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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票市場

103年初以來，在全球景氣回溫、企業獲

利增加，以及外資買超等因素帶動下，台股指

數漸次走升；下半年之後，由於國際地緣政治

風險升高、以及國內接連發生空難、氣爆、食

安問題等事件，致股價呈現來回震盪走勢。年

底集中市場加權股價指數較 102 年底上漲

8.1%，惟除了機電、航運、貿易百貨及金融等

4類股上漲外，其餘類股均下跌，其中塑化類

股因國際油價下跌表現最差。103年集中市場

之日平均成交值為 883 億元，較 102 年增加

14.7%。

103年底櫃買市場股價指數較102年底上漲

8.3%。各類股漲跌參半，其中以鋼鐵類股因獲

利大增，致漲幅最高，達31.2%，而紡織類股

跌幅為13.4%最大。103年櫃買市場股票之日平

均成交值為 256 億元，較 102 年大幅增加

56.1%。

（一）集中市場

1. 上市公司家數及市值均增加

103 年底集中市場上市公司家數共計 854

家，較102年底增加16家。上市公司資本額達

6.8兆元，較102年底增加2.6%；上市股票總市

值為 26.9 兆元，亦較 102 年底增加 9.7%。此

外，103年並無新的台灣存託憑證（TDR）上

市，但有 2檔下市，截至 103年底，集中市場

台灣存託憑證發行降為26檔。

2. 股價指數上半年走高，下半年來回震盪

103 年 1 月仍大致延續 102 年底之多頭漲

勢，惟受到春節期間國際股市重挫影響，台股

於節後交易首日2月5日跌至8,264點；嗣後在

全球景氣回溫、企業獲利增加，以及外資持續

買超等因素帶動下，台股指數漸次走揚至7月

15日之全年最高點9,569點。

爾後，隨國際地緣政治風險升高、以及澎

湖空難、高雄氣爆等事件接連發生，致台股下

挫，至8月8日為9,086點；之後由於主計總處

調升經濟成長率、上市櫃公司財報表現優異，

致使台股指數再次走揚，至 9 月 1 日為 9,513

點。

9月以降，受到國內黑心油食安風暴、伊

波拉疫情擴散、外資撤離新興市場股市衝擊影

響，指數走跌至10月17日之8,513點；之後，

在美國景氣復甦、國內各項經濟指標表現佳、

及政府放寬股市限制等因素影響下，台股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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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中華民國證券櫃台

買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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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升至 12 月 31 日之 9,307 點，較 102 年底之

8,612點上漲8.1%。

從各類股股價變動來看，103年除機電、

航運、貿易百貨及金融等4類股上漲外，其餘

類股均下跌。其中，機電類股漲幅 17.6%最

高，主因手機大賣，IC類股受惠，記憶體與晶

片組需求旺，相關廠商獲利佳；其次，航運類

股則受惠於國際油價下跌，油料成本降低，亦

上漲 14.3%；惟塑化類股卻受油價大跌之拖

累，下跌12.8%最多。

3. 成交值擴增

103 年股票日平均成交值為 883 億元，較

102年之770億元增加14.7%，主要係因國內經

濟穩健成長，以及政府推動諸多活絡股市措

施，提高投資人交易意願，成交值因而擴增。

此外，隨著103年交投轉趨熱絡，亦使103

年股票成交值週轉率上升，由 102年之 82.6%

升為84.6%。

4. 外資大量買超

103年外資買超3,546億元；投信法人及自

營商則分別賣超381億元及4億元。

103年2月、9月、10月及12月因國際股市

出現跌勢，以及年底耶誕長假前，外資順勢獲

利了結，撤離亞洲新興市場股市等因素影響，

致外資賣超台股。其餘月份則由於歐美股市上

漲、經濟情勢樂觀，以及國內上市公司盈餘持

續成長，激勵外資連續第3年大量買超台股。

集中市場主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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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或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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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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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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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7.3 883 84.6 268,915 3,546 -381 -4

8,462.6 976 7.3 241,378 232 -47 -19

8,639.6 892 6.2 245,679 -162 -58 40

8,849.3 936 7.8 251,875 721 -91 24

8,791.4 922 7.7 250,907 897 -103 -16

9,075.9 882 7.1 259,399 337 -27 51

9,393.1 985 7.3 268,527 816 -78 43

9,315.9 1,115 9.2 266,621 310 -24 38

9,436.3 878 6.8 270,522 467 61 -12

8,966.9 756 6.2 257,901 -590 9 -197

8,974.8 790 6.7 258,374 -11 35 -63

9,187.2 730 5.5 264,468 958 17 69

9,307.3 758 6.8 268,915 -427 -7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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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

總指數 機電 航運 貿易
百貨

汽車金融 鋼鐵 紡纖食品 泥窯 營建 塑化

50

40

30

20

10

-20

-10

0

% 年底103 年底102

-0.3 -0.4 -1.8 -2.8 -4.6 -5.4 -6.7
-12.8

8.1
2.8 2.8 1.9

31.2

14.3
17.5

10.5

48.2

10.2

25.2

11.8 14.6

7.6

17.6
13.7



75

參、金 融 篇

103年1至7月因台股指數處於高檔，致投

信法人逢高減碼，接連賣超；8至11月因台股

回檔，促使投信法人逢低承接，連續買超；12

月則為了因應投資人贖回壓力及年底作帳需

要，再度轉呈賣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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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自營商在 1 月、4 月、8

月、9 月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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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櫃買市場概況

1. 上櫃公司家數及市值均增加

103 年底櫃買市場上櫃公司家數共計 685

家，較102年底增加27家。上櫃公司資本額達

6,796億元，較102年底增加2.7%；上櫃股票總

市值為2.68兆元，亦較102年底增加15.5%。

2. 股價指數先揚後抑

103年櫃買市場股價走勢與集中市場大致

同步，惟波動較大。股價指數自年初以來一路

走高，於7月1日升至154.1點之全年最高點。

下半年以後，受國際地緣政治風險提高、伊波

拉疫情擴散及國內食安問題爆發等利空衝擊，

指數於10月27日跌至122.7點。之後，隨國際

股市走揚，指數於12月31日升至140.4點，較

102年底之129.6點上漲8.3%。

103年櫃買市場外資買超431億元，投信法

人及自營商則分別賣超 44億元及 10億元。股

票日平均成交值為256億元，較102年之164億

元大幅增加56.1%。

（三）股市重要措施

103年股市重要措施有：

1月 6 日，開放股市先買後賣現股當沖交

易。

6月30日，開放臺灣50、中型100及富櫃

50指數成分股，共200檔個股先買後賣及先賣

後買雙向當沖交易。

8月25日，「台灣高薪100指數」正式掛

牌上市。

10 月 7 日，金管會宣布活絡台股的新四

箭，包括開放資券互抵不計入融資融券餘額；

提高上櫃融資上限到6成；提高單戶、單股融

資融券限額及券商因業務避險所從事之融券限

額；第4季將加辦優質企業業績說明會等四大

措施。

11月18日，金管會宣布開放5項措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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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 鐵 航 運 化 工 電 子 機 械 營 建 觀 光 生 醫 紡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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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取消證券商國際業務分公司（OSU）及銀

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銷售台股基金不

得超過其淨資產之30%之限制； OSU對境外

非居住民銷售的外幣衍生性金融商品，開放可

連結國內上市櫃個股、股價指數或指數型基

金； 證券借貸業務之擔保品放寬為所有可融

資券交易有價證券及中央政府公債； 延長借

券期限，得視客戶信用狀況再延半年，即最長

可達1年半； 每一客戶買賣有價證券最高融

資限額由6,000萬元調整為8,000萬元。

12月26日，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所得稅法

部分條文，大戶條款延後3年實施，107年起當

年度出售股票金額新台幣10億元以上部分，課

徵千分之1證券交易所得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