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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票市場

本（101）年國內股市主要受證所稅復徵

議題、油電價格調漲、歐債問題及美國財政懸

崖問題等影響，大致呈現震盪格局。本年底集

中市場加權股價指數較上年底上漲8.9%，所有

類股均呈上漲局面，其中以營建及食品類股表

現 佳；集中市場之日平均成交值為 810 億

元，較上年大幅減少23.7%。

本年底店頭市場股價指數較上年底上漲

10%，除觀光類股外，其餘類股均上漲，其中

又以生醫類股漲幅 高，達45.6%；店頭市場

之日平均成交值為 118 億元，較上年減少

27.0%。

（一）集中市場

1.上市公司家數及市值均增加

本年底集中市場上市公司家數共計 809

家，較上年底增加 19家；上市公司資本額達

6.4兆元，較上年底增加 3.2%；上市股票總市

值為21.4兆元，較上年底增加11.5%。此外，

本年並無新的台灣存託憑證（TDR）上市，但

有3檔下市，截至本年底，台灣存託憑證發行

共31檔。

2.股價指數呈現震盪

本年 1至 2月間，由於國內總統大選的不

確定因素消失；Fed聲明將續維持超低利率水

準；歐元區財長達成紓困希臘協議；國際股市

持續走升；以及外資大幅買超台股，致台股大

幅上揚，指數於3月2日漲至8,144點之本年

高點。爾後，由於歐美經濟表現不如預期；證

所稅復徵議題衝擊投資人信心；油電價格調

漲；歐債危機再度升高，國際股市下挫；以及

外資大幅賣超台股，致台股一路下挫，指數於

6月4日跌至6,895點之本年 低點。

隨後，由於歐債危機逐漸化解，兩岸貨幣

清算合作備忘錄完成簽署；美國及日本相繼擴

大量化寬鬆政策，國際股市回升；外資大幅買

超台股，致台股反轉走升，指數於9月19日漲

至 7,782 點。嗣後，因美國第三輪量化寬鬆

（QE3）效應減弱；蘋果股價走低，相關供應

鍊股受到衝擊；市場對美國財政懸崖疑慮再

起；以及股利課健保補充保費，衝擊投資人信

心，致台股再度下修，指數於 11月 21日跌至

7,089點。隨後，因美國財政懸崖協商續有進

展；政府擬推出振興股市方案；以及美國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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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2. 中華民國證券櫃台買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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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輪量化寬鬆政策（QE4），外資大幅買超

台股，致台股反彈，12 月 28 日指數回升至

7,700點，較100年底之7,072點上漲8.9%。

從各類股股價變動來看，各類股均呈上漲

局面，係因上年台股跌深，本年隨著外資大幅

買超，致各類股皆反彈。其中漲幅較大的類股

包括營建類股（24.4%）、食品類股（21.5%）

及機電類股（10.8%）。

3.成交值大幅衰退

本年股市日平均成交值為810億元，較上

年之1,061億元大幅減少23.7%，主要係由於證

所稅復徵議題衝擊，歐債問題再起，以及國內

景氣持續低迷影響，致市場觀望氣氛濃厚，交

投大幅萎縮。尤其，10月份日平均成交值更僅

剩630億元。

此外，隨著本年交投明顯減退，亦使本年

股票成交值週轉率持續下滑，由上年之119.9%

降為97.3%。

4.外資買超，投信及自營商則賣超

本年外資買超 1,442億元；投信法人及自

營商則分別賣超161億元及22億元。

本年 4月至 7月因證所稅復徵議題衝擊，

歐債問題再起，國際股市下挫，導致外資大幅

賣超台股；10月份外資賣超，係因政府退休基

金委外代操爆發嚴重虧損，以及美國財政懸崖

集中市場主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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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2.5 1,124 136.7 238,114 2,812 -678 27

7,072.1 1,061 119.9 192,162 -2,776 94 -456

7,699.5 810 97.3 213,522 1,442 -161 -22

7,517.1 902 6.6 204,582 513 -71 46

8,121.4 1,390 12.6 221,162 635 -52 87

7,933.0 998 10.6 216,415 323 -55 -80

7,501.7 758 7.4 204,802 -312 -16 -59

7,301.5 730 8.1 199,426 -1,128 7 -16

7,296.3 637 6.7 199,811 -262 27 42

7,270.5 661 7.3 199,140 -470 94 36

7,397.1 758 8.2 203,527 921 55 -9

7,715.2 853 8.0 212,225 587 -34 22

7,166.1 630 7.0 197,685 -287 -27 -134

7,580.2 688 7.2 209,161 428 23 32

7,699.5 775 7.6 213,522 495 -1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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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註：各年股價漲跌幅度係指各該年底與上年底比較。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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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再起。其餘月份由於國內總統大選的不確

定性消失，歐債危機逐漸化解，以及美國兩度

擴大量化寬鬆政策，國際股市走強，激勵外資

買超台股。

本年 5月至 8月及 11月投信法人呈現買

超，主要係因台股回檔，致投信法人逢低承

接。1月至3月，投信法人出現賣超，係因台股

指數處於相對高檔，致投信法人逢高減碼；4

月賣超主要係受證所稅復徵議題所影響。12月

為因應投資人贖回壓力，以及年底作帳需要，

投信法人轉呈賣超11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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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至5月及10月，均因股市

下跌，致自營商出現賣超；在1月、2月、11月

及12月，則因股市上揚而使自營商出現買超；

6月及7月出現買超，主要係因台股跌深，促使

自營商逢低承接。

（二）店頭市場概況

1.上櫃公司家數及市值均增加

本年底店頭市場上櫃公司家數共計 638

家，較上年底增加 31家；上櫃公司資本額達

6,675億元，較上年底減少 8.8%；上櫃股票總

市值為1.74兆元，較上年底增加22.6%。

2.股價指數先堅後軟

如同集中市場，本年店頭市場股價亦呈上

漲局面。股價指數於3月3日升至120.5點之本

年 高點。之後，受到證所稅復徵，歐債危機

再起及景氣持續低迷等利空因素衝擊，指數於

11月21日跌至93.9點之低點。隨後，因美國兩

度擴大量化寬鬆政策，國際股市走強，以及政

府擬提出振興股市方案等利多影響，指數於12

月28日升至103.3點，較100年底之93.9點上漲

10.0%。

本年店頭市場外資買超為 0.2億，投信法

人買超21億元、自營商賣超1億元；日平均成

交值為 118 億元，較上年之 162 億元減少

27.2%。

（三）股市重要措施

在股市重要措施方面，本年主要有：

1. 3月 14日，為提升證券市場競爭力，金管會

開放證券商得自行買賣大陸地區政府或公司

在港澳地區及其他外國證券交易市場發行或

經理之有價證券。

2. 7月 3日，為增加台資企業籌措人民幣資金

的管道，金管會同意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赴海

店頭市場各類股股價漲跌幅度

註：各年股價漲跌幅度係指各該年底與上年底比較。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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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發行人民幣計價之普通公司債。

3. 7月 25日，為實現租稅公平，立法院三讀通

過所得稅法修正案及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修正

案，自 102年 1月 1日起，復徵證券交易所

得稅。

4. 8月 31日，為促進兩岸金融合作，中央銀行

與大陸中國人民銀行同步宣布簽署「海峽兩

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並自簽署日起 60

天內，各自完成相關準備後生效。

5. 10月 17日，為提高投資人投資外幣計價基

金之意願，金管會開放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得

募集人民幣計價基金，且外幣計價基金得以

新台幣收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