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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動態  

 

一、發行面  

1. 發行市場  

2021 年 6 月底上市公司總計 953 家，國內公司 875 家、

外國公司 78 家，較去年底增加 5 家，分別為 10 家新上市、

5 家終止上市（其中晶電、隆達合併轉投控）；本（ 6）月份

無新上市公司，無終止上市公司。6 月底上市公司總資本額

為 7 兆 2,673 億元。  

  籌資方面， 6 月份上市公司初次公開承銷（ IPO）及現

金增資（SPO，含海外存託憑證）共籌資 0 億元，累計本年

度共籌資 343.12 億元，其中 IPO 為 90.60 億元、SPO 為 252.52

億元。  

6 月底上市公司總市值 54.31 兆元，較上月底增加 2.16

兆元，較去年底增加 9.41 兆元。  

 

6 月底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前 10 名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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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以發行市值計算。 

2. 上市公司營收概況  

6 月份全體上市公司營收總計 3.12 兆元，較去年同期成

長 14.76％，累計 1 至 6 月營收為 17.85 兆元，較去年同期

成長 21.62％。  

二、交易面  

1. 股價指數 

6 月份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簡稱 TAIEX）

共計上漲 687.03 點，以 17,755.46 點作收，漲幅為 4.03％。

TAIEX 最高點為 30 日的 17,755.46 點，最低點為 9 日的

註：寶島指數於 2014 年 5 月 5 日正式發表，由證交所與櫃買中心共同開發，指數

編製係以 2013 年底兩大市場總市值為基值，並以 10,000 點為基期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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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66.22 點。  

6 月份寶島股價指數（簡稱寶島指數）共計上漲 814.07

點，以 20,199.30 點作收，漲幅為 4.20％。寶島指數最高點

為 30 日的 20,199.30 點，最低點為 9 日的 19,292.41 點。  

2. 成交值 

  6 月份交易天數共計有 21 日，上市有價證券總成交值

達 10 兆 1,137 億元，相較上月減少 8.15％。6 月份日平均

成交值 4,816 億元，較上月日平均成交值 5,244 億元，減少

8.15％。累計 1 至 6 月上市有價證券總成交值 48 兆 6,438

億元，日平均成交值 4,193 億元。  

  6 月份暨累計 1 至 6 月成交值最大十種上市股票，及占

股票成交值比重如下表所示。  

前十大上市股票成交值概況  

位
序 

2021 年 6 月 2021 年 1～6 月 

股票
代號 

股票 
名稱 

成交值
(億元) 

占比
(%) 

股票代
號 

股票 
名稱 

成交值 
(億元) 

占比
(%) 

1 2603   長榮 10,213 10.35 2330   台積電 34,365 7.33 

2 2609   陽明 9,370 9.49 2603   長榮 32,243 6.88 

3 2615   萬海 5,048 5.11 2609   陽明 23,742 5.06 

4 2330   台積電 3,316 3.36 2303   聯電 13,881 2.96 

5 3545   敦泰 2,157 2.18 2454   聯發科 11,272 2.40 

6 2637   慧洋-KY          1,917 1.94 3481   群創 10,580 2.26 

7 3481   群創 1,844 1.87 2317   鴻海 10,015 2.14 

8 2002   中鋼 1,806 1.83 2615   萬海 8,733 1.86 

9 2303   聯電 1,637 1.66 2409   友達 8,043 1.72 

10 2014   中鴻 1,602 1.62 2002   中鋼 7,555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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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監理  

為維持市場秩序，證交所持續進行市場監視作業， 6 月

份採取相關措施情形如下表（監理資訊）。  

四、證券商及投資人  

截至 6 月底證券經紀商總、分公司家數分別為 67 家與

805 家，總公司家數較上月維持不變，分公司家數較上月維

持不變，共計 872 個經紀服務據點。  

6 月底集中市場投資人累計開戶數計 2,138 萬戶，6 月份

當月有交易人數，由上月的 354 萬人，減少至 6 月的 308 萬

人，減少 12.98％。  

6 月份投資人類別交易比重中，集中市場的本國自然人

由上月的 67.25％，增加至本月的 73.71％，及外國法人由上

月的 24.84％，減少至本月的 19.21％，較為顯著。  

 

監理資訊  

項目名稱  

2021 年 

6 月 

2021 年 

5 月 

較上月 

增減百分

比 

累計

至當

月底 

上年

同期

(累計) 

較上年同

期(累計)增

減百分比 

一、上市注意股票              

(一 )股票檔數  143 224 -36.16% 489 357 36.97% 

(二 )股票次數  491 644 -23.76% 2,555 1,906 34.05% 

二、上市處置股票             

(一 )股票檔數  56 64 -12.50% 120 92 30.43% 

(二 )股票次數  62 69 -10.14% 169 195 -13.33% 

三、上市公司違反重

大訊息或資訊申

報規定罰款家次  

0 4 -100.00% 28 2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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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股市比較  

  2021 年 5 月份，我國證券集中市場與世界交易所聯合會

（WFE）會員之相關比較如下表。（註：WFE 共計有 68 個會

員）  

與國際股市比較項目 
2021 年 5 月 2021 年 4 月 

排名 占比 排名 占比 

集中市場 

市值 15 1.73% 16 1.70% 

成交值(累計) 8 2.37% 8 2.04% 

週轉率(累計) 6  7  

註：本文提及之變動百分比係依據原始數據計算得之。  

 



 

 

 

 

國際證券市場 

法規暨發展動態 
 

 

 

 

 

 

 

 

 

 

臺灣證券交易所 

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1 

目    錄 

 

美洲地區 ....................................................... 2 

一、納斯達克與 Fortum聯手開發除碳市場 .......................... 2 

二、全球股票型基金面臨 6週以來最大的資金外流 ................... 3 

三、花旗分析師預期 ETF將吃下 21兆美元的共同基金 ................ 3 

歐洲地區 ....................................................... 4 

四、英國計畫修改規範吸引歐盟類股交易回流 ....................... 4 

五、歐美交易所積極拓展數據業務 ................................. 6 

六、泛歐交易所：美國迷因股狂熱蔓延，歐洲散戶投資人數量倍增 ..... 7 

亞洲地區 ....................................................... 8 

七、南韓金融監理機關召集加密通貨交易所開會 ..................... 8 

八、韓國交易所的海外 ETFs促進外國證券交易活絡 .................. 9 

九、新加坡海外上市公司考慮返鄉上市 ............................ 10 

十、泰國證券交易所提供投資人取得 MSCI永續性資訊之管道 ......... 11 



 2 

 

美洲地區 

 

一、納斯達克與 Fortum 聯手開發除碳市場 

金融服務公司納斯達克（NDAQ.O）和芬蘭國有公用事業 Fortum

（FORTUM.HE）6月 1日表示，雙方已聯手開發除碳信用交易平台。 

隨著應對氣候變遷的緊迫性，和產業面臨透過購買如植樹或碳封存等

碳減排計畫以減少或抵消其碳排放量之壓力，各種形式的碳交易已受到關

注。 

在 Fortum的支持下，Puro.earth於 2019年成立，提供可驗證和可

交易的除碳信用於對外開放的線上平台，現有企業客戶包括微軟

（MSFT.O）。Puro.earth的「二氧化碳去除證書」（CO2 Removal 

Certificates）係基於長期除碳的技術，例如將碳儲存在工業廢棄物製成

的固體結構中。這使公司能夠減少碳足跡，在某些情況下碳足跡甚至低於

零。 

納斯達克正在收購 Puro.earth平台的多數股權，惟金額未公開。納

斯達克執行副總裁兼歐洲市場總裁 Bjoern Sibbern表示，與 Puro.earth

的合作將為納斯達克的全球企業客戶提供一個獨特的除碳市場，並使

Puro.earth能夠透過納斯達克網絡和技術擴展其平台。Puro.earth執行

長 Antti Vihavainen表示，Puro.earth試著幫助其客戶實現雄心勃勃的

減碳目標。 

碳抵換信用交易是以小額、雙邊和針對特定項目的專案進行交易，但

各交易所正日益在探索標準化交易的機會。抵換屬於自願性措施，不同於

作為政策工具而設立的強制性排放交易系統，強制性排放交易系統是以透

過對二氧化碳排放定價來幫助減少排放，參與的公司必須購買並提供其全

部或部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證書。 

（高晟晉 摘譯整理 NASDAQ-OMX新聞，20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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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股票型基金面臨 6 週以來最大的資金外流 

全球股票型基金在截至 6月 9日的一週面臨 6週以來最大的資金外

流，投資人在美國通膨數據公布前保持警惕，擔心通膨率突然暴增可能會

引發美國聯準會（Fed）開始縮減其大規模刺激計畫。根據 Refinitiv 

Lipper數據顯示，全球股票型基金於該週淨流出 128億美元，規模為 4

月 28日當週以來最大。不過資金流出主要集中於美國股票型基金，呈現

175億美元淨流出，但歐洲及亞洲股票型基金則分別獲得 42億美元及 19

億美元的資金流入，僅南韓股票型基金因擔心南韓央行緊縮貨幣時間提前

而有 22億美元的外流。 

6月 10日公布的美國 5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達 5%，創下 13

年來最大漲幅，雖然市場認為該數據應為暫時性，尚不足以促使 Fed改變

其寬鬆的貨幣政策，不過仍看到資金有逐步調節趨勢，其中非必須消費品

和公共事業股票型基金分別外流 5.75億美元及 2.88億美元，科技業基金

亦面臨三週以來首次資金外流，而金融業基金則淨流入 15億美元，為連

續第二週流入。 

其他資產類別方面，全球債券型基金吸引 122億美元淨流入，貨幣市

場基金亦有 81億美元淨流入。大宗商品方面，貴金屬基金有 2.81億美元

淨流入，而能源基金則流出 2.5億美元。 

另外，對 23,721檔新興市場基金的分析顯示，股票型基金淨流出 2.07

億美元，而債券型基金則吸引 12億美元，為連續第二週流入。 

（吳逸萱 摘譯整理自 Reuters及其他新聞，Jun. 2021） 

 

三、花旗分析師預期 ETF 將吃下 21 兆美元的共同基金 

花旗分析師表示，21兆美元規模的美國共同基金產業，未來十年內

將由 ETF稱霸。受惠於超低費用和稅務優勢，投資者青睞 ETF產品，而這

種趨勢延續至 2021年。根據投資機構和彭博資訊的數據顯示，今年以來

ETF已吸引 3,870億美元資金流入，而同期共同基金僅有 870億美元。 

花旗也觀察到主動型策略發展推動了 ETF的轉變，例如 Cathie Wood 

的方舟投資（ARK Investment Management）產品。即使目前被動基金仍

占大多數，越來越多 ETF採用半透明策略，每季揭露一次持股，也有助加

速 ETF趨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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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集團分析師 Scott Chronert、Drew Pettit和 Mandy Chan在一

份報告中寫到，這是共同基金創新終結的開始，我們看到市場趨勢，是藉

由透明和非/半透明主動（NTA）ETF，將創新的股票策略帶入市場，而非

共同基金。 

目前共同基金所管理的資產規模仍大幅高於快速成長並管理 6.4兆

美元的 ETF，而美國退休制度及 401(k)退休福利計畫，大部分皆設計用來

整合共同基金。 

不過 ETF除了稅務優勢，還有其他幾項優點。ETF鮮少分配資本利得，

因此如果拜登政府提高資本利得稅，這項特點可能會變得更加重要。與此

同時，期待已久的 2019年底監管改革，也在過去一年迎來了數十家的首

次發行人。 

當然，這大膽的預言來自花旗 ETF集團，但隨著美國德州的資產管理

商 Dimensional Fund Advisors（DFA）宣布將四檔股票基金轉換為 ETF，

或許也更值得共同基金產業深思。花旗表示 DFA這次的轉換將比第一次大

得多，並為其他發行人提供各種基準。組合式基金（Fund complex）很快

就會有一個新的參考點，來評估自身的轉換和供應的產品。 

（張貝瑜 摘譯整理自 Bloomberg及相關報導，Jun. 2021） 

 

歐洲地區 

 

四、英國計畫修改規範吸引歐盟類股交易回流 

自今年英國脫歐後，因歐盟不認可英國的證券交易所規範與歐盟同等

嚴謹，使歐盟相關機構被禁止使用英國管道交易，導致歐盟類股交易快速

撤離倫敦轉往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城市，創造日交易額 80億歐元的成果。 

對此，英國財政部聲稱將刺激場外交易管道（即黑池交易），並考慮

放寬較低度監管私人渠道的最小股票變動單位，以吸引歐盟類股交易回

流。英國政府最快在七月初，將針對英國躉售金融市場進行全面意見徵詢。 

Redlap Consulting的創辦人 Rebecca Healey表示，英國當前政治

急於發現及展現脫歐對市場的好處，但人民並不希望英國與歐盟市場運行

兩套規範。此外，英國希望能修改泛歐洲使用的 MIFID II，為英國及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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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主管機關在金融服務方面提供彈性空間。 

對市場的期望，將英國市場參與者分為希望交易更自由者（主張歐盟

黑池交易限制不適合英國市場）及擔憂分歧的規範將增加營運與技術成本

者。英國長年自詡為對投資者有利的市場，為避免影響市場價格，允許資

產管理者於場外進行大宗交易；此舉長期與歐盟不一致。歐盟市場因擔憂

場外交易增長，自 2013年便限定在單一管道中可參與黑池交易的單一個

股市值。 

根據 Rosenblatt Securities 的數據顯示，今年二月，超過 16%的英

國藍籌股票為黑池交易，不僅創歷史紀錄，更是所有歐洲標竿指數中比例

最高者。 

此外，英國財政部也希望廢除歐盟的「股票交易義務」（share trading 

obligation）規範，該規範規定股票交易地點，並防止銀行利用內部交易

系統媒合自身客戶間的交易以節省費用。 

Rosenblatt Securities 的市場架構分析師 Anish Puaar表示，英國

可以打造對英國交易管道有利的市場環境，以增加其在歐盟類股交易的份

額。即使歐盟公司無法在此類渠道交易，但英國、美國及亞洲公司可以，

當大量歐盟類股交易回流英國時，歐盟的反應將耐人尋味。 

惟根據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2017年研究指出，當黑池交易占

超過英國交易值 15%時，將影響市場流動性。英國金融機構 BMLL的數據

亦顯示，在英國黑池交易的法國與德國藍籌股交易額，已從一月的 29%占

比上升到六月近 50%，顯示主管機關將面臨監管議題。占比上升，主要源

自今年三月 FCA將在倫敦投資歐盟類股的黑池交易門檻下降至 1.5萬歐

元，與歐盟的 65萬歐元門檻形成強烈對比。 

然而 BMLL的產品研發主管 Elliot Banks表示，英國交易所買賣價差

擴大才是導致交易轉至黑池進行的主因；此項發現，顯示經紀商仍對成本

與跨市場訂價高度敏感。 

倫敦某投行交易員表示，主要關鍵仍是英國是否值得投資者轉單。場

外交易所 Aquis Exchange的執行長 Alasdair Haynes亦表示，不能只是

為了將業務吸引回英國市場，應思考何種方式對英國市場最好。 

（聶之珩 整理自 Financial Times, Jun. 2021） 

 



 6 

五、歐美交易所積極拓展數據業務 

今（2021）年 1月，歐盟監管局批准倫敦證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LSE）以 270億歐元收購 Refinitiv，使其成功進入蓬勃成長

的金融數據市場，迎面與美國數據巨頭 Bloomberg競爭。 

倫敦證交所的業務重心，從過去三百年來最主要的股票交易業務，

轉向利潤更高的數據服務。如今倫敦證交所每日向全球提供數以億計的

數據，內容從金融、經濟、指數、企業活動等傳統金融分析所需數據，

到衛星圖像、社群媒體分析、甚至貨運進度追蹤等「另類數據」。 

購入 Refinitive無疑為倫敦證交所帶來新的成長機會：根據財務顧

問公司 Burton-Taylor International資料，數據市場在 2020年疫情期

間成長近 6%，規模已達 330億美元。 

但此前市場對此併購案並未如此樂觀。倫交所今年三月公布的評估

報告指出，集團為整合 Refinitiv數據業務將需耗費高達 10億英鎊成

本，遠超出市場預期，導致倫敦交易所股價於 3月 5日暴跌 14.4%，創下

20年來最大單日跌幅。 

數據公司 FactSet Research Systems高階主管表示，資料業務雖然

有利可圖，但產製高品質資料並不容易—資料如同煉油，必須提煉過才

有利用價值，其售價高低又與客戶認同度有很大關聯。更何況，目前數

據服務商一大考驗，尚在於將實體終端機銷售至客戶端。 

BNP Paribas分析師認為，即使是數據公司龍頭 Bloomberg、S&P及

FactSet，去年營收也僅成長不到 3%；因此，即使倫交所可扭轉局面，

其預期數據業務之成長率至多也只有個位數。 

但儘管如此，歐美巨型交易所對於數據業務仍躍躍欲試。一方面係

著眼於業務多角化經營，一方面，或可移轉當下金融市場對於交易所數

據產品定價過高的檢討壓力。紐約證交所母公司洲際交易所（ICE）去年

斥資 110億美元收購加州抵押貸款軟體業者 Ellie Mae；Nasdaq今年初甫

完成以 28億美元收購金融犯罪軟體公司 Verafin；德國交易所（Deutsche 

Borse）亦已收購投資人服務公司 ISS，以切入數據分析及環境、社會和

治理（ESG）相關資料業務。預期未來一段時間，各交易所皆需花費一番

心力進行業務整合，確保營運綜效有所提升。 

針對近期一連串數據公司併購案，資料管理軟體商 GoldenSource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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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前金融市場客戶普遍將數據視為溢價過高的日常用品，交易所如

欲提高數據定價，必須讓客戶感覺物有所值，除了加強資料內容的實用

性以外，也應協助客戶端降低資料處理成本。 

此外，疫情使得金融業者越來越重視市場數據與另類數據的整合應

用，也更偏好可於行動裝置遠端存取分析資料，目前常見的實體終端機

已漸不符實用。這些新興需求可能會吸引超大型科技公司跨足金融數據

市場，一旦此類不具金融背景、但實力堅強的科技巨頭加入競爭，才是

現有數據服務商最大考驗的開始。 

（林詠喬 整理自 FT.com及相關新聞，Jun. 2021） 

 

六、泛歐交易所：美國迷因股狂熱蔓延，歐洲散戶投資人數量倍

增 

根據泛歐交易所（Euronext）的數據顯示，歐洲散戶投資人數自去年

初以來已增加了一倍，係因疫情期間封城令及高儲蓄率引發非專業人士投

資股票大幅成長所致。 

惟與美國相較，這股趨勢在歐洲仍沒這麼流行。美國自去年夏天開

始，散戶投資人對股票市場的參與度飆升，至今年 1月份達到歷史新高峰。 

所稱迷因股，包括美國影片零售商 Gamestop以及 AMC娛樂控股等公

司，由於散戶投資人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投資策略，進而帶動了創紀錄的資

金流入該等股票。 

儘管歐洲有多家不同的證券交易所，使得該地區的交易更加分散。但

Euronext表示，散戶投資人占總交易比重從 2019年的 2%，至 2020年中，

已躍升至將近 7%，目前則穩定在 5%左右。 

相較之下，華爾街著名投資銀行 Jefferies的分析師 Daniel Fannon

今年 1月估計，散戶投資人於美國股票總成交量占比可高達 32%。 

Euronext的執行長 Stephane Boujnah也告訴路透社，過去 18 個月，

該交易所的散戶投資人已增加了一倍。 

分析師指出，繼去年收購義大利證券交易所之後，Euronext旗下設

於巴黎、阿姆斯特丹、里斯本及都柏林的交易所，控制著歐洲四分之一的

股票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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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jnah表示，由於歐洲的市場濫用監理規定較美國嚴格許多，令散

戶投資人難以集結力量以對抗某些基金的放空策略，然而這恰好是美國迷

因股現象的主要驅動因素。 

散戶投資人也紛紛湧向易於使用的股票交易平台，例如 etoro，該平

台 2021年第 1季即增加 310萬用戶，相較於 2020年，全年度新增用戶為

520萬。 

在美國，繼股票交易平台 Robinhood，以及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之個

人金融公司 Social Finance Inc.（或稱 SoFi）等新創業者之後，嘉信理

財集團（Schwab）及富達投資（Fidelity）等大型經紀商也紛紛調降交易

佣金，使此一趨勢加速增長。 

一家歐洲經紀商的市場結構分析師，由於未經授權與媒體接觸，爰以

匿名表示，Euronext在發掘散戶投資人的喜好方面表現出色，部分原因

是該交易所擁有專門的散戶交易程式，而當前大多數歐洲國家，散戶的交

易單係被傳送到地方交易所。依其觀點，這有點雜亂，並認為，歐洲散戶

交易已然成熟，是時候進行變革了。 

（邱錦妮 摘譯整理自 Reuters, 2021/6/11） 

 

亞洲地區 

 

七、南韓金融監理機關召集加密通貨交易所開會 

南韓政府繼 5月底宣布對加密通貨行業加強監管及監控措施後，該國

金融服務委員會（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FSC）於 6月 3日召

集了 20 家加密通貨交易所營運商開會。南韓 FSC表示，這次由其轄下的

韓國金融情報機構（KoFIU）召開會議，是希望針對營業申報要求程序，

向業者提供相關的訊息和諮詢。 

這是南韓 FSC為監管其國內加密通貨營運商而首次正式召集會議，邀

請 20家已經獲得政府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認證的交易所參加。 

ISMS認證是由南韓金融安全協會（Financial Security Institute）

和韓國網路與安全局（Korea Internet & Security Agency）所提供，公

司必須符合 100多項有關業務安全營運之嚴格要求，方能獲得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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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國會於 2020年 3月通過修訂「特定金融交易資訊報告與使用法

案」（Act on Reporting and Using Specified Financial Transaction 

Information），規定加密通貨交易所必須正式註冊其業務以獲得政府許

可。註冊須符合三個要求：獲得 ISMS認證、與本國銀行合作提供客戶實

名銀行帳戶、執行長和董事會成員無犯罪紀錄。該法案自 2021年 3月生

效，交易所必須滿足上述三條件，並在 9月 24日前向 KoFIU註冊，才能

繼續營運。 

KoFIU的官員表示，為使業者瞭解 9月期限之前須及時向政府完成營

業申報的程序，故召開此會議向上述 20家交易所提供相關資訊。他並表

示，本次會議雖僅涉及 20家已獲 ISMS認證的交易所，但未來將準備召集

尚未獲得認證的其他交易所來開會。 

約有 60家加密通貨交易所在南韓設立總部，其中僅 Upbit、Bithumb、

Korbit和 Coinone等 20家獲得 ISMS認證。目前也只有上述四大加密通

貨交易所已與新韓銀行（Shinhan）、農協銀行（Nonghyup）、純網路銀行

K-bank等合作，能夠滿足為其投資者提供實名銀行帳戶以利核實交易的

法律要求。 

由於銀行擔憂一旦為加密通貨交易所的客戶提供實名帳戶，可能須承

擔防範加密通貨詐欺及洗錢的相關責任，因此對於與加密通貨交易所的合

作大多持保守態度，使得中小型加密通貨交易所面臨生存危機。 

南韓加密通貨交易規模龐大，當地加密通貨交易所單日總交易金額曾

達 200億美元，相當於該國散戶股票交易金額的 3倍以上。 

有些專家認同南韓加密通貨交易需要更多監管，因為許多交易所缺乏

投資人保護機制，交易也不夠透明。該國負責虛擬資產管理及監督的 FSC

已成立五個工作小組，由旗下專責洗錢防制、打擊資恐及可疑交易的

KoFIU來領導。此外，南韓政府也預計自明年起，將針對超過 250萬韓圜

的加密通貨交易所得，課徵 20%的資本利得稅。 

（蔡佩伶 摘譯整理自 The Korea Times及相關新聞，Jun. 2021） 

 

八、韓國交易所的海外 ETFs 促進外國證券交易活絡 

韓國交易所（KRX）於 6月 23日表示，為了因應韓國投資人對直接投

資外國證券的興趣日益增加，KRX已經上市一系列追蹤外國證券的熱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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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股票型基金（ETFs）及指數投資證券（ETNs）。 

截至今年 5月底止，共有 257檔追蹤外國證券的 ETFs及 ETNs在 KRX

掛牌。本地投資人交易 ETFs及 ETNs皆免課徵證券交易稅，且手續費相對

低廉，投資人也不用換匯即能投資此類商品。 

一位 KRX官員提到，受惠於低成本與即時投資，追蹤海外資產的 ETFs

及 ETFs之市場規模持續壯大。KRX有關 ETF之網站 Naver Post提供實用

且詳細的資訊，請投資人多加利用。 

ETF係指在證券交易所交易的投資基金，持有追蹤指數的一籃子股

票，為散戶投資人和機構法人提供具流動性和避險功能之工具；ETN則是

金融機構發行的無擔保債務證券。 

（范高瑋 摘譯整理 The Korea Herald, 2021/6/23） 

 

九、新加坡海外上市公司考慮返鄉上市 

新加坡海外上市科技集團的返鄉或可為該國陷入困境的市場帶來新

的活力。 

近期中國科技公司紛紛返回香港上市，雖然此舉主要是來自於美國的

政治力壓力，但這些公司同樣藉由返港上市程序自中國投資人獲得資金挹

注。有鑒於此浪潮的影響，新加坡幾家最大型的海外上市公司在與新加坡

資本市場以及投資銀行界討論之後，正在考慮返回新加坡上市。外界相信

此舉將有助於提振新加坡交易所近年來的低迷。 

近年以來，新加坡交易所的股票交易業務受到了一系列導致下市、成

交量低迷以及會計醜聞的影響。儘管為了吸引科技公司掛牌，除與美國那

斯達克以及以色列台拉維夫交易所建立合作關係外，同時提議成為亞洲第

一個允許 SPAC（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特殊目的收購公

司，是一種讓私人企業能夠「借殼上市」的管道）的交易所。但根據英國

金融時報的數據指出，截至四月底，新加坡交易所市值約為 6900億美金，

相當於香港交易所市值的十分之一。 

一位在新加坡的美國投資銀行家表示，從歷史上來看，會選擇返回新

加坡當地上市的公司僅為一小部分，但近年來受到返港上市帶來的大量額

外流動性刺激，開始有了巨大的變化。新交所透露英國金融時報「隨著海

外公司返回新加坡上市帶來的市值，越來越多的公司對我們的第二上市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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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感到興趣。」然而，一位資深投資銀行家表示，以資本市場而言，僅僅

代表第二上市規模的增長，但是卻可能存在更重要的政治壓力。 

目前消息傳出，新加坡交易所已經與一系列受到矚目的海外掛牌企業

接洽，正在討論的公司包括 2017年在紐約上市的網路公司 SEA（蝦皮購

物的母公司）、叫車及外賣 App公司 Grab，以及在香港上市的電競週邊設

備公司 Razer。 

新交所與投資銀行高盛正在就雙重掛牌的可能性與市值達到 1450億

美金的 SEA（規模已大於多數的美國科技公司）進行接觸。而號稱東南亞

的 UBER－Grab，其背後的投資人包括新加坡國家主權基金淡馬錫，在完

成 400億美金的 SPAC模式於那斯達克掛牌後，亦考慮是否於新交所第二

上市。惟該公司表示，目前尚無第二上市的計畫。另一方面，有消息透露

Razer目前正與銀行討論在第二家交易所上市。 

由於與美國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以及中國科技和消費領域的增長，國

際投資者逐漸從中國轉向多元化，而東南亞地區成為主要受益者之一。花

旗東南亞投資銀行業務主管 David Biller表示，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

等國正受惠於來自中國與印度國際投資資金的轉進。美國銀行東南亞全球

企業和投資銀行業務負責人 Martin Siah表示，今年是東南亞投資銀行業

務的突破年，尤其是在泰國和菲律賓。 

根據 Dealogic的數據，今年投資銀行來自東協地區的案件收入接近

創紀錄的 1.75億美元，其中最大的幾個市場包含新加坡、印尼、泰國、

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地。 

 （蔡易展 摘譯整理自 Financial Times, Jun. 2021） 

 

十、泰國證券交易所提供投資人取得 MSCI 永續性資訊之管道 

泰國證券交易所（The Stock Exchange of Thailand, SET）與 MSCI

合作，提供泰國上市公司永續評等資訊給投資人。MSCI是為全球投資界

提供關鍵決策支援工具和服務的領先供應商。 

泰國證券交易所資深副總裁 Rinjai Chakornpipat表示，泰國證券交

易所致力於推動上市公司朝永續經營發展，及提升投資人對永續投資的意

識。為提供上市公司永續評等資訊予投資人，泰國證券交易所將泰國及國

外上市公司之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評鑑結果，公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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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ettrade.com網站。該網站之上市公司 ESG資訊吸引超過 30萬次瀏

覽量，顯示泰國投資人對永續投資之關注。 

「泰國證券交易所近期與全球知名的投資數據支援工具供應商 MSCI

聯手，公開泰國上市公司之 ESG評鑑結果，使投資人獲得更多元的投資觀

點。泰國證券交易所旨在使 ESG數據成為投資人做投資決策所需之基本資

訊，並驅動上市公司增進其 ESG表現。」Rinjai表示。 

MSCI亞太區客戶主管 Chitra Hepburn表示：「我們很高興能提供泰

國投資人接收永續資訊的管道，使其對投資決策掌握更多資訊。MSCI向

來對加強 ESG資訊透明度及提高 ESG揭露標準不遺餘力，這對將資本市場

導向永續投資至關重要。」 

泰國上市公司的永續資訊可於 www.settrade.com網站查詢，內容包

含公司治理報告（CG Report）、泰國永續投資標的（Thailand 

Sustainability Investment, THSI）列表或 ESG標的、泰國永續指數（SET 

THSI Index）成分股及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 

DJSI）成分股。相關資訊亦包含泰國證券交易所全球合作夥伴，如

Arabesque S-Ray、Vigeo Eiris及 MSCI出具之 ESG評鑑結果，以提供泰

國投資人更完整且多元的觀點。 

（彭詩云 摘譯整理自 Mondo Visione, Ju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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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金融大事紀（2021年 6月） 

6月 1日：金管會宣布，若同一分行有半數以上行員居家隔離，致人力調

度困難，銀行可以提具該分行暫停營業的原因、具體時程規劃

及客戶權益保障措施等，經內部一定程序授權後，該分行可以

暫時關閉暫停營業，並函報金管會備查。 

6月 1日：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盟國（OPEC+）同意維持先前的石油產量

政策，即7月之前逐步增加產量，激勵油價上漲，7月交割的WTI 

原油期貨價格上漲1.40美元或近2.1%，收在每桶67.72美元，創

最近月契約自2018年10月22日以來最高收盤價。 

6月 3日：美國勞工部公布，隨著勞動力市場持續改善，上周初領失業金

38.5萬人，低於市場預期的38.7萬人，為疫情爆發以來首度跌破

40萬大關，顯示隨著疫苗接種普及率上升，加上越來越多公司

重新開業，勞動力市場有顯著改善。 

6月 5日：七大工業國集團（G7）財長會議達成歷史性協議，將把全球最

低企業稅率訂在15%，國際科技巨擘等跨國公司必須繳納更多

的稅，以彌補各國因應疫情大舉紓困，導致財政缺口，美國總

統拜登上任後，如火如荼地推動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打擊企

業避稅、遏制政府收入受到侵蝕，希望促使OECD進行協商，以

便在數月內達成最終協議。 

6月 9日：薩爾瓦多國會通過提案，正式採用比特幣作為法定貨幣，法案

指出，法案目的在於將比特幣作為不受限制的法定貨幣進行監

管。如此一來，物品價格將可用比特幣顯示，稅收可以用數位

貨幣支付，比特幣交易不需要繳納資本利得稅。 

6月10日：美國勞工部公布，5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5%，創2008

年8月以來最大增幅，部分受低基期效應影響；排除食品和能源

等波動性因素後，核心CPI年增3.8%，更創1992年以來最高。觀

察各項目，5月CPI主要由二手車、運輸服務與服飾價格所推動，

二手車與卡車價格月增7.3%，含汽車租賃、汽車保險和公共運

輸在內的運輸服務價格月增1.5%，服飾價格月增1.2%。 

6月11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表示，依據上市公司公告2021年5月營收顯示，

5月份全體上市公司營收總計2兆9,760億元，較2020年同期成長

4,355億元（17.14%），營收成長公司共718家，衰退公司共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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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另累計1至5月全體上市公司營收總計14兆7,310億元，較2020

年同期成長2兆7,713億元（23.17%），全體上市公司2021年5月

當月營收呈現成長趨勢之主要產業為油電燃氣業、航運業及塑

膠工業，衰退趨勢之主要產業為金融保險業、電腦及週邊設備

業及觀光事業。全體上市公司1至5月累計營收呈現成長趨勢之

前3名產業為航運業、塑膠工業及玻璃陶瓷業，衰退趨勢產業為

觀光事業。 

6月17日：美國聯準會公布最新貨幣決策，利率與購債雖維持現狀，但大

幅調高通膨與經濟預期，Fed官員因而暗示升息時程將提前到

2023年，並透露內部已有縮減量化寬鬆（QE）的討論，美元應

聲衝上逾2個月新高，美元指數17日來到91.825點，觸抵4月13

日來最高，美元對歐元並一舉升破1.20美元大關。 

6月17日：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2021年IMD世界競爭力年報，

台灣因在防疫、創新、數位化、社會福利、凝聚力等指標中表

現亮眼，在全球64個受評比國家中排名第8名，較2020年進步3 

名，創下2013年以來最佳表現，與鄰近國家相比，僅次於新加

坡、香港。以人口超過2000萬人的29個經濟體做為排名，台灣

今年高居第1，較去年進步2名，超越美國、加拿大。 

6月24日：美國總統拜登宣布，和參議員院跨黨派小組就基礎建設達成協

議。協議框架除了道路、交通、鐵路等基礎建設外，綠能與電

動車仍是該政策的一環。至於資金來源方式，白宮表示，將包

括出售美國戰略石油儲備，但未提供明確數字，或依循聯邦超

級基金法對化學品收取費用等方式。 

6月25日：台灣經濟研究院公布，5月營業氣候測驗點調查，營建業為連3

月下滑，較上月續跌3.28點至102.73點，台經院認為，國內疫情

蔓延造成房市短期銷售陣痛期難免，不過，由於房貸利率仍維

持在歷史低檔、國內資金充沛高達6.57兆元，以及營建成本居高

不下等因素，對於房市均有支撐效果，看房市處「短空中長穩」

的態勢，沒有崩盤疑慮。 

6月29日：金管會公布，因應防疫需要，前報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同

意，於5月20日公告所有公開發行公司自5月24日起至6月30日止

停止召開股東會，並延至7月至8月間召開。疫情期間外界迭有

利用數位化技術輔助股東會召開之建言，參考立法院相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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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議、考量國內股東會制度現況，並經跨部會協商，金管會

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及傳染

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6款及第3項規定，報請指揮中心同意，

宣布110年8月16日至8月31日間，除可召開實體股東會外，符合

一定條件之公開發行公司得採實體股東會並以視訊輔助方式召

開股東會。 

6月30日：受美股衝高，加上各大投信、集團衝刺季底與半年度作帳行情，

台股30日強勢衝上17797點，改寫歷史新高紀錄，電子、金融、

傳產齊揚，但資金仍偏愛鋼鐵人、航海王，二大類股成交占大

盤逾5成，終場指數上漲157.27點，收在17755.46點，成交值

5341.65億元，日、月、季、半年線全數收紅，累計本月上漲687

點。 

 

有價證券異動一覽表：  

日期 證券代號 證券簡稱 董事長 
承銷商/ 

發行人 
變更情形 

2021.06.03 00677U 
期富邦 VIX 

ETF 
 

富邦證券投

資信託公司 
ETF終止上市 

2021.06.10 00892 
富邦台灣半

導體 ETF 
 

富邦證券投

資信託公司 
ETF新上市 

註：權證及增減資異動請以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公告為準。
http://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 

 

證券商異動一覽表 

 

日期 證券商異動情形 異動情形 

2021.06.11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之總公司兼營證券自營商暨

證券交易輔助人業務遷移營業處所，訂於 110 年 6

月 15 日於新址辦理證券自營暨證券交易輔助人業

務（臺證輔字第 11000108841號）。 

總公司兼營證券自營商暨

證券交易輔助人業務遷移

營業處所 36 

http://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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