓走軟的提振，日經指數現已突破16,000點。 

 

英國智庫「經濟與企業研究中心 (CEBR)」周四 (26日) 公布其年度全球經濟報告 (World Economic League)，預

測英國將在 2030 年之前取代德國，成為歐洲最大經濟體，而其中一大動力則是來自英國的人口成長。CEBR 這

樣的觀點與最近一些其他英國工商團體－如英國商會聯合會(British Chambers of Commerce, BCC) 的樂觀態度不

謀而合。BCC 這個月初曾表示，英國經濟將在 2014 年超越金融危機前的歷史高峰。CEBR 在這份剛公布的年

度全球經濟報告中也預測，中國將在 2028 年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時間上比其他的一些預測來得

晚。而英國的經濟成長則將會是西方國家中第 2 快的，不過速度仍比不上新興經濟體的印度及巴西。CEBR 在

報告中特別強調，英國的人口成長是驅動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另外，相對於使用歐元的其他歐盟成 

市場回顧市場回顧市場回顧市場回顧                    



 

2013 12 27  

 

 

 

2 

 

員，英國的經濟政策相對比較自由，稅率也比歐元區來得低，這也對其經濟成長提供了一定的優勢。至於德國，

CEBR 則表示，若歐盟解體則德國的經濟表現將會更好。CEBR 在報告中稱法國將會是西方國家中，經濟表現

最糟的其中之一。除了歐元區共同的弊病，法國本身的高稅率也是導致其經濟成長緩慢的一大阻礙，其歐洲第 2 

大經濟體的地位將會在 2018 年被英國取代。 

 

美國上周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減少超過預期，表明美國勞動力市場在好轉。據美國勞工部周四在華盛頓公佈

的數據顯示，截至12月21日當周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減少4.2萬，總數達到33.8萬。接受彭博調查的42位經濟

學家預期中值為降至34.5萬。繼續申領失業救濟的人數增加。勞工部的一位人員在上述數據公佈時表示，年底假

日使得調整申領失業福利人數波動的工作出現困難。其他數據顯示，就業加快有助於推動個人開支增加，消費

占美國經濟的近70%。在數據失真之外，「申領失業救濟人數的水平仍和勞動力市場健康發展態勢一致，」法

國巴黎銀行在紐約的美國經濟學家Yelena Shulyatyeva在上述數據公佈之前表示。「就業動能正在好轉。」接受彭

博調查的經濟學家預期範圍自31萬至36.5萬。前周修正後為38萬，初報值為37.9萬。本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報告

顯示，波動較小的四周移動均值在上周升至34.8萬，前周為343,750。在截至12月14日當周，繼續接受失業福利的

人數增加4.6萬，至292萬。繼續申領失業救濟的人數不包括根據聯邦項目接受延期福利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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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自: 彭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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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對貨幣對貨幣對貨幣對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入市價入市價入市價入市價    止蝕價止蝕價止蝕價止蝕價    目標價目標價目標價目標價    

NZD/USD OBSERVE    

 
貨幣對貨幣對貨幣對貨幣對    支持位支持位支持位支持位 2 2 2 2    支持位支持位支持位支持位 1 1 1 1    阻力位阻力位阻力位阻力位 1111    阻力位阻力位阻力位阻力位 2 2 2 2    

AUD/USD 0.8849 0.8870 0.8919 0.8947 

EUR/USD 1.3650 1.3670 1.3706 1.3722 

GBP/USD 1.6312 1.6360 1.6447 1.6486 

NZD/USD 0.8132 0.8148 0.8183 0.8202 

USD/CAD 1.0605 1.0625 1.0657 1.0669 

USD/CHF 0.8941 0.8952 0.8972 0.8981 

USD/JPY 104.24 104.51 104.96 105.12 

昨日滙價 

貨幣對貨幣對貨幣對貨幣對    開市開市開市開市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最低最低最低最低    收市收市收市收市    

AUD/USD 0.8919 0.8927 0.8878 0.8890 

EUR/USD 1.3679 1.3701 1.3665 1.3691 

GBP/USD 1.6347 1.6437 1.6350 1.6409 

NZD/USD 0.8182 0.8186 0.8151 0.8164 

USD/CAD 1.0628 1.0649 1.0617 1.0645 

USD/CHF 0.8953 0.8970 0.8950 0.8963 

USD/JPY 104.35 104.84 104.40 104.79 

 
香港時間香港時間香港時間香港時間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經濟數據經濟數據經濟數據經濟數據    時期時期時期時期    實際實際實際實際    前值前值前值前值    

2013/12/26 21:30 US 美國上周初請失業金人數 12 月 21 日 33.8 萬 38 萬 P 

2013/12/26 21:30 US 美國上周續請失業金人數 12 月 14 日 292.3 萬 287.7 萬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