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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票市場

102年國內股市在美國QE暫緩退場、外資

大幅買超及金管會振興股市措施等利多支持

下，呈現震盪走高之走勢。年底集中市場加權

股價指數較 101年底上漲 11.8%，除航運類股

外，其餘類股均上漲，其中以紡纖及金融類股

表現 佳。102年集中市場之日平均成交值為

770億元，較101年減少4.9%。

102年底櫃買市場股價指數較101年底上漲

25.4%，所有類股均呈上漲局面，其中又以紡

纖類股漲幅 高，達130.0%；櫃買市場之日平

均成交值為164億元，較101年增加3.9%。

（一）集中市場

1.上市公司家數及市值均增加

102年底集中市場上市公司家數共計 838

家，較101年底增加29家；上市公司資本額達

6.6兆元，較101年底增加3.5%；上市股票總市

值為24.5兆元，較101年底增加14.8%。此外，

102年並無新的台灣存託憑證（TDR）上市，

但有 3檔下市，截至 102年底，集中市場台灣

存託憑證發行共28檔。

2.股價指數緩步走升

102年1至3月上旬，由於國際股市表現強

勁，兩岸金融合作進展順利，激勵外資買超，

台股走升，至3月11日為8,039點。後因南北韓

情勢緊張、中國大陸爆發禽流感疫情，台股回

檔下修至4月9日之7,729點。

隨後，由於電子業營運展望優於預期、美

國股市續創新高，以及新版證所稅釋出利多，

外資大幅買超，台股升至5月22日之8,399點；

惟之後因市場擔憂Fed可能提前縮減QE3，指

數再度走跌至6月25日之7,663點。

嗣後，在證所稅修正案三讀通過，取消

8,500點的課徵門檻，美國Fed釋出QE暫緩退

場訊息，加上全球製造業景氣好轉，以及金管

會振興股市措施等利多因素激勵下，台股緩步

走揚至12月30日之全年 高點8,623點，31日

指數略降至8,612點，較101年底之7,700點上

漲11.8%。

從各類股股價變動來看，102年隨著外資

大幅買超，除航運類股小跌0.3%外，其餘類股

均上漲。其中，以紡纖類股漲幅達 31.2%

高，主因新科技材質被大量應用，提升紡纖產

品功能及需求；其次，金融類股在兩岸金融開

放利多因素加持下，亦上漲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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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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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金 融 篇

3.成交值衰退

102年股市日平均成交值為 770億元，較

101年之 810億元減少 4.9%，主要係因國內景

氣復甦力道不足，以及市場對QE退場機制觀

望氣氛濃厚，致交投萎縮。

此外，隨著 102年交投減退，亦使 102年

股票成交值週轉率持續下滑，由101年之97.3%

降為82.6%。

4.外資及自營商買超，投信則賣超

102年外資及自營商分別買超2,430億元及

85億元；投信法人則賣超767億元。

102年3月、6月、8月及11月因歐債疑慮

再起、Fed暗示縮減QE規模，以及國內爆發食

安事件等因素，導致外資賣超台股。其餘月份

則由於國內上市公司盈餘大幅成長，以及 Fed

官員釋出QE延後退場之訊息，激勵外資買超

台股。

102年投信法人除8月因台股跌深，促使其

逢低承接，小幅買超8億元之外，其餘月份均

呈賣超，主要係因投資人大量贖回基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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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自營商在3月、6月、8月

及9月台股表現相對疲弱時出現賣超，其餘月

份均為買超，主要係因台股行情上揚所致。

集中市場主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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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或月底 )
日平均成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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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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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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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1.5 770 82.6 245,196 2,430 -767 85

7,850.0 780 7.9 218,629 163 -79 6

7,898.0 786 4.6 220,270 292 -46 48

7,918.6 766 7.3 221,286 -309 -101 -41

8,093.7 730 6.5 226,485 295 -77 41

8,254.8 828 7.9 231,193 583 -167 14

8,062.2 780 6.6 226,083 -1,175 -100 -117

8,107.9 817 8.3 227,279 824 -25 161

8,021.9 745 6.9 225,669 -457 8 -69

8,173.9 754 6.6 230,371 1,210 -60 -25

8,450.1 794 7.3 238,836 746 -50 10

8,406.8 737 6.5 238,759 -212 -16 44

8,611.5 719 6.5 245,196 470 -5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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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交易所。

總指數 紡 纖 金 融 泥 窯 塑 化 食 品 營 建 機 電 鋼 鐵 航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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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櫃買市場概況

1.上櫃公司家數及市值均增加

102年底櫃買市場上櫃公司家數共計 658

家，較101年底增加20家；上櫃公司資本額達

6,619億元，較101年底略減0.8%；上櫃股票總

市值為2.32兆元，較101年底大幅增加33.8%。

2.股價大漲

如同集中市場，102年櫃買市場股價亦同

步呈現走揚局面。三大法人均為買超，股價指

數並於12月31日升抵102年 高之129.6點，

較101年底之103.3點大幅上漲25.4%。

102年櫃買市場外資、投信法人及自營商

分別買超269億、90億元及30億元；日平均成

交值為 164 億元，較 101 年之 118 億元增加

39.0%。

（三）股市重要措施

102年股市重要措施有：

1. 3月 1日，為使我國股市朝穩定成長方向邁

進，行政院核定「股市提振方案」共有四大

面向，包括 充實多元優質金融商品； 提

升股市動能，活絡交易市場； 擴大資本市

場版圖； 提高股市國際能見度，強化公司

治理等。

2. 4月 1日，為吸引投資人投入期貨市場，期

貨交易稅自 10萬分之4調降為10萬分之 2。

3. 6 月 2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新版證所稅法

案，包括取消 8,500點的課徵門檻、散戶免

徵、大戶出售10億元以上採設算所得課徵。

4. 7月 1日，集中市場普通交易集合競價撮合

循環秒數由現行 20秒調整至 15秒，收盤前

資訊之揭露頻率亦同步調整為 15 秒，以提

升交易效率及資訊揭露之及時性。

5. 9月 3日，金管會推動 3項活絡股市措施，

包括開放投資人先買後賣現股當日沖銷交

易、擴大平盤下可融（借）券賣出之標的、

暫行放寬證券自營商得以漲（跌）停板申報

買進（賣出）有價證券。

6. 9月 23日，實施 1,200家上市櫃公司准予平

盤以下放空措施。

櫃買市場各類股股價漲跌幅度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總指數 紡 纖 機 械 生 醫 航 運 電 子 營 建 觀 光 鋼 鐵 化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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