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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票市場

106年初以來，由於國內外景氣復甦、美

股迭創新高、外資買超台股、做多權值股，推

升台股由開年最低點一路震盪走升，於5月站

上萬點。之後，因本國自然人亦積極參與台股

交易，使股價持續走高至11月23日之年內最高

點，創28年來新高。嗣隨國際股市走跌、部分

資金獲利了結、外資賣超等因素影響下，台股

回檔下修。年底集中市場加權股價指數較105

年底上漲15.0%，除橡膠及生技醫療類股下跌

外，其餘類股均上漲。其中，造紙類股因國際

紙漿價格飆漲，相關廠商業績及獲利表現亮

眼，股價上漲61.0%居冠，玻璃陶瓷類股上漲

55.4%次之。106年集中市場之日平均成交值為

975億元，較105年大幅擴增41.9%，主因現股

當沖交易稅率減半政策，激勵現股當沖占集中

市場總成交金額比重由105年底之8.9%提高至

106年底之26.3%所致。

106年底櫃買市場股價指數較105年底上漲

18.6%，多數類股上漲，其中，化學工業類股

在電動車題材帶動下，相關材料廠如康普、美

琪瑪獲利表現佳，漲幅50.2%居冠；電子類股

則因上櫃半導體公司受法人青睞，股價漲逾6

成，拉抬類股上漲32.4%居次。106年櫃買市場

股票之日平均成交值為312億元，較105年大幅

增加50.7%，亦是調降當沖稅率所致，現股當

沖占櫃買市場總成交金額比重大幅提高至106

年底之37.7%。

（一）集中市場

1.上市公司家數及市值均增加

106年底集中市場上市公司家數共計 907

家，較105年底增加15家。上市公司資本額達

7.1兆元，較105年底增加1.6%。上市股票總市

值為31.8兆元，較105年底增加16.8%。106年

並無新的台灣存託憑證（TDR）上市，但有2

檔下市，截至106年底，集中市場台灣存託憑

證發行降為17檔。

2.股價指數走升，創 28年來新高

106年初以來，隨美股迭創歷史新高、原

物料價格續漲，以及外資持續買超，台股大盤

指數走揚，至3月21日為9,972點。之後，由於

北韓及敘利亞地緣政治風險升高，歐美股市下

挫，台股大盤指數亦走跌至 4月 20日之 9,633

點。嗣隨國際主要股市頻創新高及國內上市公

司財報亮眼，外資積極匯入，做多權值股，推

升台股大盤指數緩步走揚，於5月站上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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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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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股站穩萬點後，指數仍維持震盪走升之

勢，雖曾因朝鮮半島緊繃情勢急速增溫，全球

股市重挫，外資賣超台股，致指數拉回至8月

14日之10,225點，以及因iPhone X銷售時間延

後，外資拋售蘋果供應鏈相關個股，致指數跌

至 9月 26日之 10,257點。在主要國家股市續

揚、國內經濟穩步成長、上市公司營收獲利表

現優異等利多因素支撐下，台股仍於11月23日

來到年內最高之10,855點，亦創28年來新高。

之後，由於國際股市走跌、部分資金獲利

了結、外資賣超，台股回檔下修，至年底股價

指數為 10,643點，較 105年底之 9,254點上漲

15.0%。

從各類股股價變動來看，106年除生技醫

療及橡膠類股下跌外，其餘類股均上漲。其

中，造紙類股因國際紙漿價格飆漲，相關廠商

業績及獲利表現亮眼，股價大漲61.0%居冠；

其次，在工業用玻纖布及大陸營建對玻璃之需

求增加下，相關大廠如台玻營運好轉，帶動玻

璃陶瓷類股上漲55.4%；電器電纜類股受惠於

集中市場主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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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8.1 828 77.6 245,036 462 -351 -566

9,253.5 687 64.6 272,479 3,202 -199 -866

10,642.9 975 78.4 318,319 1,552 -335 114

9,448.0 646 3.7 278,909 460 30 -48

9,750.5 985 6.2 288,426 493 -21 62

9,811.5 857 6.8 290,575 704 -34 -39

9,872.0 842 5.2 292,461 321 -53 13

10,040.7 841 5.7 297,678 498 10 85

10,395.1 875 6.5 308,412 187 -83 170

10,427.3 897 6.1 309,514 -52 -86 30

10,585.8 1,051 7.7 314,735 -64 -14 -77

10,383.9 1,143 8.1 309,425 -620 -55 -89

10,793.8 1,135 6.7 321,860 441 17 109

10,560.4 1,240 8.7 315,553 -475 -44 40

10,642.9 1,088 7.2 318,319 -340 -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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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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鎳等金屬價格揚升，產品售價提高，廠商營

收及獲利大幅成長，股價上漲33.7%。下跌類

股中，生技醫療類股在美國川普總統政策打壓

藥價拖累下，股價跌幅8.9%最大。

3.成交值增加

106年股票日平均成交值為 975億元，較

105年之687億元大幅擴增41.9%，主要係受現

股當沖交易稅率減半政策激勵，以及大戶、中

實戶回流參與交易，促使台股成交動能明顯增

溫。

此外，隨著106年交投熱絡，106年股票成

交值週轉率亦提高，由 105 年之 64.6%升為

78.4%。

4.外資買超

106年外資買超1,552億元，較105年買超

3,202億元減少；投信法人及自營商則分別賣

超335億元及買超114億元。

106年上半年外資積極匯入，連續6個月買

超台股，推升台股站穩萬點。下半年以來，受

美國升息及縮表、朝鮮半島情勢緊張、蘋果

iPhone X銷售不如預期、部分資金獲利了結等

因素影響，外資除10月以外，其餘月份均賣超

台股。

投信法人方面，除106年1月、5月及10月

出現買超外，其餘月份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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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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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2月、4月至7月、10月及

11月因台股走高，自營商出現買超；其餘月份

則因自營商避險操作或調節持股部位，出現賣

超。

（二）櫃買市場概況

1.上櫃公司家數及市值均增加

106年底櫃買市場上櫃公司家數共計 744

家，較105年底增加12家。上櫃公司資本額達

7,224億元，較105年底增加1.0%。上櫃股票總

市值為3.32兆元，較105年底增加21.8%。

2.股價指數震盪走升

106年櫃買市場股價走勢與集中市場大致

同步。股價指數自年初以來呈現震盪走高之

勢，於11月29日升至151.3點之全年最高點。

106年底收盤指數為 148.5點，較 105年底之

125.2點上漲18.6%。

106年櫃買市場外資買超327億元，投信法

人及自營商分別賣超4億元及65億元。股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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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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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成交值為312億元，較105年之207億元大

幅增加50.7%。

（三）股市重要措施

106年股市重要措施有：

1月1日，自即日起免徵債券 ETF、公司

債、金融債等金融商品之證交稅至115年。

1月9日，中央銀行開放證券業得辦理新臺

幣即期外匯交易及外匯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

1月16日，開放台股ETF可採現金申購贖

回機制，以及券商可開辦定期定額買台股個股

或ETF之業務。

4 月 11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證交稅條

例》修正案，將當沖交易稅率由千分之3減半

降為千分之1.5，實施（4月28日起）一年後，

再視證券市場成交量狀況，評估是否延長。

5月15日，期交所自即日起實施盤後交易

制度，於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接續盤後交易

至次日凌晨5時。

8月3日，開放投信業可轉投資子公司，以

設立私募股權基金（PE Fund），引導國內機

構投資人如退休基金、壽險及銀行等成為基金

合夥人，共同投資國內如電廠、機場等基礎工

程等實體產業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