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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票市場

本（96）年底集中市場加權股價指數

較上年底上漲8.7%，多數類股均告上漲，

其中水泥窯製及塑膠化工類股表現最佳；

日平均成交值為 1,338 億元，較上年增加

38.8%。本年底店頭市場股價指數較上年

底下跌 5.7%，除紡織、機械及航運類股

外，其餘類股均告下跌；日平均成交值為

346億元，較上年激增67.1%。

（一）集中市場

1. 上市公司家數由減轉增

本年底集中市場上市公司家數共計698

家，較上年底增加10家，扭轉了過去二年

來減少的趨勢；上市公司資本額達 5.6 兆

元，較上年底微增1.4%；上市股票總市值

為21.5兆元，較上年底增加11.1%。

2. 股價呈現大幅震盪

本年1月至3月上旬，由於力霸集團爆

發財務危機，以及中國股市暴跌引發全球

股災，外資大幅賣超台股，致使台股回檔

整理，指數於3月5日跌至7,345點。3月中

旬至 7 月期間，隨著國際股市強勁反彈，

政府政策積極做多，外資及投信法人大幅

買超台股，散戶也踴躍進場，促使台股展

開一波強勁的上漲攻勢，指數於7月24日

攻抵9,744點，萬點行情近在咫尺。7月下

旬至 8 月中旬，由於美國次級房貸風暴擴

散，全球股市再度出現重挫，外資也大幅

拋售台股求現，致使台股急遽下滑，指數

於8月17日跌至8,090點，短短一個月內指

數大約重挫了1,700點。8月下旬至10月底

期間，由於美國 Fed 兩度調降利率，次級

房貸風暴的衝擊減輕，激勵全球股市強勁

上揚，外資也恢復買超，促使台股一路攀

集 中 市 場 股 價 指 數 與 成 交 值 變 動 趨 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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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指數於10月29日漲至9,810點之本年最

高點。11 月間美國次級房貸風暴再度發

威，金融業遭受嚴重的打擊，市場對美國

經濟衰退之疑慮加深，全球股市再度重

挫，外資也大幅拋售台股，致使台股再度

急挫，指數於11月28日跌至8,276點。12月

間受到美國 Fed 降息幅度不如預期及國內

政治不確定性升高之干擾，台股波動明顯

加劇，指數一度於12月18日跌至7,807點；

之後隨著國際股市回穩，以及國內政治不

確定性消退，激勵台股迅速反彈回升，年

底指數收於8,506.3點，較上年底之7,823.7

點上漲8.7%。

從各類股股價變動來看，本年多數類

股均呈上漲局面，僅營建及金融保險股出

現下挫。營建股下跌 16.2%，主要係因國

內房市景氣反轉下滑，以及受到美國次級

房貸風暴的衝擊。金融保險股下降11.5%，

主要係受到力霸集團事件、債務清理條例

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及美國次級房貸風暴的

打擊。食品、紡纖及泥窯等類股漲幅可

觀，主要受惠於中國股市表現強勁，中國

內需市場前景看好，以及大陸轉投資事業

獲利大幅增加。塑化股勁升 39.4%，主要

係因石化原料價格居高不下，相關塑化大

廠獲利良好，吸引長線投資人大幅加碼。

鋼鐵及航運股表現也不弱，主要係因國際

鋼價及運價持續調漲，國內相關企業獲利

十分亮麗。機電股上漲6.1%，主要係因面

板、筆記型電腦、手機等主要電子產業景

氣回升，相關電子大廠獲利不錯。

由於本年上半年國際股市頻創新高，

台股漲幅相對落後，激勵投資人看好台股

後市，加以投信法人自 6 月起積極配合政

策，大力募集國內股票型基金投資國內股

市，投資人亦踴躍申購基金，使得本年股

票型基金規模明顯成長，由上年底之2,965

億元增為本年底之4,812億元。

集中市場主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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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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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交值大幅擴增

由於本年股市續呈多頭走勢，激勵國

內散戶踴躍進場，交投熱絡，本年日平均

成交值為1,338億元，較上年之964億元大

增38.8%。本年僅有2月及5月兩個月，因

分別受到農曆春節長假及 520 總統就職週

年談話內容不確定因素之影響，投資人傾

向保守觀望，交投較淡，致使日平均成交

值未達千億元水準；其餘月份日平均成交

值均超過千億元。在6月至10月期間，由

於台股行情一路攀升，激勵國內散戶踴躍

進場，交投十分活絡，此期間各月份日平

均成交值均超過1,300億元。尤其在7月，

隨著股市攻抵萬點附近，交投相當熱絡，

日平均成交值突破2千億元大關。

由於本年股市多頭氣盛，散戶踴躍進

場，交投活絡，致使本年股票成交值週轉

率 繼 續 上 升，由 上 年 之 142.2% 升 為

153.3%。

4. 三大法人均呈買超

本年外資買超僅有 741 億元，較上年

大幅減少；投信法人則由上年賣超轉為買

超1,554億元，自營商買超也增加至158億

元。

本年1月及2月外資出現小幅買超，主

要係因國際股市陷入高檔震盪局面，使得

外資態度較保守。3月外資出現鉅額賣超，

主要係因 3 月初全球股市重挫，以及荷蘭

飛利浦大量出脫台積電持股。4月至6月因

國際股市強勁反彈，摩根士丹利（MSCI）

於 5 月底調高台股權重，以及電子業景氣

回升，激勵外資連續三個月買超台股，其

中6月買超金額高達1,852億元。7月、8月

及11月外資出現賣超，主要係因美國次級

房貸風暴引發國際股市重挫，外資機構面

96 年與 95 年集中市場各類股股價指數漲跌幅度（年底對年底）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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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投資人贖回基金的壓力，使其大量拋股

變現，其中8月賣超金額達1,714億元。9月

與10月外資出現買超，主要係因美國 Fed

兩度降息，帶動美國股市強勁回升，激勵

外資順勢加碼。12月外資再度出現買超，

係因台股跌幅已深，股價已明顯低估，促

使外資逢低加碼。

本年投信法人積極做多台股，特別是

在5月至10月期間，由於政府鼓勵投信法

人多募集國內股票基金，加以6、7月間台

股走勢強勁，國內掀起一波台股基金搶購

熱潮，促使投信法人手中資金大增，而有

能力大幅加碼台股，以致本年投信法人出

現鉅額買超。

自營商因較傾向短線操作，且因認購

權證避險需要，通常隨著股市行情上升或

下挫而出現買超或賣超。因此，在本年 2

月、5月、7月、9月及10月，因股市行情

走高，而使自營商出現買超；不過在 6 月

即使股市行情上揚，但因股價漲幅已高，

自營商逢高減碼，使其出現賣超。在1月、

3月、4月、8月及11月，因股市行情走軟，

而使自營商出現賣超。12月股市表現雖欠

佳，但因11月股市重挫之後，股價跌幅已

深，促使自營商逢低承接，因而出現買

超。

（二）店頭市場概況

1. 上櫃公司家數持續成長

本年底店頭市場上櫃公司家數共計547

家，較上年底增加16家；上櫃公司資本額

達7,148億元，較上年底減少1.6%；上櫃股

票總市值為1.9兆元，約與上年底相近。

2. 股價先堅後軟

本年 1 月受到力霸集團事件的影響，

股價指數走低。2月及3月期間，由於國際

店頭市場股價指數與成交值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1.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2.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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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表現強勁，股價指數回升。4 月由於

國際股市震盪加劇，國內投信及自營商出

現賣超，股價指數回跌。5月至7月期間，

由於政府政策積極做多，國際股市走強，

激勵外資及投信法人大幅買超，促使股價

指數大幅上揚，指數於7月25日漲至233.3

點之本年最高點。自 8 月以來，受到美國

次級房貸風暴的衝擊，國際股市多次出現

重挫，外資及投信法人不斷賣超，促使股

價指數自高檔持續下滑，至12月21日指數

跌至137.9點之本年最低點，年底收於154.5

點，較上年底的163.9點下挫5.7%。

本年店頭市場外資及投信法人均出現

買超，金額分別為71億元及125億元，但

自營商則出現賣超37億元。

3. 成交值激增

本年店頭市場日平均成交值為 346 億

元，較上年之207億元劇增67.1%。本年1

月由於股市前景看好，市場交投活絡，日

平均成交值達353億元。2月受到農曆春節

長假影響，投資人進出較保守，交投減

退。3月股市行情攀升，交投轉熱。4月及

5月分別受到上櫃公司公布95年財報及520

總統就職週年談話內容不確定因素之影

響，市場觀望氣氛濃厚，交投減退，5 月

日平均成交值降至279億元。6月及7月在

政府積極做多以及外資與投信法人大幅買

超的激勵下，股市行情大幅上揚，交投熱

絡，7月日平均成交值增至 677億元。8月

至12月期間，在外資及投信法人紛紛賣超

的打擊下，股市行情逐步下滑，交投跟著

逐月減退，12月日平均成交值降至 176億

元。

（三）股市重要措施

96 年與 95 年店頭市場各類股股價指數漲跌幅度(年底對年底)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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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市重要措施方面，本年主要措施

有：

1. 6 月 15 日，金管會調整有價證券買賣融

資融券之額度，將每一客戶最高融資限

額由新台幣 3,000 萬元提高為 6,000 萬

元，最高融券限額由 2,000 萬元提高為

4,000 萬元。

2. 7 月 2 日，台灣證券交易所自本日起將上

市公司產業類別改為 29 類，除新增「油

電燃氣業」、「綜合企業」及區分「化

學工業」、「生技醫療業」外，並將電

子工業細分為八大類。

3. 9 月 11 日，金管會修正有關發放員工股

票紅利之計算基礎，上市櫃公司應以上

一會計年度最後交易日收盤價並考量除

權除息之影響，非上市櫃之公開發行公

司應以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

告淨值為計算基礎。

4. 11 月 9 日，金管會修正「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簡化發行人

申報對外募資案，由現行三十個營業

日，縮短為二十個營業日。上市櫃減資

案，申報生效期間由現行三十個營業

日，縮短為十二個營業日。上櫃（市）

轉上市（櫃）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申

報生效期間由現行十二個營業日，縮短

為七個營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