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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銀下修今年經濟成長率至1.7%
據日本經濟新聞7月16日報導，國際經濟的不安已經成為日本國內

景氣以及物價表現的風險因素之一。日本銀行（日本央行）於7月15日

召開金融政策決定會議，對於2015年度以後的經濟成長率及物價上漲

率預測小幅向下修正。

日銀總裁黑田東彥在會議後的記者會上表示，物價大致符合預測。

不過，如果海外經濟持續走緩，日銀的2%物價上漲目標可能會受到影

響。 黑田強調，由於美國及中國大陸的景氣復甦進度緩慢，可能造成

日本國內生產及出口景氣下滑。因此，日銀將日本2015年度的實質經

濟成長率展望由今年4月時預測的2.0%，向下修正為1.7%。

日銀表示，企業的設備投資開始成長，而私人消費也持續獲得支

撐，因此認為日本經濟朝良性循環進行。對於2016年度、2017年度的

成長率預測與4月的預測一樣，沒有改變。至於消費者物價是否能達成

上漲2%的目標，日銀持正面的看法。2015∼17年度的消費者物價上漲

率預測比4月時的預測分別向下修正0.1個百分點。

日銀表示，在2015年秋天之後，原先受到原油價格低落造成物價

下跌的現象就會薄弱，消費者物價的表現也將因此上漲。即使部分市場

人士對於大幅的物價上漲持懷疑的看法，但是日銀相信等到秋季物價開

始上漲，整體氣氛就會改變，2%的物價上漲目標應該可以達成。

對於日本經濟未來的展望，日銀則表示最大的風險因素是來自大陸

經濟的表現。由於大陸經濟對亞洲經濟的影響極大，一旦大陸經濟失速

的話，一定會對日本經濟景氣及物價帶來不利的影響。黑田表示，對快

速跌落的大陸股市必需持續關注，因為如果大陸繼房地產價格崩跌，股

市也崩潰的話，對大陸的私人消費絕對會有不利的影響。他表示，日銀

將對大陸經濟持續保持警戒。

2015年上半年韓國吸引外資情況
據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統計，2015年上半年，韓國外資申報資金

規模88.7億美元，同比減少14.2%；外資到位60.6億美元，同比減少

19.8%。第2季投資強力反彈，繼去年之後創下歷史第二好成績。

從投資國別來看，美、歐、日等已發展國家及中國大陸對韓投資

增幅下降，中東地區投資大幅增加。其中，美國（21.0億美元，同比

減少16.3%）、歐盟（13.1億美元，同比減少59.8%）、日本（9.7億

美元，同比減少15.3%）、中國大陸（3.9億美元，同比減少49.2%）

投資減少，中東地區（13.4億美元，同比增長4095.7%）投資大幅增

加。從行業來看，製造業引資規模大幅下跌，上半年製造業吸引投資

11億美元，同比下降68.2%；服務業引資規模也小幅下跌，同比下降

5.4%，達63.7億美元。從投資方式來看，綠地投資與吸收合併表現

亞
太
經
貿
消
息
輯
要

整
理
／
黃
　
翔



392015年9月號／285期

亞
太
經
貿
消
息
輯
要

16歲少年余澎杉因辱

罵已故新加坡前總理李

光耀被判入獄4周，引

發國際輿論批評新加坡

政府嚴苛對待異議人

士。圖為7月6日余澎

杉在父母陪同下獲釋。
©法新社

年外資引進工作。但是，陸韓自貿協定有望於下半年

生效，韓方預計中國大陸對韓投資將持續增加，全年

將實現利用外資200億美元。

新加坡面臨結構轉型挑戰 
據時代雜誌8月3日報導，目前新加坡人口550

萬，約75%為華裔，其他為馬來西亞裔和印度裔。

儘管地理面積不到720平方公里，這個城市小國的驚

人成功，卻讓全球發展中國家積極仿效，即家長式管

理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模式。

然而，在全球受到肯定的新加坡模式，在本國卻

遭到質疑。國際人力資源調查顯示，雖然新加坡一直

在人力發展指數排名的前10名，但是新加坡員工卻

是亞太地區最不開心的。在全球已開發地區，新加坡

的收入差距僅次於香港。由於大量外國工作者湧入，

選民在2011年大選表達不滿，成為新加坡獨立以來

人民行動黨選舉結果最糟糕的一次。

未來50年，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這個城市國家是

否能一直最大化地利用自己有限的資源，最終解決

最重要的問題：自己的人民。2年前新加坡公布預測

未來人口、永久居民和其他外國人狀況的白皮書指

截然相反。上半年綠地投資達66.1億美元，同比增

長17.9%。吸收合併投資達22.6億美元，同比減少

52.2%。 

上半年韓吸引外資同比下降，主要受第1季吸引

外資同比大幅減少影響。資料顯示，韓第1季吸引外

資35.55億美元，同比下降29.8%；但進入第2季後

呈現快速恢復，來自中國大陸、中東、歐盟、日本等

國家和地區的投資環比均大幅增長，申報投資額達

53.2億美元，環比增長49.9%，創近3年來季度最好

成績。從投資國別和地域來看，第2季吸引中國大陸

投資3.4億美元，環比大幅增長580%；中東11.3億

美元，環比增長438%；歐盟9.6億美元，環比增長

174%；日本6.8億美元，環比增長135%。

第2季吸引外資大幅增長的原因，一是國外企業

戰略性合併專案增加。受陸韓自貿協定（FTA）簽署

等影響，國外企業加強對韓文化內容（遊戲、電影

等）、化妝品、IT等企業的併購強度。二是中東地區

投資大幅上升。這部分得益於朴槿惠總統訪問中東時

簽訂的併購大項目。

前段時期韓國的MERS疫情以及希臘債務危機引

發的歐洲經濟萎縮等國內外不利因素，重挫韓國下半

出，新加坡人口將

在2030年達到690

萬，比目前成長

20%。鑒於2014

年新加坡33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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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無法以這種速度成長，因此，須由外來人口填補成

長的空間，其中成長的人口，很大一部分來自中國大

陸。這份白皮書引起譁然，目前新加坡大約三分之一

的人口是外國人。雖然有文化上的共通性，但多起社

會事件點燃反華情緒。

隨著網路發展，新加坡人現在可以接觸到各種不

同的觀點。政治活躍分子和新聞媒體冒著可能面臨誹

謗官司的威脅，提出對人民行動黨任期過長的批評。

2015年6月，同性戀大集會吸引近3萬人參加，而在

新加坡同性戀依然非法。此外，信教的人有所增加，

不僅是馬來西亞裔人口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增加，華裔

新加坡人信仰基督教的人也增加，顯示人們開始尋找

人民行動黨以外的其他意義。

印尼積極推動鞋類工業發展

據印尼星洲日報8月3日報導，印尼工業部長沙

勒胡辛表示，印尼國內鞋類工業透過提高出口與收納

勞動力，成為經濟成長的主要貢獻來源之一。因此當

局制定，印尼國內鞋類工業成為優先發展工業。印尼

當局期望，有更多的國內鞋類生產商能促進發展營

業，提高鞋類出口額，以及增加勞動力吸納率。

印尼國內鞋類工業投資與年俱增，近3年內成長

率達4.7%。2014年鞋類工業領域投資額達10.7兆印

尼盾，較上年同期增加1.3%，收納勞動力達64.3萬

人。鞋製品出口也不斷上升，2014年出口額達41.1

億元，上升6.4%。主要出口目的國為美國、比利

時、德國、英國和日本。

鞋類工業屬於貿易額不斷成長的工業之一，近

5年內平均貿易盈餘達28.4億美元，2014年底鞋類

貿易盈餘高達37億美元。儘管如此，工業部數據指

出，鞋類工業的國際市占率僅達3%，有必要加以提

高，使得鞋類工業提升創造匯率。此外，印尼人口逾

2.4億人，可望能成為具潛力的主要市場，可對投資

者發展提供正面支撐力。

越南政府公告經濟區和工業區環境保護規定

越南資源環保部近日第35/2015/TT-BTNMT號公

告，發布有關保護經濟區、工業區、加工出口區及高

科技園區環境規定，自今年8月17日起開始實施。

依據上述公告，對於經濟區：建議投資開發及拓

寬經濟區廠商或機關，負責書面評估有關經濟區符合

環保規定條件後，提報資源環保部及計畫投資部審

議，另須負責製作經濟區規劃，營建保護經濟區環境

基礎設施技術工程及投入運作，並知會資源環保部，

以追蹤和依規定進行查核。保護經濟區環境基礎設施

技術工程包括：(一)蒐集、保管及處理固體廢棄物系

統；(二)蒐集及排放雨水系統；(三)蒐集、排放及處

理廢水系統；(四)周遭環境品質觀測網路系統；(五)

綠樹面積規劃；(六)保護環境之其他基礎設施工程。

對於工業區：規劃工業區內各個功能區，應確保

降低污染產業對其他產業造成影響，以及防範和因應

環保事故發生。進駐工業區投資計畫案所屬廠房間之

環保安全差距，應確保符合政府對基礎設施技術工程

之標準規範，降低對工業區內其他廠商和周遭其他對

象造成影響。另保護環境之基礎設施工程，應符合工

業區內各種不同產業。工業區內綠樹土地面積，至

少占工業區開發總面積之10%。此外第35/2015/TT-

BTNMT號公告亦具體規定有關工業區廢水、廢氣、

噪音、一般固體廢棄物及毒害廢棄物之管理等。

緬甸電子商務簽證7月正式實施　
停留期限70天
據中新網7月8日報導，緬甸移民局負責人表

示，緬甸電子商務簽證制度已於7月正式啟動。緬甸

於去（2014）年9月份開通電子旅遊簽證，並批准了

100個國家予以辦理。在實施這一政策不久，赴緬旅

遊國際遊客數量短期內明顯增長，旅遊業收入增加。

緬政府決定增加電子商務簽證制度，為外資企業提供

更便利的服務。

緬甸移民局表示，電子商務簽證費用為70美

元，比落地簽證費用高20美元，停留期限為70天，

如簽證到期可向相關部門續簽。與落地簽證一樣，電

子商務簽也將批准51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辦理。

目前，緬甸批准辦理的簽證有旅遊簽證、商務簽

證、入境簽證、過境簽證、外交官簽證和多次入境簽

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