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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it Times
佛  光  菜根譚

心中無事就是天堂花香1 要聞
2022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五

農曆壬寅年六月二十四日

能 源 氣 候 通 膨

抗通膨  歐洲央行升息 2 碼

地    區 氣溫℃  天氣 

台  北 28～37 晴天

桃  園 27～37 晴天

新  竹 27～34 晴天

台  中 27～35 晴時多雲

南  投 26～36 晴時多雲

嘉  義 26～34 晴時多雲

台  南 28～33 多雲時晴

高  雄 28～33 晴天

花  蓮 27～33 晴天

台  東 27～33 晴天

今日天氣

世界天氣
地區 氣溫○C 地區 氣溫○C

東京 25~32 香港 30~34
曼谷 26~28 福州 29~40
雪梨 13~17 昆明 18~23
洛杉磯 18~24 武漢 28~36
紐約 25~32 上海 27~33
里約 18~28 南京 27~34
日內瓦 18~35 西安 17~20
倫敦 15~25 青島 24~31
羅馬 22~34 北京 25~31
約堡 8~16 瀋陽 20~31

貨幣匯價
幣  別      買  入      賣  出

美  元 29.5 30.17

歐  元 29.66 31

港  幣 3.654 3.858

日  圓 0.2064 0.2192

人民幣 4.313 4.475

� 註：新台幣昨收29.89元 升值0.6分
台灣銀行提供

股      市 收盤指數  漲▲ 跌 ▲

台灣集中市場 14937.70 ▲ 204.48

台灣店頭市場 183.58 ▲ 3.36

東  京   日  經 27803.00 ▲ 122.74

香  港   恆  生 20574.63

▲

315.59

亞洲股市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極端氣候衝擊歐洲的
夏天，連帶減緩核能及再生能源產量、拉升夏
季電價，使得俄烏戰爭帶來的能源危機更形惡
化。在歐盟正敦促各國提前做好過冬計畫的此
刻，怎麼過完這個夏天可能更急迫。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預計在
20日提出具體的能源「安全過冬」計畫，媒體
提前披露的大方向，是要求各成員國提早開始
節能、多儲備能源留到冬天再用。不過，此時
破記錄的熱浪、乾旱正在歐洲多處發生，使得
歐盟的計畫更加困難。

據《布魯塞爾時報》（Brussels Times）報導
，最近比利時、法國電費飆漲，原因除了熱浪
來襲使冷氣用電需求大增，還有風速變緩使風
力發電不足、乾旱讓水力發電沒水用，連法國
的部分核電廠也因為必需的冷卻水「太熱」而

停擺，結果，原本與再生能源接力發電的天然
氣電廠運作時間只好延長。

歐盟早在俄烏戰爭初期就要求各國提高天
然氣儲備量，在冬天前把庫存拉高到需求量的
80%，以因應俄羅斯對歐洲天然氣斷供風險，
但成效不彰。

雖然俄羅斯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近日表
示將會履行天然氣供應義務，俄羅斯21日也讓
連通俄羅斯及德國的北溪天然氣1號管線（Nord 
Stream 1）恢復供氣，但歐洲人恐怕不會太放
心。

較少依賴天然氣國家 恐成阻礙

《布魯塞爾時報》透露歐盟將發布名為「儲
存瓦斯好過冬」（Save gas for a safe winter）的計

畫，要求成員國開始減少15%的瓦斯用量，並
對企業分散電力來源提出指引。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指出，歐盟的節能
計畫可能遭到產業界及部分國家的阻礙。例如
：波蘭、西班牙、葡萄牙等較少依賴天然氣的
歐盟國家，可能不願配合降低燃氣量，以免減
產打擊製造業競爭力。

匈牙利也使歐盟執委會傷腦筋。上周匈牙利
政府宣布國家能源緊急狀態，打算自8月起禁止
天然氣出口到其他國家，打亂了歐盟要求各國
天然氣管線連接、互通有無的團結方案。

Politico報導，危機來臨時，若歐盟國家自掃
門前雪，確實可能弱化集體採購、分配的效率
，讓天然氣市場價格更高。

而這場能源抗戰除了考驗歐盟團結，也考驗
財力。

歐洲又熱又乾又貴  加劇能源危機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歐洲央行終於加入
升息行列，歐洲央行（ECB）21日召開貨幣決
策會議，宣布升息2碼，為2011年6月以來首次
升息。其中最重要的存款利率從負0.5%提高到
零，升幅高於預估的1碼，結束8年來的負利率
政策，且之後還將繼續升息，以對抗通膨。

ECB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也宣布
新的購債計畫，以防止歐元區再度陷入「南北
塊狀化」。

由於歐元區6月通膨年升達8.6%，比5月的
8.1%進一步上升，且是ECB目標的4倍多，因
而ECB決策官員決定將升息幅度從原先計畫的1
碼，擴大到2碼。

主要再融資操作（MRO）利率從零提高到

0.5%，邊際貸款便利（MLF）利率從0.25%提
高到0.75%，升幅都比預估的1碼更高。

ECB並宣布，通過「傳輸保護工具（TPI），
以反制不合理、無秩序的市場動能，對整個歐
元區貨幣政策的傳輸機制可能造成嚴重的威脅
」，目的是防止個別國家的公債殖利率升到與
經濟基本面不相符合的水準。

針對歐洲央行升息，國內銀行業者及匯銀
人士均認為，美國基本面仍遠優於歐元區，有
條件維持「更暴力」的升息節奏，預期美歐利
差還是會繼續擴大，ECB啟動升息短線可推升
歐元行情，但中長線美元強勢格局不變，歐元
與美元再現「平盤」的可能性還是存在。

國內銀行業者則說，ECB啟動升息也是意料

中事，但市場真正領頭羊是美國，歐洲即使7
、9月都升息兩碼，對市場影響不大，「市場
還是聚焦美國這波升息循環會走多遠」。

摩根資產管理亞洲首席市場策略師許長泰
表示，後續歐央貨幣升息步伐不可能像美國那
麼快，歐洲經濟除了要面對俄烏戰爭，俄羅斯
在天然氣和石油供應是否出現變數，對今年底
或明年初經濟也會帶來較大挑戰。

匯銀人士也說，歐元區目前各國國債收益
率都飆高，歐洲也要避免過去歐債危機再現，
怕出現倒債風險，因此還是會持續執行購債計
劃，避免碎片化政策；美國已開始縮表，歐洲
維持資產負債表的規模，看來美國緊縮力道還
是較大，歐元長線要強勁反彈的難度頗高。

圖╱法新社 圖╱美聯社 圖╱123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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