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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動態  

 

一、發行面  

1. 發行市場  

2022 年 8 月底上市公司總計 967 家，國內公司 890

家、外國公司 77 家，較去 (2021)年底增加 8 家，分別為 17

家新上市、9 家終止上市；8 月底上市公司總資本額為 7 兆

4,998 億元。  

 

  籌資方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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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66 億元，累計本

年度共籌資 962.24 億元，其中 IPO 為 242.60 億元、 SPO 為

719.64 億元。  

 8 月底上市公司總市值 47.15 兆元，較上月底增加 0.33

兆元，較去年底減少 9.13 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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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底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前 10 名如下圖。  

     註：以發行市值計算。 

2. 上市公司營收概況  

8 月份全體上市公司營收總計 3.35 兆元，較去年同期成

長 6.53%，累計 1 至 8 月營收為 26.40 兆元，較去年同期成

長 9.54%。  

二、交易面  

1. 股價指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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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7 點，以 15,095.44 點作收，漲幅為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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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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EX 最高點為 17 日的 15,465.45 點，最低點為 4 日的

14,702.20 點。  

8 月份寶島股價指數（簡稱寶島指數）共計上漲 228.99

點，以 17,315.31 點作收，漲幅為 1.34%。寶島指數最高點為

17 日的 17,633.21 點，最低點為 4 日的 16,732.55 點。  

2. 成交值 

8 月份交易天數共計有 23 日，上市有價證券總成交值達

4 兆 6, 413 億元，相較上月減少 3.94%。8 月份日平均成交值

2,018 億元，較上月日平均成交值 2,301 億元減少 12.29%。

累計 1 至 8 月上市有價證券總成交值 42 兆 1,099 億元，日

平均成交值 2,616 億元。  

  8 月份暨累計 1 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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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2022 年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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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0   台積電           2,868 6.57 2330   台積電           33,787 8.49 

2 2603   長榮             1,652 3.79 2603   長榮             25,504 6.41 

3 3035   智原             1,338 3.07 3035   智原             12,688 3.19 

4 3037   欣興             1,130 2.59 2609   陽明             12,085 3.04 

5 3661   世芯-KY          1,116 2.56 3037   欣興             10,049 2.53 

6 2498   宏達電           925 2.12 2454   聯發科           9,639 2.42 

7 2454   聯發科           797 1.83 2618   長榮航           8,431 2.12 

8 8046   南電             768 1.76 2303   聯電             7,234 1.82 

9 2609   陽明             748 1.71 2610   華航             6,321 1.59 

10 2317   鴻海             743 1.70 2615   萬海             5,963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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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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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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底證券經紀商總、分公司家數分別為 66 家與

803 家，總公司家數較上月維持不變，分公司家數較上月增

加 1 家，共計 869 個經紀服務據點。  

8 月底集中市場投資人累計開戶數計 2,135 萬戶，8 月

份當月有交易人數，由上月的 246.6 萬人，增加至 8 月的

247.1 萬人，增加 0.2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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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4 %，增加至本月的 59.76 %，及外國法人由上

月的 31.55%，減少至本月的 29.63%，較為顯著。  

  

本國自然人

59.76%

本國法人

10.57%

外國自然人

0.04%

外國法人

29.63%

集中市場

監理資訊  

項目名稱  

2022年 

8月 

2022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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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83 28.92% 403 701 -42.51% 

(二)股票次數 300 261 14.94% 1,951 3,909 -50.09% 

二、上市處置股票       

(一)股票檔數 16 11 45.45% 59 204 -71.08% 

(二)股票次數 19 13 46.15% 85 278 -69.42% 

三、上市公司違反重大訊

息或資訊申報規定罰款

家次 

6 7 -14.29% 37 41 -9.76% 

8月份投資人類別交易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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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股市比較  

  2022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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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 2022 年 6 月 

排名 占比 排名 占比 

集中市場 

市值 17 1.96% 17 1.55% 

成交值(累計) 10 1.59% 10 1.54% 

週轉率(累計) 7  7  

註：本文提及之變動百分比係依據原始數據計算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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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暨發展動態 
 

 

 

 

 

 

 

 

 

 

臺灣證券交易所 

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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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地區 

 

一、洲際交易所將設臺灣數據中心，拓展亞太區數據服務 

今年 8月，洲際交易所（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下稱 ICE）

宣布其數據服務 ICE Shared Farm將在臺灣拓建新資料中心，以拓展其亞

太地區整體數據服務內容及資料傳輸能力。 

透過新資料中心所提供之多租戶（multi-tenant）、完全託管

（fully-managed）服務，未來亞太區客戶將不須自行建置或管理專用的

市場數據基礎設施及設備，僅須透過交叉連結（cross-connects）或本地

租賃線路，即可連結入 ICE資料中心，取得超低延遲的全球金融市場即時

數據，預期將可大幅減少資料取得及網路管理成本。 

「臺灣為 ICE的關鍵市場，未來 ICE將可向臺灣當地客戶提供更有效

率的數據資料存取服務。」ICE亞太區固定收益和資料服務主管 Magnus 

Cattan指出，「此外，ICE的全球數據連線基礎設施可以無線方式供應超

低延遲資料，若結合 ICE整合數據源（ICE Consolidated Feed）資料，

將可為亞太區客戶提供強大靈活的全球數據庫。」 

前述 ICE Consolidated Feed匯集了全球 600餘家交易所及另類交易

平台之資料源，數據項目廣泛涵蓋股票、衍生性商品、固定收益商品、外

匯、貨幣市場、商品、能源和 ETF，使用者包含各國銀行、資產管理業者、

對沖基金和獨立軟體供應商。ICE Shared Farm連線服務進一步使客戶無

須任何專用硬體設施，即可存取該等豐富資訊。 

（林詠喬 整理自 Mondo Visione及相關新聞，Aug. 2022） 

 

二、儘管共同基金表現不佳，主動式 ETF持續發光 

當共同基金因投資損失和前所未見的資金外流而遭受重創，ETF為主

動式基金經理人提供了難得的曙光。依據晨星（Morningstar）數據，今

年上半年全球投資人淨贖回 6,400億美元的主動式共同基金，與 2021年

時資金淨流入 9,430億美元的情形大不相同，倘再加計市場下跌，主動式

共同基金管理的資產規模減少 19.6%至 23.9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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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晨星數據也顯示，規模小得多的主動式 ETF，同期間則吸引 518

億美元流入，與 2021年的趨勢相同，即便計入市場下跌損失，管理的總

資產仍增加 1.2%至 3,850億美元。主動式 ETF的需求甚至優於被動式共

同基金，今年上半年共有 4,310億美元流入被動式共同基金及 ETF，金額

不到去年全年的三分之一。 

花旗 ETF和指數銷售主管 Chris Gooch表示，資金從共同基金轉到股

票 ETF是近幾年的趨勢，而主動式 ETF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數據提

供商 FactSet的全球基金分析主管 Elisabeth Kashner認為，在美國也是

目前最大的主動式 ETF市場，這些商品的崛起是整體結構性的改變。美國

證管會 2019年推出的 ETF規則，簡化 ETF上市流程進而帶動了產業間的

競爭。第二個驅動因子則是美國證管會同年核准的不透明及半透明的架

構，讓主動式基金經理人不用每日揭露基金資訊，從而保留一些秘密武器。 

最近一些基金公司，例如 Dimensional Fund Advisors和 JPMorgan，

也助長了主動式 ETF的興起，將現有的共同基金轉換為 ETF。另一個因素

則是投資於免稅架構之外的共同基金，投資者在美國受到不利的稅收待

遇，他們不僅在賣出基金的時候要繳納資本利得稅，基金公司在出售持股

的時候也需要繳稅。 

儘管在美國基金轉換步伐加快，但並不能解釋全部情況。FactSet表

示，美國主動式股票 ETF的總資產在今年上半年成長了 35.5%，扣除基金

轉換後的仍成長 23.1%。 

Kashner表示，有很多資產管理公司已經確定 ETF是前進的道路，是

發展業務或減緩業務衰退的方式，因此公司主管皆大力推動。然而，正如

她所指出的，所有這一切都解釋了供應量的增加，但並不能解釋人們為什

麼投資主動式 ETF。需求方面，Dimensional吸引了美國股市主動式 ETF 市

場 54.4%的淨流量，Dimensional的 ETF費用低於同類共同基金，這是一

種常見的情況，反映了 ETF的成本較低，而投資顧問的責任就是提供成本

最低的產品。此外，Kashner也認為，同時提供共同基金及 ETF商品的資

產管理公司，正將他們的行銷策略轉向 ETF商品。 

晨星被動式策略基金分析師 Kenneth Lamont表示，主動式 ETF是另

一個新的領域，主動式管理受到壓迫，它試圖找到新的方法。而這就是一

種新的行銷工具，一種向新觀眾展示自己的方式，主動式基金管理人試圖

帶動 ETF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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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 Create Research的首席執行官 Amin Rajan認為，很多成長是

由機構投資人推動的。他們希望盡可能保持流動性，同時，如果他們想要

追求任何主題商品，ETF確實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這在很大程度上是

結構性變化的一部分，資金從共同基金退出，這在全球市場都可見到，但

在美國更為明顯。 

Gooch預測這一趨勢還會持續，但 ETF不會完全取代共同基金或其他

商品，而目前僅佔整個 ETF市場一小部分的主動式 ETF，也還有很長的路

要走。主動式 ETF相對成功，但可能對資產管理公司的營收幫助低於他們

的預期。 

FactSet發現，在美國主動式股票 ETF領域中，平均費用為 0.16%或

更低的發行人，上半年吸引了四分之三的資金流入，其中以 Dimensional

的低價產品為首，而收費為 0.4%或更高的發行人僅占 11%的資金。 

Kashner表示，投資人對低成本主動式股票 ETF的偏好，顯示市場競

爭帶給資產管理公司的挑戰，雖然差異化策略可能會以更高的成本推出，

但競爭將侵蝕初始利潤，直到投資者幾乎獲得所有盈餘，而這唯一的問題

是需要多長時間。 

（張貝瑜 摘譯整理自金融時報及相關報導，Aug. 2022） 

 

歐洲地區 

 

三、英國市場監理機關成立專家委員會對抗「漂綠」 

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下稱 FCA）

8月 23日表示，將召集外部專家提出對於環境、社會及治理（ESG）投資

相關政策建議。 

隨著數百萬英鎊流入吹捧永續發展的投資，FCA面臨著打擊潛藏「漂

綠」或誇大宣傳已取得氣候友善證明之基金的壓力。 

英國為第一個基於「不遵守就解釋」之主要經濟體，強制要求企業揭

露氣候資訊，以提供投資者更好、更具可比較性的資訊。 

FCA表示，刻正設置一個新的 ESG諮詢委員會，以做為竭力達成政策

目標的一部分。該委員會的宗旨係為協助英國於 2050年之前創建所謂的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72445/CX_Letter_-_FCA_Remit_2303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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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經濟」。 

該委員會將納入少量外部專家，就監督企業如何應用 ESG規則，以及

為該委員會制定 ESG策略提出建言。有意加入該委員會的專家應於 9月

16日之前提出申請，首次會議將在第四季召開。惟其於一份聲明中表示，

受 FCA監管之企業的現職員工將不得被任命為委員。 

英國企盼脫歐後的倫敦能成為領先群倫的綠色金融中心。英國律師事

務所 TLT的合夥人 Paul Crighton表示，受 FCA監管之企業在 ESG議題上

應採行事項，需更清晰一致，於 FCA下設一個 ESG諮詢委員會或許是個好

機會，以確保所有新規均具備足夠企圖心及可行性，俾能在實務中發揮作

用、開創新局。 

（邱錦妮 摘譯整理自路透社新聞資料，2022/8/23） 

 

亞洲地區 

 

四、中國、瑞士證券市場互聯互通存託憑證業務正式開通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與瑞士財政部國務秘書斯托菲爾，在 7月

28日啟動典禮上，宣布瑞士及中國證券市場互聯互通存託憑證業務正式

開通，此為瑞士證交所（SIX）、上海證交所、深圳證交所於 2019年合作

計畫的一部分。互聯互通平台提供跨境上市架構，使企業得以全球存託憑

證（GDRs）在瑞士證交所籌資，及以中國存託憑證在中國交易所籌資，拓

寬雙向跨境投融資管道。 

在新法規架構生效後，首批四家中國清淨能源及電池科技公司，成功

於 7月 28日在瑞士證交所發行全球存託憑證並開始交易，包含上交所上

市公司科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寧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深交所上市

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國軒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瑞士證交所表示：「在修改上市規定後，瑞士證交所提供與其他金融

中心競爭力相當的上市管道，同時維持嚴格的發行人義務以保護投資人。」

瑞士政府去年與中國審計監管主管機關達成共識，促成瑞士及中國交易所

的合作。 

中立國瑞士在開通與中國「特殊通道」的同時，淡化其餘西方國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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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漠視人權的制裁行為。瑞士為西方國家首批於 1950年承認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國家；2014年 7月簽訂兩國自由貿易協定；自 2010年開始，中

國成為瑞士最大的亞洲貿易夥伴，並為其第三大全球貿易夥伴，僅次於歐

盟及美國。 

中瑞證券市場互聯互通存託憑證業務的順利開通，開啟兩國資本市場

合作的嶄新篇章，有效連接兩地市場，進一步促進市場資源共享，對深化

中瑞金融合作有著重要的意義。 

（彭詩云 摘譯整理自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新聞稿、上海交易所新聞

稿及路透社，Aug. 2022） 

 

五、韓國針對 16家未註冊之外國數位資產交易所採取行動 

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FSC）宣布

將針對16家未註冊的外國數位資產交易所採取行動。被點名的 16家交易

所包括 KuCoin、Poloniex、MEXC、Phemex、XT.com、Bitrue、ZB.com、

Bitglobal、CoinW、CoinEX、AAX、ZoomEX、BTCEX、BTCC、DigiFinex

及 Pionex。 

韓國 FSC轄下的金融情報局（Korea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 

KoFIU）表示，這 16家外國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Virtual Asset Service 

Providers, VASP）並未依法註冊，卻以韓國消費者為對象展開商業活

動，包括提供韓語網站、針對韓國消費者辦理推廣促銷活動，以及提供

使用信用卡購買虛擬資產的支付選項。 

KoFIU於 2021年 7月曾向外國 VASP發布通知，表明目標客戶包含韓

國人的外國 VASP，須依法向 KoFIU註冊其業務。然而，上述 16家外國業

者被發現在未註冊的情況下從事針對韓國人的業務。有鑑於此，KoFIU

已向國內調查機關通報其非法商業活動，並將向上述外國業者之母國金

融調查相關部門通知其違規行為。 

KoFIU要求韓國電信監理機關封鎖這些外國交易所的網站，避免國

內用戶連上該網站，同時也要求信用卡公司停止相關支付服務，並要求

已註冊的交易所應停止所有與未註冊實體之間的交易。 

另一方面，監管機關也提醒消費者應經常檢查交易往來的 VASP是否

依法完成註冊，避免使用未註冊的平台進行交易，否則將更容易暴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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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訊洩露、駭客攻擊和牽涉洗錢的風險。 

依據韓國的反洗錢相關法規－特定金融交易資訊報告與使用法（Act 

on Reporting and Using Specified Financial Transaction 

Information），KoFIU的成立宗旨係防止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而該法

規定 VASP應向 KoFIU註冊方可營業。KoFIU於 2021年 9月增設新的單

位，專門負責監督管理 VASP及其反洗錢義務。截至 2021年 12月共有 29

家 VASP完成註冊。 

（蔡佩伶 摘譯整理自 CoinGeek及相關新聞，Aug. 2022） 

 

六、新加坡交易所財報表現及近期業務發展 

 年度淨利較 2021年成長 1% 

受到高通膨、中國經濟疲軟及俄烏戰爭負面外溢效果影響，新加坡交

易所（SGX）8月 18日發布之財報顯示，截至今年 6月底，年度淨利為 4.51

億新幣（約 3.26億美元），較 2021年成長 1%，其中占營收 64%的股票收

入自 7.01億新幣微幅下降至 6.99億新幣。 

SGX希望投資者在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增加時，能同步強化資產組合風

險管理。對此，新加坡交易所將進一步強化與美國及南亞的合作，以協助

市場投資者。 

 與紐約證券交易所開展雙邊掛牌及商品合作 

繼與 Nasdaq的雙邊掛牌合作計畫後，SGX於 7月與紐約證券交易所

（NYSE）簽署備忘錄，宣布開啟雙邊掛牌合作，並支持 SGX及 NYSE關係

企業 ICE Data Indices共同發展指數化商品（如：ETF及 ESG相關商品），

以服務兩地上市公司及投資者。 

SGX羅文才總裁表示，在美國的上市公司或許希望透過雙邊掛牌，拓

展進入新加坡資本市場的管道。過去源於新加坡的獨角獸公司，如應用程

式開發商 Grab及電子商務和遊戲巨擘 Sea皆於美國上市，部分市場人士

呼籲應敦促此類新興科技公司於 SGX雙邊掛牌。 

SGX發言人亦表示，商品合作使雙方交易所將藉由發行人及跨市場的

商品合作，共同分享資訊與趨勢。 

 與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開展互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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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X於 7月宣布與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NSE）針對股權衍生性商品

開展互通合作，SGX交易會員之委託單可被引導至 NSE的國際金融服務中

心交易及結算。 

儘管有研究報告指出，受低風險偏好及市場流動性影響，此合作的交

易量及活動皆不如預期，但中期而言，或可促成雙邊掛牌，進而提振新加

坡現貨市場。預期 SGX將持續透過多元化資產類型、拓展合作關係及提升

國際市場影響力，確保未來獲利。 

 ETF快速成長 

2021年 12月 SGX與深圳證券交易所簽署 MOU，預期於今年與中國市

場建立 ETF互通機制。該機制初期將僅限於股票型 ETF，意即排除新加坡

資產規模最大的固定收益 ETF及 REITs ETF等相關商品。 

過去兩年 ETF於新加坡市場迅速成長，2020年新加坡 ETF資產規模

成長 57%，2021年則成長 47%，目前共有 36檔 ETF於 SGX上市。ETF的崛

起主要受惠於散戶投資人將 ETF納入資產組合，其中機器人理財顧問及數

位平台為成長最快速的渠道。 

儘管今年 1-5月股票型 ETF資金淨流出，但 6月淨流入 1,100萬新幣；

惟中國固定收益 ETF在連續 25個月淨流入後，於 6月淨流出 7,800萬新

幣。此外，近年 ESG及永續型 ETF逐漸受到重視。 

 重視 ESG 

除重視發展永續型商品外，SGX亦積極敦促上市公司強化 ESG資訊揭

露。SGX於 2021年 8月發布徵詢報告，有意將氣候變遷相關資訊納入上

市公司永續報告書揭露內容。2020年 12月更推出 SGX First平台，以推

廣永續倡議及鼓勵採用 ESG準則。 

（聶之珩 整理自 Nikkei Asia及 Financial Times, Aug. 2022） 

 

七、隨著對於境外避稅港的審查增加，新加坡基金計畫吸引眾多

投資者 

新加坡自 2020年推出可變資本公司（Variable Capital Company，下稱

VCC）架構以來，共有 590檔基金註冊 

新加坡透過一項旨在從低稅收管轄區競爭對手吸引資金的新計畫，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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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吸引十多家投資基金。這個城市國家在 2020年建立了一個名為 VCC

的公司架構，為當地投資經理人提供顯著的財務誘因，以及免於資訊公開

揭露的自由。 

新加坡會計主管機關公布數據顯示，截至今年 6月，已有 590個這樣

的實體設立。根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下稱 MAS）產製並被金融時報取得的另一份報告，前開實體

中至少包括 15檔從開曼群島、模里西斯及巴哈馬等避稅港遷往新加坡的

基金。 

該產業的高級主管表示，這些數據凸顯了傳統上尋求開曼群島等管轄

區的基金經理人如何為其資產尋找替代基地。一名基金管理高級主管表

示，新加坡所做的是匯集與境外基金相同的優勢。隨著稅務相關審查漸趨

嚴格，企業有責任舉證說明其資產位於國外的原因，未來將往境內管轄區

發展。儘管新加坡本身企業稅率是低於平均的 17%，長期以來一直是投資

者尋求低稅收管轄區的熱門目的地，但避稅港正受到漸增的國際審查所威

脅。 

近年來，境外基金的吸引力因一連串爭議而黯然失色，其中有許多被

推向全球聚光燈之下。外流文件如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及潘朵

拉文件（Pandora Papers），揭露了富人如何利用避稅港隱藏其財富，從

而引起監管機構推行全球最低稅率。最近國際瞄準俄羅斯寡頭資產的努力

更造成審查強度增加。 

在此背景下，新加坡於 2020年 1月推出了 VCC架構。只要基金在新

加坡營運，即可獲得所得稅豁免，而 MAS將負擔最高 15萬新幣（約 10.9

萬美元）的設立成本。與在新加坡註冊的其他公司不同，VCC的財務報表

及投資者紀錄未對外公開。新加坡財政部副部長在 2018年通過開放 VCC

的法案時表示，該計畫將改變遊戲規則，並促進企業遷移營運基地。 

PwC新加坡業務的資產及財富管理稅務主管 Anuj Kagalwala表示，

投資者被這個城市國家低稅率及體面的結合所吸引，VCC提供的隱私對於

投資者並非是核心吸引力，但絕對受到客戶喜歡。基金若要證明其基地在

新加坡且符合 VCC設立資格，需要具備當地基金管理執照以及一名居住於

當地的董事。 

一位基金管理專業人士表示，新加坡通過提供一個信譽良好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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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引力，但同時保留一些境外避稅港的誘因，以取得平衡。對於富有的

外籍人士而言，新加坡仍是一個具吸引力的資金存放地點，是一個確立的

管轄區，但由於稅率較低，而仍被視為境外，它正在嘗試取得平衡。 

MAS表示，VCC計畫旨在提高新加坡作為領先的全方位服務基金管理

中心的吸引力，提供更大的營運彈性及成本節約。 

（林子鈞 譯自金融時報報導，2022/8/13） 

 

八、馬來西亞交易所就創業板上市規定修正案徵詢公眾意見 

馬來西亞交易所正在就其創業板（ACE Market）的上市修正案徵求公

眾意見。其主要修改內容包括傑出企業家市場（Leap Market）轉板到創

業板的相關規範，以及計畫導入新的認證顧問架構。 

馬來西亞交易所表示，自 2017年 7月推出傑出企業家市場以來，許

多公司透過上市募資，持續擴大其營運規模與改善獲利表現。因此，馬來

西亞交易所正式制定轉板架構，符合條件的上市公司可以從傑出創業家市

場（僅限合格投資人參與），轉移到更穩健且向公眾開放的創業板市場。 

此外，馬來西亞交易所還推出了新的認證顧問架構，開放傑出創業家

市場的認證顧問，可以作為傑出創業家市場上市公司轉板至創業板市場後

的替代保薦人，期間包含轉板後第一個完整會計年度與其剩餘保薦期。 

馬來西亞交易所表示，此方案旨在推動業界人士專業能力的培育。創

業板原設有保薦人制度，其功能在於指導創業板上市公司及其董事履行上

市義務，並確保他們遵守創業板上市法規及其他相關法律。認證顧問作為

替代保薦人，預計將適用創業板上市法規第四章保薦人規範之持續性要求

與義務。 

（蔡易展 摘譯整理自新加坡海峽時報，Aug. 2022） 

 

九、馬來西亞交易所將在年底前推出自願性碳交易市場 

馬來西亞交易所 8月 15日表示，將於年底前推出自願性碳交易市場

（voluntary carbon market，下稱 VCM），目標為提升資訊透明度，使企

業能購買碳信用以抵銷其碳排放。 

馬來西亞交易所首席執行長 Muhamad Umar Swift在一聲明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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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交易所鼓勵投資於高品質碳抵銷計畫，例如植樹或轉換成低污染燃

油。 

批評者指出，碳抵消可以讓公司或國家繼續污染，同時付錢給他人來

採取氣候友好行動。 

馬來西亞交易所將採用「碳權認證標準（Verified Carbon 

Standard），又稱為 Verra」，以確保碳信用之公正性。 

Swift表示，「我們相信 VCM交易所可以做為實現馬來西亞溫室氣體

淨零排放願景的一個重要措施，並支持民間部門自願性的氣候承諾及去碳

化旅程。」 

目前，碳信用交易規模雖小卻不斷成長，馬來西亞交易所加入了全球

交易所 CME、ICE和 EEX的行列，這些交易所近年來也推出了自願性碳交

易市場商品。 

馬來西亞交易所計劃提供標準化的碳信用商品，在一個基於規則的

VCM交易所上交易，具獨特的碳信用商品種類，其碳信用係源於自然的解

決方案及科技，以減少或消除大氣中的碳排放。 

馬來西亞交易所計劃在年底前拍賣碳信用額度，以便為將在 VCM上市

的新碳信用商品提供價格發現功能。 

（高晟晉 摘譯整理 Reuters, 2022/8/15） 

 

十、澳洲政府於監理加密通貨產業前啟動盤點工作 

澳洲政府 8月 22日表示，將對該國的加密通貨資產進行虛擬盤點，

這是新的中間偏左派政府計劃監管此 1兆美元產業的第一個信號。財政部

長 Jim Chalmers指出，所屬部門將進行代幣分類，意即對國內所擁有加

密通貨的類型與用途進行盤點，做為確定要監管哪些加密通貨資產以及如

何監管的第一步。他在一份聲明中補充說，澳洲將是世界上第一個實施此

措施的國家，隨著加密通貨的日益普及，廣告在大型體育賽事中隨處可

見，需要確保相關的客戶有充分的了解與保護。 

多年來，澳洲一直在努力解決如何監管加密通貨的問題，加密通貨是

由去中心化的電腦網路而非中央銀行監管的貨幣。自 2020年以來，新冠

肺炎疫情鼓勵相關支付和居家辦公行為，促使加密通貨產業的受歡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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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增，介入監管的聲浪便有所增加。去年根據前任保守派政府參議院的調

查，建議制訂廣泛的法規來保護加密通貨所有者，但在未有任何新法規推

出之前，該政府就在今年 5月的選舉中失敗了。 

澳洲證券與投資委員會（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 ASIC）也表示，希望對該產業進行監管，理由是其研究發現

在 2021年底達 44%的散戶投資者持有加密通貨。財政部長 Jim Chalmers

於 8月 22日並沒有具體說明任何計劃中的法規，僅表示代幣分類工作將

是改革流程的第一步。 

（洪崇文 摘譯整理自 Reuters, Aug. 2022） 



1 

 

證券金融大事紀（2022年 8月） 

8月 1日：中華經濟研究院8月1日，公布7月份我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大跌5.8%至47.8%，不僅中斷連24個月擴張，轉為緊縮，更是指

數創編以來最大跌幅；同時，製造業未來六個月展望已連3個月

呈現緊縮，指數續跌7%至30.1%，也創2020年5月以來新低。 

8月 2日：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於8月初展開亞洲行，

依序到訪新加坡、馬來西亞、臺灣、南韓及日本，於8月2日至3

日訪臺，行程陸續拜會立法院、總統蔡英文及重要政商人士。中

國大陸則透過貿易及軍事演練反制。 

8月 5日：主計總處公布7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為3.36%，較6

月年增率3.59%微幅下滑，不過仍是今年連續第5個月超過3%以

上；主計總處表示，通膨高點已過，8月CPI有望進一步下滑。 

8月 8日：受惠於旺季效應及晶片需求暢旺，臺灣財政部公布7月出口433.2

億美元，為歷年單月次高，年增14.2%，為連25紅。財政部看好

全年出口表現可望首度突破5,000億美元大關。 

8月 9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晶片與科學法案」，此法案旨在提升美國

半導體製造以及科學創新，以加強抗衡中國的實力，包含撥款

520億美元鼓勵在美國生產高階晶片，以及240億美元的晶片廠

投資稅負優惠等。 

8月10日：美國公布7月整體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8.5%，較6月9.1%

的增幅放緩，且低於市場預估的8.7%，主因為能源價格回落，

扣除能源與食品後的核心CPI升幅也縮小，顯示通膨壓力溫和減

輕。 

8月12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今年第1季實質GDP較去年同季成長率

（yoy）上修為3.72％（原為3.14％），第2季實質GDP初步統計

為3.05％（7月概估為3.08％），上半年GDP 3.38％。預測第3、

4季GDP分別為4.71％及3.53％，全年經濟成長率3.76％，較5月

預測數3.91％下修0.15個百分點，每人GDP 3萬3,743美元，CPI

上漲2.92％。 

8月15日：日本內閣府公布，第2季實質GDP年增2.2%，連續3季正成長，

優於疫情爆發前2019年第4季表現。然而，公衛專家警告，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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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假過後，染疫數可能大幅增加；另最新出爐的4-6月「雇用者

報酬」比上季大減0.9%，連續兩季下滑。外界認為，疫情加上

國際因素，將會替日本經濟帶來惡性影響。 

8月17日：美國貿易代表署於17日宣布，就「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達成

談判授權（negotiating mandate）共識，預計今年初秋展開首輪

談判，將深化雙邊貿易與投資關係、在共同價值上推動貿易優

先議題，並為彼此的勞工與企業促進研發和包容性的經濟成長。 

8月22日：經濟部公布7月外銷訂單，反映終端需求走弱、廠商進行庫存調

整，加以去年基期較高，7月外銷訂單低於預期，達約542.6億美

元，月減7.8%、年減1.9%，終結連二紅，為歷年同期次高，累

計前 7月外銷訂單達3,935.5億美元，年增7.8%，仍為同期新高。 

8月23日：世界貿易組織（WTO）發布最新報告指出，今年第一季全球商

品貿易量年增3.2%，低於去年第四季年增5.7%，反映2月底俄烏

衝突的影響，以及中國大陸堅持嚴格防疫的貿易衝擊。WTO指

出，受到俄烏戰事延燒、通膨壓力高漲與先進國家紛紛緊縮貨

幣的影響，全球貿易不確定性大幅升高，後續將公布的第二季

貿易可能維持成長但增幅將放緩，且今年下半年恐怕都會維持

疲弱成長。 

8月23日：美國白宮公布經濟最新預測，將今年美國實質GDP成長預估由

3月預估的3.8%下修至1.4%，同時上修今年通膨預測，從3月份

預估的2.9%調升至6.6%。年平均失業率從3月時預估的3.9%小

幅下修至3.7%。 

8月24日：中央銀行公布7月金融情況，其中，貨幣總計數M1B年增率滑落

至6.67%，向下穿破M2年增率6.99%，形成「死亡交叉」，市場

認為此為股市資金動能緊縮訊號、恐不利台股表現，對此，央

行經研處副處長蔡惠美表示，國內流動性非常充沛，足以支應

經濟活動所需。另證券劃撥存款餘額增至3兆1,061億元，終結連

四跌並創下五個月新高，單月大增1,713億元，為一年三個月來

最多。 

8月25日：南韓央行將基準利率調升一碼，符合市場預期。自去年8月以來，

累計升息幅度已達2個百分點。同時，南韓央行將今年通膨率預

估值自4.5%上調至5.2%，為1998年以來最高，並將全年GDP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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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率預期自2.7%小幅下修至2.6%，明年GDP增長率料放緩至

2.1%。 

8月30日：美國聯準會(Fed)將加速縮減資產負債表，9月起每月縮表規模將

提高一倍到950億美元，象徵量化緊縮(QT)進入「全速」前進的

階段，代表Fed終於即將拋售三年前開始買進的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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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04 2841 台開 邱于芸 - 本國企業終止上市 

2022.08.08 00913 兆豐台灣晶圓製造 - 兆豐投信 
國內成份證券 ETF

上市 

2022.08.09 00915 凱基優選高股息 30 - 凱基投信 
國內成份證券 ETF

上市 

2022.8.11 008201 標智上證 50中國  - ETF終止上市 

2022.08.18 6854 錼創科技-KY創 李允立 元大證券 外國企業新上市 

2022.08.25 3715 定穎投控 黃銘宏 - 

定穎電子 (6251)於

當日下市，轉投控

上市 

2022.08.26 00917 中信特選金融 - 中國信託 
國外成份證券 ETF

上市 

2022.08.31 6830 汎銓 柳紀綸 台新證券 本國企業新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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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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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異動一覽表 

 

日期 證券商異動情形 異動情形 

2022.08.29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斗南分公司（證券商代號：

700E，含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終止營業，並訂 111 年

9月30日為最後營業日（臺證輔字第 11100171691號）。 

分公司終止營業 

2022.08.29 

玉山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大分公司遷移營業處所

並更名為景美分公司，訂於 111年 9月 19日於新址開

始營業（臺證輔字第 11100172011號）。 

分公司遷移營業處所 

2022.08.18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合泰分公司遷移營業

處所並更名為板橋分公司，訂於 111年 8月 29日於新

址開始營業(臺證輔字第 11100163721號) 

分公司遷移營業處所 

2022.08.18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新設大直分公司訂於 111 年 9

月 1日開始營業(臺證輔字第 11100164381號) 
新設分公司 

2022.08.05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四維分公司（證券商代號：

5926，含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終止營業，並訂 111年 9

月 30日為最後營業日(臺證輔字第 11100151941號) 

分公司終止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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