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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二輪談判登場，若進展順利有利日股動能 

                                    2025 年 4 月 28 日 

➢ 美日貿易談判焦點在於汽車、農產品、匯率：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赤澤亮將訪問美國並預計

5/1 展開第 2 輪關稅談判。目前美國對日本出口產品徵收現行 10%的基準關稅與 25%的

汽車關稅未有放寬跡象，美方在第二輪談判前拋出八項「非關稅壁壘清單」，並特別點名

日本汽車業的「保齡球測試」標準。預計貿易談判重點主要在汽車、農產品，而匯率部分

則預計兩國財長另行協商。川普上週表示與日本關稅談判非常接近達成協議，此次談判有

望透露更多細節，或對股市動能帶來支撐。 

➢ 日本推出緊急應對措施穩固經濟：日相石破茂表明不願為快速達成協議一昧讓步，並試圖

將防衛議題和關稅分開處理，在談判同時，日本政府推出一系列緊急應對措施，包括納入

油價補貼、支援夏季電力及瓦斯費用、所得稅減稅，且針對低收入家庭提供每戶 3 萬日圓

的一次性給付等，相關措施有利帶動日本經濟持續復甦。 

➢ 日本通膨走高、然而考量關稅談判，預料日本央行 5 月利率決策會議按兵不動：東京 4

月扣除新鮮食品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幅自前月的 2.4%躍升至 3.4%，高於預估的 3.3%，

亦為 2023 年 4 月來最高，主要受到去年同期東京政府對高中學費減免一次性政策影響，

且能源補貼的結束亦推高物價。然而，考量美日關稅的不確定性，預料日本央行 5 月 1

日的利率決策會議將按兵不動，待美日關稅協議敲定，才會重啟升息進程。 

➢ 外資連三買，美日關稅談判若能確定將可降低不確定性：儘管川普關稅引發全球股市震盪

，然而海外投資人 4 月迄今淨買入 3534 億日圓的日本股票，打破過去日圓升值常會伴隨

外資賣超的慣性。隨著日美關稅談判更多細節敲定，不確定性降低，若談判加速完成且能

削減部分汽車關稅稅率，則可視為日本重要勝利；惟日銀在利率決策會議可能修正經濟預

估及通膨數字，宜留意相關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