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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股票市場

本年集中市場加權股價指數較上年

上揚3 1 . 6 %，日平均成交值為1 , 1 0 1億元，

較上年微增；各類股表現差異很大，機

電類股暴漲8 4 . 4 %，營建類股重挫4 5 . 9 %。

本年店頭市場股價較上年漲升 2 5 . 0 %，日

平均成交值達7 1億元，較上年激增6 1 %；

電子類股一枝獨秀，漲幅高達 8 7 . 6 %，其

餘類股均呈下挫。

(一) 集中市場

1.上市公司的變動

本年底集中市場上市公司家數共計

4 6 2家，較上年底增加2 5家；上市公司資

本額達3 . 1兆元，較上年底成長1 2 . 9 %；上

市股票總市值達11 . 8兆元，較上年底擴增

4 0 . 5 %，電子類股市值高達6 . 4兆元，較上

年猛增 1 . 4倍，佔總市值的比重亦高達

54%。

2.股價概況

本年底加權股價指數以 8 , 4 4 8 . 8點收

盤，較上年底的6,418.4點上升31.6%。

本年初受到企業財務危機的打擊，

股市持續下挫，至二月五日加權指數跌

至谷底5 , 4 7 4點。春節過後，由於政府宣

佈六大利多措施，國際原物料行情翻揚

，以及半導體產業景氣回升，促使股市

自低點彈升，加權指數於六月二十二日

漲至8 , 6 0 8點的高峰。之後，因兩國論引

發兩岸關係緊張，致使股市由高峰大幅

滑落。至八月中旬，隨著摩根士丹利公

司宣佈將調高台股權值比重，帶動外資

大量買超，股市終於反彈回升。接著，

九二一大地震又對股市帶來沈重的打擊

，並使股市陷入大約三個月的盤整。所

幸，由於電子業獲利大幅成長，且八十

九年經濟展望樂觀，益以外資持續買超

，股市乃自十二月下旬起一路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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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類股股價變動來看，本年各類

股表現差異甚大，機電、塑化、紡纖及

鋼鐵等類股上揚，但營建、食品、造紙

、水泥窯製及金融保險等類股則呈現下

挫。本年機電類一枝獨秀，漲幅高達8 4 . 4 %

，主要係因紐約那斯達克指數勁升，外

資買超集中於電子股，半導體產業強勁

復甦，以及網路、通訊熱潮持續不衰。

塑化類指數上揚2 1 . 9 %，主要係因國際油

價回升帶動塑化原料售價調高，以及台

塑六輕計畫的投資效益顯現。紡纖類指

數亦呈上揚，主要係因紡纖原料行情回

升，以及遠紡因轉投資遠傳電信，使其

股價高漲。鋼鐵類亦因景氣自谷底回升

，鋼鐵售價調高，而使其股價走高。至

於其他傳統產業股及金融保險類股，則

受到年初企業財務危機，九二一大地震

及十一月初部分企業退票事件可能引發

地雷股效應等利空因素的重大打擊，且

產業成長展望保守，致其股價均告走低

，其中營建類股指數重挫4 5 . 9 %，食品類

股指數亦下跌26.6%。

本年集中市場平均股票本益比一月

底為2 4 . 5，八月底升至5 7 . 1的高點，十二

月底略降為4 7 . 7，遠高於上年十二月底的

26.1。

3.成交值變動

本年股票成交值隨著股市行情高低

而起伏，全年日平均成交值為 1 , 1 0 1億

元，略高於上年的 1 , 0 9 3億元。二月份由

於股市行情跌至谷底，投資人信心脆

弱，日平均成交值降至本年的最低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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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7億元。六月份因股市行情激揚，日平

均成交值迅速增至 1 , 7 0 4億元的高峰。之

後，受到兩岸關係緊張及九二一大地震

的衝擊，交投漸趨萎縮，十月份日平均

成交值降至8 5 6億元。十二月份由於預期

八十九年經濟前景樂觀，股市行情攀高

，日平均成交值再增至1,321億元。

由於本年上市股票總市值大幅成長

，但股票成交值並未明顯增加，以致本

年股票成交量週轉率由上年之 2 6 2 %降為

238%。

4.三大法人買賣超

本年外資買超創下空前最高的紀錄

，達3 , 3 3 2億元，投信法人賣超3 4 4億元，

自營商買超3 0 5億元。本年外資鉅額買超

主要係因： ( 1 )本年亞洲經濟持續復甦，

國際資金回流至亞洲各國； ( 2 )外資普遍

看好電子產業前景，台灣資訊電子業具

有國際競爭力，而成為外資加碼的重心

；( 3 )政府大幅放寬外資投資台股的限制

，單一外資及全體外資投資任一上市公

司的持股比率自四月一日起均提高至5 0 %

，單一外資投資股市的金額上限自十一

月二十日起由6億美元提高至1 2億美元；

( 4 )摩根士丹利宣佈調高台股權值比重。

投信法人賣超主要係因： ( 1 )年初因企業

財務危機及基金配息需要，使投信出現

賣超； ( 2 )六月份因年中結帳，投信出脫

高價電子股； ( 3 )受到七月間兩岸關係緊

張及九二一大地震的衝擊，投信遭受投

資人強大的贖回壓力； ( 4 )投信法人資金

轉到店頭市場，本年投信法人在店頭市

場買超11 7億元。自營商買超主要係因外

資持續不斷的買超及電子業獲利大幅改

善，使自營商看好股市前景。

(二) 店頭市場概況

1.上櫃公司的變動

本年底店頭市場上櫃公司家數共計

2 6 4家，較上年底激增8 8家；上櫃公司資

本額達5 , 1 4 8億元，較上年底成長3 4 . 6 %；

上櫃股票總市值達1 4 , 6 8 4億元，較上年底

大幅成長65%。

2.股價概況

本年底店頭市場股價指數以 2 0 7 . 2點

收盤，較上年底的1 6 5 . 8點漲升2 5 . 0 %，主

要係因電子類股大漲所致。本年電子類

股指數激升8 7 . 6 %，其餘類股均下跌，其

中以鋼鐵、營建及金融類股跌幅最大，

分別為- 3 7 . 6 %，- 3 6 . 5 %及- 3 4 . 8 %。電子類

股之所以大漲，主要係因紐約科技類股

價持續飆漲，全球網路、通訊熱潮延燒

，以及半導體產業景氣強勁復甦，軟體

、網路、通訊及半導體等電子股成為投

資人追逐的標的，市場資金大量集中於

這些類股。非電子類股由於受到年初企

業財務危機、七月兩岸關係緊張及九月

大地震的嚴重打擊，使股價下挫。

3.成交值變動

本年店頭市場交易量明顯放大，主

要係因科技類股市場前景十分看好，吸

引投資人搶進，投信法人亦大舉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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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十一月及十二月間，在網路、通

訊熱潮的推動下，交投明顯擴增，十一

月日平均成交值激增至 11 8億元，十二月

再增至1 4 6億元，全年日平均成交值高達

7 1億元，較上年的4 4億元劇增6 1 . 5 %，其

中電子類股成交比重由上年的 3 2 . 9 %激增

至6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