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股票市場

110 年台股股價震盪走升。除 5 月、7~8

月及 9~10 月先後受到本土疫情延燒、現股當

沖交易政策擺盪、中國大陸恆大事件與能耗

雙控限電措施，以及美國通膨與債務上限問

題等利空衝擊，致股價指數大幅回檔修正之

外，在政府疫情控制得宜、美股迭創新高、

國內上市公司財報及出口表現亮眼等因素推

升下，台股股價指數由年初之最低點震盪走

揚至年底（12 月 29 日收盤 18,248 點為全年

及歷史新高點）。110 年底集中市場加權股價

指數 18,219 點較上年底上漲 23.7%。

集中市場多數類股上漲，漲幅居首的航

運類股由於塞港及缺櫃現象未解，國際航運

指數及運價續處高檔，貨櫃三雄獲利倍增，

帶動類股飆漲 168.6%；鋼鐵類股受惠於國際

鋼價走揚，股價上漲 46.9% 居次；貿易百貨

類股因振興券發放及網購熱絡，促使消費擴

增，股價上漲 45.5%。110 年集中市場股票日

平均成交值為 3,782 億元，較上年大幅增加

103.0%，締歷史新猷。

110 年底櫃買市場股價指數較上年底上漲

29.0%，除觀光類股下跌 3.6% 外，其餘類股

均上漲，以航運類股漲幅 66.7% 居冠；化學

工業類股因化學產品價格隨國際油價走揚，

股價上漲 66.0% 次之。110 年櫃買市場股票日

平均成交值亦創歷年新高，達 831 億元，較

上年增加 68.4%。

（一）集中市場

1. 上市公司家數及市值均增加，雙創歷年新高

110 年底集中市場上市公司家數共計 959

家，較上年底增加 11 家。全體上市公司資本

額為 7.4 兆元，較上年底增加 2.0%；而隨股

價上揚，上市股票總市值為 56.3 兆元，較上

年底大幅增加 25.3%。110 年台灣存託憑證

（TDR）下市2檔，無新增，截至年底為11檔。

2. 股價震盪走升，創歷史新高

110 年 1 月以來，在美股迭創新高、疫苗

陸續接種、國內上市公司財報及出口表現亮

眼等因素帶動下，集中市場股價指數震盪走

升至 4 月 27 日之 17,596 點。復受本土疫情延

燒及外資賣超台股衝擊，指數重挫至 5 月 17

日之 15,354 點。嗣因出口及廠商獲利續增，

台股隨美股反彈走升至7月15日之18,034點，

創波段新高。

其后，受到 Delta 病毒蔓延、現股當沖

交易政策擺盪、中國大陸恆大事件與能耗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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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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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限電措施，以及美國通膨與債務上限問題

等因素拖累，台股先後回檔至 8 月 20 日之

16,342 點及 10 月 13 日之 16,348 點兩個波段

低點。嗣隨國內疫情趨穩，美國科技股創高，

主計總處上修經濟成長率以及外資回補買超，

台股震盪走升至 12 月 29 日之 18,248 點，締

歷史新猷，年底（12 月 30 日）收盤為 18,219

點，較上年底之 14,733 點上漲 23.7%。

觀察各類股股價變動，110 年除汽車、油

電燃氣、生技醫療及觀光等類股下跌，其餘

類股均上漲。其中，由於塞港及缺櫃現象未

解，國際航運指數及運價續處高檔，貨櫃三

雄（即三大航運權值股：長榮（2603）、陽

明（2609）、萬海（2615））獲利倍增，航

運類股飆漲 168.6% 居首；鋼鐵類股受惠於國

際鋼價走揚，帶動股價上漲 46.9% 居次；貿

易百貨類股因振興券發放及網購熱絡，促使

消費擴增，股價漲幅 45.5%；玻璃陶瓷類股隨

玻璃價格走高，股價上漲 39.1%；金融保險類

股由於本國銀行獲利斐然，授信業務受惠中

集中市場主要指標

年 / 月 股價指數
（期底）

股票日平均成交值
（億元）

成交值週轉率
（%）

上市市值
（億元）

外資買賣超
（億元）

投信法人買賣超
（億元）

自營商買賣超
（億元）

108 11,997.1 1,094 80.4 364,135 2,442 113 525
109 14,732.5 1,863 123.3 449,038 -5,395 427 -1,696
110 18,218.8 3,782 176.6 562,820 -4,541 701 -964
110/1 15,138.3 3,538 15.3 461,308 -1,131 74 -97

2 15,953.8 3,301 8.8 486,266 -801 44 -71
3 16,431.1 3,067 13.5 501,604 -1,509 167 -48
4 17,566.7 4,339 15.4 536,420 574 -63 85
5 17,068.4 5,077 20.5 521,502 -591 178 -285
6 17,755.5 4,701 18.2 543,142 -510 -49 291
7 17,247.4 5,493 22.9 528,936 -1,221 -189 -163
8 17,490.3 3,580 14.7 536,455 79 62 -134
9 16,934.8 2,895 11.1 520,528 57 97 -334

10 16,987.4 2,836 10.9 522,794 -574 174 -54
11 17,427.8 3,497 14.3 536,694 218 -1 -116
12 18,218.8 2,855 11.2 562,820 867 207 -37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集中市場各類股股價漲跌幅

資料來源：臺灣證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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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信保基金保證，不受疫情影響，益以外資

大幅買超 16 推升股價，漲幅 33.2%。

下跌類股中，汽車類股因車用晶片短缺，

衝擊新車交貨與銷售，股價跌幅 4.9% 最大；

油電燃氣類股由於權值股台塑化（6505）遭外

資調節，股價走低，拖累類股下跌 3.6% 次之；

生技醫療類股受到美國生技指數（NASDAQ 

Biotechnology Index, NBI）表現疲弱牽連，股

價下跌 2.2%；觀光類股持續蒙受疫情影響，

旅遊業仍低迷，股價再跌 2.1%。

3. 成交值大幅擴增

由於市場資金充裕，加以國內投資人踴

躍參與（大戶、散戶交易人數及證券新開戶

數均創新高），110 年股票日平均成交值為

3,782 億元，較上年之 1,863 億元大幅增加

103.0%，改寫歷史紀錄。

此外，隨著日平均成交值擴增，110 年

股票成交值週轉率由上年之 123.3% 升至

176.6%，亦創新高。

4. 外資賣超台股

110 年外資賣超台股 4,541 億元，投信

法人及自營商則分別買超 701 億元及賣超

964 億元。

110 年 1 月至 3 月，國際股市回檔，美國

公債殖利率走升，外資連續賣超台股；4 月美

國公債殖利率回落，國外資金大幅匯入，轉

為買超；5 月至 7 月先後在本土疫情延燒及逢

高獲利了結操作下，再度賣超台股；8 月及 9

月外資回補買超財報亮眼的金融股；10 月復

受市場憂心美國通膨導致 Fed 提前升息，資

金撤離台股；11 月及 12 月隨美國科技股再創

新高，外資回頭加碼國內電子股，連續買超

台股。

投信法人方面，110 年除 4 月、6 月、7

月至 11 月為了因應投資人贖回壓力、作帳需

要或指數處於相對高檔等因素，逢高減碼賣

超台股外，其餘月份均為買超。

此外，自營商採取較短線操作策略，通

常在股市行情上揚時買超台股，而在股市下

跌時便出現賣超。110 年除 4 月及 6 月自營商

買超台股外，其餘月份則因自營商調節持股

部位或逢高獲利了結操作，賣超台股。

（二）櫃買市場概況

1. 上櫃公司家數及市值均增加

110 年底上櫃公司家數共計 788 家，較上

年底增加 6 家。全體上櫃公司資本額為 7,609

億元，較上年底增加 2.5%；上櫃股票總市值

隨股價上漲而增至 5.78 兆元，較上年底大幅

增加 32.9%。

2. 股價指數震盪走升，創新高

110 年櫃買市場股價走勢與集中市場相

近，除 5 月及 8 月分別因本土疫情延燒及當

沖政策不確定性等因素，致股價指數呈現較

大幅拉回之外，大抵由年初低點震盪走升至

年底之全年最高 237.6 點，創歷史新猷，較上

16  累計 110 年外資買超金融類股達 490 億元，居集中市場各類股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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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之 184.1 點上漲 29.0%。

觀察櫃買市場各類股股價變動，僅觀光

類股連續兩年受疫情拖累，再跌 3.6% 之外，

其餘類股 110 年均上漲，其中，航運類股在

國際運價及集中市場航運三雄股價續處高檔

等利多因素激勵下，漲幅 66.7% 居冠；化學

工業類股因化學產品價格隨國際油價走揚，

股價上漲 66.0% 次之。

110 年櫃買市場外資及投信法人證券買賣

超分別為買超 235 億元及 311 億元，自營商

則賣超 18 億元。

110 年櫃買市場因股票交易人數創 332 萬

人之新高，日平均成交值達 831 億元，較

上年之 493 億元大幅增加 68.4%，亦締歷史

新猷。

（三）股市重要措施

110 年股市重要措施有：

3 月 12 日，金管會放寬券商可直接為客

戶下單，承做連結台股指數之海外期貨（如

新加坡富台指）複委託業務。

5 月 4 日，金管會開放投資人以定期定額

方式，委託券商買賣外國股票，以及不具槓

桿或放空效果之指數股票型基金（ETF）。

7 月 20 日，興櫃股票市場增設「戰略新

板」（Pioneer Stock Board，簡稱 PSB），交

易機制與上櫃股票大致相同，以協助創新產

業發展與完善企業籌資管道。

8 月 19 日，行政院通過「證券交易稅條

例」修正案，現股當沖降稅優惠再延長 3 年，

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稅率維持現行千分

之 1.5。

8 月 27 日，即日起實施當沖占比過高示

警機制，若有價證券前一營業日同時滿足下

列兩項條件，將公布注意交易資訊：（1）最

近六個營業日之當沖成交量占最近六個營業

日總成交量比率逾 60%；（2）當沖成交量占

該日總成交量比率逾 60%。

櫃買市場各類股股價漲跌幅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總指數 航運 線上
遊戲

觀光電子 文化
創意

化學
工業

建材
營造

生技
醫療

電機
機械

鋼鐵
工業

紡纖
纖維

% 年底110 年底109
90

60

30

-30

0
0.2

14.8

29.0
23.3

8.27.7

21.7
29.1

20.3

66.0

8.6

36.1
27.4

5.4

-10.0

17.0
12.2 10.3

1.5

-3.6
-12.0

66.7

81.0

16.3

110 年中央銀行年報

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