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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完成簽署
據中央社2月4日報導，馬來西亞等12個國家2月4日在紐西蘭簽署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落實成為目前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

區，涵蓋經濟產值高達30兆美元（約新台幣1,000兆元）。

耗費5年時間及19次會議，隨著協定簽署後，TPP相關協商就此劃

下句點，接著12個成員國將啟動國內批准程序，並在2年內經過各國國

會審議，才能完成相關程序。

大馬委派國際貿易及工業部長慕斯達法（Mustapa Mohamed）

出席簽約，在紐西蘭總理凱伊（John Key）與美國貿易代表傅洛曼

（Michael Froman）主導之下，包括汶萊、智利、新加坡、澳洲、加拿

大、日本、墨西哥、秘魯、越南12國代表，順利在奧克蘭的天空城會

議中心完成簽署儀式。

經濟學家認為，一旦TPP能順利通過各國國會審議，這個覆蓋全世

界三分之一貿易量、牽涉人口超過8億人的新自由貿易區，除了將擴大

市場貿易外，也能減少稅率和促進更自由的貿易。例如，以勞力密集產

業為主的東南亞國家，將因為外銷美國的貿易障礙降低而獲得更多利

益，甚至能進入以前被關稅嚴格保護的其他TPP成員國。

至於美國方面，市場看好TPP在2030年前能帶來1,300億美元的龐

大效益，GDP也將上升0.5%；日本也受惠於關稅降低而間接提高3成的

貿易收入。

日本央行首次推出負利率政策

據BBC中文網1月 29日報導，日本的央行─日本銀行1月29日在金

融政策會議上，決定把民間各銀行今後儲蓄在央行的存款利率從現在的

0.1%下調到0.1%負利率，今後還可能進一步下調。這是日本央行首次

推出負利率政策，也是仿效歐洲央行實施的0.3%負利率政策。

對此，日銀總裁黑田東彥解釋：「為了盡快實現通脹2%的目標，

決定導入包括負利率在內的金融寬鬆政策，對大規模地購買長期國債整

體利率施加更強壓力，在迄今為止實施的大規模金融寬鬆措施上，追加

負利率措施，令金融寬鬆政策變得有可能更進一步」。

日銀實施的負利率政策，是從2月16日起開始，對民間銀行新存

入日銀的存款徵收0.1%的利率，把現在本來是日銀支付民間銀行存款

0.1%利率的關係掉轉，變成民間銀行要支付日銀0.1%利率，對民間銀

行來說，即是負0.1%利率。日銀此舉是基於國際油價下跌和中國大陸

經濟增長放緩等世界經濟前景憂慮，希望刺激更多資金在市面上流通，

帶動通貨膨脹，推動安倍經濟學倡導的擺脫物價貶值目標，讓企業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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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利益，然後回饋員工，希望增加消費，刺激經濟

景氣，形成經濟好的循環效果。

日銀也預期此一政策能迫使民間銀行減少存入日

銀的金額，推進貸款業務活躍，從而降低日元貨幣魅

力，產生日元貶值效果。

受到日銀新的負利率政策影響，日元在東京外匯

市場的確應聲下跌、1美元兌日元一度從近119下跌

到121，股市也一度大幅攀升超過500日元，不過此

後市場投資者因為對日銀負利率政策效果存疑和繼續

對世界經濟前景憂慮，東京股市又出現回落，收市時

日經平均指數上升超過400日元。

對日銀把利率加入質與量的金融寬鬆政策是否

產生預期效果，反對的意見認為，負利率政策導致

民間銀行利益減少，雖然銀行之間為了競爭，未必

能對客戶實施負利率，但有可能通過貸款加息等手

段向企業和個人轉嫁負利率政策帶來的成本，如果

加息將冷卻投資和消費，將產生與日銀預期相反的

效果。

韓國今年上半年出口可能持續衰退

據韓國首爾經濟新聞2月13日報導，韓國企劃財

政部日前所發表之「2月份經濟動向」報告中顯示，

韓國至今（2016）年上半年出口可能持續衰退，出

口增加率與去（2015）年同月份比較，應會繼續呈

現負值，此係國際油價正持續下跌，於總體出口所占

比重相當高之石油製品單價下跌，加上全球市場對半

導體、鋼鐵等項目之需求減少，惡性競爭造成出口單

價減低，出口總額亦隨之大幅縮減。

據說明，韓國出口至去年上半年止減幅仍相當

小，因此應無法期待今年上半年可以呈現基數效應

（Base Effect），去年上半年出口平均減幅為5.2%，

下半年為10.7%。另企劃財政部去年12月發表今年

1月29日，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召開新聞發

布會表示，日本央行採取負利率以快速實現2%

通脹目標。如有必要，將進一步下調利率。
©法新社

之經濟展望雖然預估出口將較去年小幅增

加（2.1%），但以今年1月份出口出現6

年5個月來最大之減幅18.5%，加上外在

交易環境惡化，出口展望並不樂觀。

另企劃財政部表示，中國大陸金融市

場不穩定、美國下調利率、國際油價下跌

加上北韓威脅等外在環境之危險因素對韓

國造成之影響預期將變大，但內需方面因

消費情況良好，展望仍較樂觀，生產及投

資亦可望趨改善。

受油價狂跌影響　馬來西亞經濟

前景黯淡  
據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研究中

心」官網整理海峽時報（Strait Times）1月



38 2016年3月號／291期

亞
太
經
貿
消
息
輯
要

18日報導，根據相關研究，馬來西亞預估今年經濟

前景黯淡，而且可能被迫拋棄過去高度仰賴石油收入

的情況。

馬來西亞政府稅收很大的一部分仰賴石油出口。

1990年代馬國前總理馬哈地（Mahathir Mohamad）

以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Petronas）賺進之大把

鈔票打造馬國現代化，包括建立新行政中心布城

（Putrajaya）、興建雙子星大樓等。直至2014年，

單僅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一家公司即貢獻了馬來西

亞政府三分之一的歲收，也是馬國唯一擠進財星雜誌

（Fortune）全球前500大企業的公司。

然而，過去18個月來油價崩跌無底線，恐終結

馬來西亞依賴石油收入的時代。更甚者，全球景氣低

迷亦將重挫馬國重要之棕櫚油出口。有鑑於此，馬國

政府於1月28日公布預算修正案。現行預算乃根據每

桶油價48美元估算得來，只要國際油價每跌1元，馬

國稅收便縮水3億令吉。

僅管馬來西亞總理兼財政部長納吉（N a j i b 

Razak）將2015年施行之6%消費稅（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視為經濟救星，去年約填補國庫400

億令吉之缺口，但是消費稅恐使民間消費力萎縮。

野村綜合研究所東南亞經濟學家認為，若以油價

平均每桶30∼35元計算，馬來西亞石油出口將僅占

歲收之13%，而這也是一般估計馬國經濟成長率由

5%降為4%之主要原因。馬來亞銀行（Maybank）

也指出，今年馬國通貨膨脹將較去年高，約達3∼

3.5%。

倘若馬國未減支面對此波油價跌勢，預算赤字

將達GDP 3.5%，超過原先納吉設定之3.1%目標。不

過，馬國政府亦擔心削減預算會減少社會福利支出、

也無法增加維安，不利於因應恐怖主義。

柬埔寨2015年稻米與鞋類外銷推動出口
大幅成長

據柬埔寨Phnom Penh Post網站2月3日報導，

柬埔寨商務部資料顯示，柬埔寨去（2015）年出口

成長17%，主要係因稻米與鞋類之出口大幅增加之

故。其中稻米出口成長43%，鞋類出口成長21%，

而紡織品則劇跌17%。歐盟係柬埔寨出口最大買

主，在柬埔寨成衣總出口57億美元占25億美元，美

國原係柬埔寨最大進口來源國，去年僅進口17億美

元，較前年減少3%。

柬埔寨成衣製造商協會（GMAC）秘書長Ken 

Loo表示，儘管去年正成長，出口之增加如與過去10

年相比則並不連貫。而柬埔寨出口年成長率仍維持在

15%以上，主要係因出口至歐盟有關稅優惠之故。

渠表示，該項利益將會因歐盟與越南簽署自由貿易協

定與降低。柬埔寨之最低工資與越南相當，一旦上述

自由貿易協定生效，越南將享有優惠關稅，成本將具

競爭力，且越南之勞工生產力較高。而出口至美國因

無優惠關稅，導致過去3年持續下降。鞋類出口過去

幾年已快速成長，去年成長21%，達5.37億美元。

香港港口全球排名跌至第5位
據香港文匯報2月18日報導，繼2015年貨櫃業務

大幅下滑後，香港港口2015年的全球排名下滑1位，

至第5位。在10年前，香港港口曾是世界上最繁忙的

港口。如今，港口吞吐量已經連續第18個月下降，

越來越多的船舶跳過香港，轉向中國大陸更新的港口

設施。

該排名的下滑是大陸經濟增速放緩的部分徵兆，

但香港港口貿易量不斷下降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例如

深圳、上海、寧波等城市外圍的港口可以更快卸貨，

費用也更低，並且更接近於大陸製造業區域。新一類

大型船舶的體積也過大，滿載情況下不能進入香港的

淺水航道，但可以輕鬆進入大陸海岸線的深水港口。

瑞銀證券分析師徐賓表示，深圳貨物裝卸成本較

香港低5%到20%。截至2015年11月份，深圳碼頭的

貨櫃運量較2014年同期上升1.4%，而2015年全年香

港的港口運輸量下降9.5%。香港港口僱用近10萬名

員工，物流及貿易領域靠其帶動；物流與貿易佔香港

經濟活動的近四分之一。從大型國際船運運營商到小

型進出口專門公司等數百家公司都依賴大量船運。對

香港經濟來說，此下滑趨勢令人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