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貨幣市場： 

上週(10/12~10/16)資金續呈寬鬆狀態，市場幾乎是錢滿為患，龍頭銀行率先提供跨月拆款，帶動

其他行庫紛紛提供跨月拆款資金，拆款需求大致平穩，一週拆款利率主要成交於 0.22%~0.26%，

跨月拆款利率主要成交於 0.25%~0.265%。短票市場方面，因整體市場資金偏多，加上投信、法

人紛紛來電詢券，短票買氣相當旺盛，但發行量不大，短票依舊呈供不應求狀態，成交利率往區

間低位靠攏，賣斷 30 天期自保短票利率區間在 0.24%~0.27%。另 10/14 央行標售 400 億二年期

定存單加權平均得標利率 0.239%，較上月同天期得標利率下跌 2.3bp。 

本週(10/19~10/23)央行存單到期金額約 2 兆元。受近期受外資持續匯入影響，市場資金應仍延續

寬鬆態勢，預估銀行端操作仍積極，為去化資金預估短率將微幅走跌，賣斷 30 天期自保短票利

率區間在 0.24%~0.27%。 

上週（10/12 ~ 10/16）緊縮因子有:週一中租迪合發行無擔保公司債 12.5 億台幣；週三統一企業

發行無擔保公司債 30 億台幣；財政部發行 10 年期增額公債 300 億台幣、加拿大豐業銀行發行 2
億美元債；週四花旗環球證券控股發行 0.4 億美元債及 1.65 億人民幣債、中央銀行發行兩年期定

存單 400 億台幣；週五韓國友利信用卡發行 1 億美元債。上週市場資金持續寬鬆，銀行端多錢態

勢不變，惟壽險及投信端資金略成分配不均，並不影響資金調度，債 rp 利率微幅下調約 1 個基

點，並往低位靠攏。上週利率區間，0.20% ~ 0.22%，公司債成交 0.22% ~ 0.25%。 

本週（10/19 ~ 10/23）緊縮因子有:週二法國興業銀行發行 4 億美元債、卡達國家銀行金融發行

1.75 億美元債；週三摩根士丹利金融發行 0.95 億美元債。由於本土銀行資金充沛，市場維持寬

鬆的態勢，債券 RP 到期多能續做，利率料持穩於現有區間，承作於低位比重將有增加。預期利

率區間，公債成交 0.20% ~ 0.22%，公司債成交 0.22% ~ 0.25%。 

 寬鬆因子 緊縮因子 

1、央行存單到期    20,185.95 億元 
10/19 5,999.00 億元 
10/20 4,245.25 億元 

10/21 3,175.70 億元 
10/22 3,733.00 億元 

本週
(10/19~10/23) 

10/23 3,033.00 億元 

1、 菸酒稅及貨物税等例行性稅款

繳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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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利率與匯率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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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債市場： 
 

2011/12/21 - 2021/4/12 (GMT)

Line, TW2YT=RR, Bid Yield(Last)
2020/10/19,  0.115
Line, TW5YT=RR, Bid Yield(Last)
2020/10/19,  0.250
Line, TW10YT=RR, Bid Yield(Last)
2020/10/19,  0.325
Line, TW20YT=RR, Bid Yield(Last)
2020/10/19,  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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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 10 年券波動區間： 

0.2999-0.3400% 
 

上週市況： 

10年期指標券A09109在交割日前上演軋空行情，利率急速下探至0.30%才止歇，5年期指標券

也再度突破歷史低位至0.23%，此後交投歸於清淡。台幣匯率持堅，通週收在29之下，助長貨

幣市場各項短率走低，也使得國內美元持有者普遍不願結匯，過於充沛的供給使銀行端急於

尋求去化。全球確診病例日增數刷新錄得39萬，連續兩週來到30-40萬人區間，歐洲疫情傳播

快速，確診年齡層下降。美股在前景不明中掙扎收紅，美債微幅收低。台債終場5年期公債

收0.2300%，較前周下滑2個基本點；10年期公債利率收0.3033%，較前週下滑4.47個基本點；

20年期公債收0.4710%，較前周下滑1.89個基本點。 

 

經濟數據公佈： 

1. 8月份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為26分 

2. 9月份經季節調整後之臺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為57.7% 

 

本週市況： 

9 月台灣央行理監事會議，全體理事會一致決議維持原政策利率不變，楊金龍總裁在新聞會

議上提及國際維持寬鬆，我國亦將維持寬鬆，並持續監控台幣匯率走勢。籌碼面：銀行業賣

超，證券業買超，此前券商較多空單，且得標率較低需要從市場回補。前三大持券比：5 年

期指標券上升至 62%，10 年期指標券加入新增 A09109 後調整為 65%，5 年和 10 年券籌碼皆

較前周集中。今年於第四季甫初，台債利率已落至前所未見的低點，5 年券利率和 1 個月短

率出現倒掛，養券利差轉負，不利槓桿交易商操作，銀行與保險業資金去化的窘境更是雪上

加霜，由於缺乏新券發行交易料利率將暫時冷凍。預估本週 5 年期公債交易區間 0.23~0.25%；

10 年期公債交易區間 0.29%~0.32%；20 年期公債交易區間 0.45~0.49%。 



 
2013/4/25 - 2018/6/5 (GMT)

Line,  US2YT=RR, Bid Yield(Last)
2018/3/5,  2.2216
Line,  US5YT=RR, Bid Yield(Last)
2018/3/5,  2.5913
Line,  US10YT=RR, Bid Yield(Last)
2018/3/5,  2.8242
Line,  US30YT=RR, Bid Yield(Last)
2018/3/5,  3.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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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債市場： 
 

2015/12/17 - 2021/1/19 (GMT)

Line, US2YT=RR, Bid Yield(Last)
2020/10/19, 0.1512
Line, US5YT=RR, Bid Yield(Last)
2020/10/19, 0.3361
Line, US10YT=RR, Bid Yield(Last)
2020/10/19, 0.7740
Line, US30YT=RR, Bid Yield(Last)
2020/10/19, 1.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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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重大事件與影響： 

上週美國公布的經濟數據：9 月份 CPI(年比)、PPI(年比)、進口物價(月比)、出口價格(月比)、

零售銷售、工業生產、產能利用率及 10 月份紐約州製造業指數、密大消費者信心指數。CPI、

PPI 和生產者數據出現放緩，進口提升出口疲弱，惟零售銷售和消費者信心指數提振。全球

確診病例日增數第二週維持在 30-40 萬人區間，歐洲境內疫情惡化，但政府不採取封鎖，僅

有宵禁和集會措施，而年輕人較不遵守防疫規範，因此確診年齡層下滑，不過死亡率也同樣

減緩。油價因 OPEC+又提出減產承諾，小幅回漲。美元指數因新一輪紓困案膠著，站回 93

高位整理。10 年期公債利率因選舉不確定性下跌，各年期間利差收縮，整條殖利率曲線稍微

趨平。2 年期公債利率收 0.1451%，較前週下滑 0.99 個基本點；10 年期公債利率收 0.744%，

較前周下滑 3.3 個基本點；30 年期公債收 1.5288%，較前週下滑 4.72 個基本點。2 年和 10 年

公債利差約 60 個基本點，10 年和 30 年公債利差約 78 個基本點。 
 

本週總經數據公佈： 

1. 本週一將公布 10 月份 NAHB 房屋指數 

2. 本週二將公布 9 月份營建許可、新屋開工 

3. 本週四將公布 9 月份成屋銷售、領先指標 

4. 本週五將公布 10 月份 Markit 製造業和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預期本週波動區間： 

本周將公布的經濟數據為景氣和樓市相關。原油備受冬季疫情發展影響，需求積弱不振的前

景令油價不樂觀。美元指數小幅上漲，然而做空氣氛漸增。投資等級公司債對公債加碼利差

持續收縮，因上週市場投資等級債發行不多，交易商從而追逐少量的現券。美國選舉近期民

調顯示，川普奪下搖擺州的勝算降低，拜登的全國民調仍保持有幅度領先，市場押注拜登勝

選的機率增大，但民主黨能否在拜登當選之後在參議院取得多數席次，將左右紓困案通過的

金額和可能性。料美債長端利率在部份避險情緒下利率能持平當前水位，殖利率曲線變化不

大。本周美國財政部還有20年期公債標售，預估本週2年期公債交易區間0.15~0.20%；10年期

公債交易區間0.70-0.80%；30年期公債交易區間1.45%~1.60%。 



總體經濟指標分析： 

台灣： 

9 月外銷訂單金額達 500.3 億美元，創歷史單月新高，並首度突破 500 億美元大關，年增 9.9%，

連七紅。累計第 3 季外銷訂單金額為 1410.85 億美元，年增 11.9%，金額也創下歷史單季新高。 

當月就主要產品接單情況來看，以電子產品接單表現最佳，月電子產品訂單金額為 160.5 億美元，

也是歷史單月新高水準，年增 29.7%，結合來自於中國及香港之訂單金額為 143.6 億美元，也創

歷史單月新高季陸，年增 31%，其中電子產品訂單金額年增 57.8%，顯示蘋果等全球消費性電子

產品大場在新機上市前零組件拉貨力道相當強勁。 

不過，因蘋果 iPhone 12 延遲至 10 下旬才上市，使得資訊通信產品訂單金額為 139.3 億美元，年

減 9.6%，也反應在來自於美國的訂單金額為 149.2 億美元，僅略低於 2018 年 10 月之 149.23 億

美元，為歷史次高水準，未能一舉突破歷史新高，而經濟部強調資訊通信產品中包括筆電、伺服

器等遠距商機產品訂單仍十分熱絡。 

此外，包括面板等光學器材(19.6%)、基本金屬(14.8%)、機械(23.7%)、塑橡膠產品(13.9%)等多項

產品之外銷訂單金額成長力道也頗為強勁，僅化學品(-2.6%)訂單金額減少。 

企業調查資料顯示，外銷訂單金額動向指數為 55.1，顯示 10 月外銷訂單金額有機會高於 9 月，

經濟部預估 10 月外銷訂單金額可能增加至 520 億元，再創歷史單月新高水準，各主要產業中以

光學器材(67.8)、塑橡膠產品(60.5)兩產業金額動向指數最高，僅機械業(41.7)反應訂單可能較 9
月下滑。 

美國： 

9 月零售銷售月增 1.9%，大幅優於市場預期，當月汽車銷售月增 4%，扣除汽車及零件後之零售

銷售月增 1.5%，再扣除汽油銷售後之核心零售銷售也月增 1.5%，表現也優於市場預期。當月僅

電子與家電產品(-1.6%)銷售下降，推測與蘋果在 9 月發表 iPhone 12，而推遲至 10 月下旬才上市，

使得消費者買氣延後的影響。 

當月銷售表現較佳的產品/通路，包括服飾及配件(11%)、百貨公司(9.7%)、運動休閒娛樂產品(5.7%)
等，而餐飲(2.1%)、藥妝品(1.7%)銷售也告成長。 

中國： 

第 3 季經濟成長率為 4.9%，略低於預期，合計前 3 季經濟成長率為 0.7%，由負轉正。當季成長

力道較強之產業包括資訊軟體及技術服務業(18.8%)、營建業(8.1%)、金融業(7.9%)、房地產業

(6.3%)、製造業(6.1%)等，而租賃及商業服務業(-6.9%)、旅館餐飲業(-5.1%)的表現較為疲弱，仍

持續下滑，而批發及零售業(3.1%)、運輸倉儲及郵政業(3.9%)則恢復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