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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動態  

 

一、發行面  

1. 發行市場  

2023 年 8 月底上市公司總計 982 家，國內公司 905 家、

外國公司 77 家，較去 (2022)年底增加 11 家，分別為 12 家新

上市、1 家終止上市；8 月底上市公司總資本額為 7 兆 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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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1 億元，累計本年

度共籌資 882.56 億元，其中 IPO 為 74.97 億元、SPO 為 807.59

億元。  

 8 月底上市公司總市值 52.29 兆元，較上月底減少 1.57

兆元，較去年底增加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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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兆元，較去年同期衰

退 7.93%，累計 1 至 8 月營收為 23.47 兆元，較去年同期衰

退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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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計下跌 510.92 點，以 16,634.51 點作收，跌幅為 2.98%。

TAIEX 最高點為 1 日的 17,212.87 點，最低點為 18 日的

16,381.3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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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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寶島股價指數（簡稱寶島指數）共計下跌 599.78

點，以 19,027.20 點作收，跌幅為 3.06%。寶島指數最高點為

1 日的 19,685.15 點，最低點為 14 日的 18,712.35 點。  

2. 成交值 

8 月份交易天數共計有 22 日，上市有價證券總成交值達

7 兆 4,800 億元，相較上月減少 7.71%。8 月份日平均成交值

3,400 億元，較上月日平均成交值 3,859 億元減少 11.91%。

累計 1 至 8 月上市有價證券總成交值 43 兆 6,183 億元，日

平均成交值 2,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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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8 月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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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2   廣達             6,255 8.84 2330   台積電           23,505 5.72 

2 3231   緯創             5,677 8.02 2382   廣達             13,372 3.25 

3 2376   技嘉             2,680 3.79 3231   緯創             12,863 3.13 

4 2330   台積電           2,663 3.76 3443   創意             10,539 2.56 

5 2301   光寶科           1,838 2.60 3661   世芯-KY          9,343 2.27 

6 3443   創意             1,673 2.36 2454   聯發科           7,399 1.80 

7 6669   緯穎             1,580 2.23 2376   技嘉             7,168 1.74 

8 3035   智原             1,393 1.97 3037   欣興             7,052 1.72 

9 3661   世芯-KY          1,320 1.87 2603   長榮             6,571 1.60 

10 3017   奇鋐             1,269 1.79 3035   智原             5,985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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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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家與

794 家，總公司家數較上月維持不變，分公司家數較上月減

少 4 家，共計 858 個經紀服務據點。  

8 月底集中市場投資人累計開戶數計 2,219 萬戶，8 月

份當月有交易人數，由上月的 323.1 萬人，減少至本月的

311.3 萬人，減少 3.65%。  

8 月份投資人類別交易比重中，集中市場的外國法人由

上月的 28.63 %，增加至本月的 32.47 %，及本國自然人由上

月的 60.94 %，減少至本月的 57.80 %，較為顯著。  

監理資訊  

項目名稱  

2023年 

8 月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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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145 -33.10% 399 403 -0.99% 

(二)股票次數 201 370 -45.68% 1,983  1,951 1.64% 

二、上市處置股票       

(一)股票檔數 14 24 -41.67% 52 59 -11.86% 

(二)股票次數 14 28 -50.00% 81 85 -4.71% 

三、上市公司違反重大訊

息或資訊申報規定罰款

家次 

2 11 -81.82% 45 37 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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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股市比較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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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個會

員）  

與國際股市比較項目 
2023 年 7 月 2023 年 6 月 

排名 占比 排名 占比 

集中市場 

市值 17 1.97% 17 1.57% 

成交值(累計) 12 1.50% 12 1.30% 

週轉率(累計)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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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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支持全球氣候相關資訊申報規定 

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下稱 IOSCO）表達支持國際永續發展標準委

員會（下稱 ISSB）最近公布的全球氣候申報資訊標準。IOSCO的 35個證

券監理機關會員，包括美國證管會（下稱 SEC）、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CFTC）等，都支持該申報架構，內容包括申報稱為「範疇 3（Scope 3）」

之供應鏈排放量及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之重大資訊。 

IOSCO主席 Jean-Paul Servais表示：「IOSCO對 ISSB提出的最終標

準進行深入分析，決定支持這些標準，認為這些標準適用於資本市場。」

並估計最終將有 10萬到 13萬家公司採用 ISSB的永續標準。 

官方的支持主要希望就公司氣候相關之風險與機會重大資訊，能提供

投資者與其他利益相關者有一致可比較的、可靠的資訊，此亦為全球永續

發展重要的里程碑。 

目前，SEC正在制定適用於美國上市公司的氣候相關資訊申報規定，

預計將於今年下半年發布，惟要求的資訊揭露比 ISSB的建議為少。與此

同時，歐盟的新標準要求歐盟內的公司以及某些在當地運營的國際企業提

供更多訊息。 

來自日本、中國、英國、歐盟和美國的官員一直與 ISSB長期合作，

以使標準盡可能達到能互相運用，但預計仍將存在差異。ISSB希望成為

申報永續性資訊揭露的全球基準。雖然一些企業可能正在等待 SEC制定的

氣候相關資訊申報規定，但 ISSB希望能彰顯其全球使用單一標準的優

勢，以降低各界將焦點放在 ISSB較 SEC制定的規定要求更多揭露的劣勢。 

現在，決定是否採用以及何時採用 ISSB標準取決於個別國家和司法

管轄區。到目前為止，約有 20個國家已經宣布有興趣或承諾將採用 ISSB

標準，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香港、馬來西亞、紐西蘭、奈及利

亞、新加坡及英國。可能從 2025年開始採用申報標準。 

KPMG的全球審計主管 Bradley表示：「這是朝向全球永續報告基準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它為監管機構打造信心，支持這些標準。然而，目

前尚不清楚監管機構是否會直接採用現有的標準，或者只採納部分或作一

些修訂。」 

（許嘉津 摘譯整理自 Wall Street Journal, Aug.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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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地區 

 

二、美國 SEC 新規要求上市公司在 4 天內揭露資安事件 

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SEC）通過新規定，如果上市公司發生可能影

響重大基礎營運的資安事件，必須在 4天內公開揭露。但若立即揭露會影

響的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風險，則允許延遲揭露。 

新規定還要求上市公司每年都必須揭露資安風險管理資訊，以及該領

域專業經理人之資訊，俾保護投資大眾。 

新規定允許延遲揭露，前提是美國司法部長認為即時揭露會對國家安

全或公共安全構成重大風險，且以書面形式通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在

極端特殊的情況下，延遲才能超過 60天。 

美國 SEC主席 Gary Gensler表示：「無論公司在火災中損失工廠，還

是在資安事件中損失數百萬個檔案，對投資者來說都可能是重大損失。」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高級副總裁

Lesley Ritter表示，這些規定將促進資安防禦措施的改進，儘管這對資

源有限的小公司來說可能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技術上而言，在公司確定資安事件屬於重大影響之後，才會開始計時

4天的公開揭露時間。 

持反對意見的共和黨委員 Hester Peirce表示，新規定逾越證管會權

責，「似乎是為了回應駭客的需求」--公司公布詳細的資安風險管理資訊，

駭客可以從中獲益；並認為美國 SEC對上市公司的「細節管理」只會越來

越嚴重。 

資安領域的領軍人物、Tenable首席執行官 Amit Yoran則對新規則

表示由衷歡迎。他表示，「長期以來，美國最大、最有實力的公司一直將

網路安全視為加分條件，而非必備條件。現在，企業領導者必須在組織內

部提升網路安全，不容置疑。」 

這些規則最初於 2022年 3月提出，當時美國 SEC認為，隨著企業數

位化和遠端工作的增加，資安風險也不斷上升，而網路安全事件對投資者

造成的損失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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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法律規定關鍵基礎設施和所有醫療單位必須報告資安事件，但目

前還沒有聯邦等級的資安事件揭露法律。 

IBM報告顯示，現在企業為處理資安事件，平均需支付 450萬美元，

比過去三年增加 15%。Ponemon研究人員還發現，受影響的企業通常會將

成本轉嫁給消費者，而消費者本身也可能成為個人資訊洩露事件的受害

者。 

新規則通過的同時，正值一件重大資案事件調查中。俄羅斯網路犯罪

分子對檔案傳輸程式 MOVEit進行駭客攻擊，導致數百家組織受到影響，

但調查進展緩慢，揭露資訊時語焉不詳--有些檔案還是向美國 SEC的申報

檔。此次資安事件影響了多所大學、大型退休基金、美國政府機構、俄勒

岡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 900多萬名駕駛，以及英國廣播公司、英國航空公

司、安永事務所（Ernst & Young）和普華永道事務所

（PricewaterhouseCoopers）等公司。 

許多 MOVEit資安事件的受害者指出，他們被第三方廠商應用程式攻

擊。美國 SEC的新規定涵蓋了第三方廠商應用程式，並指出公司越來越依

賴外部雲端服務進行資料管理和儲存。 

（徐珮甄 摘譯整理自 Yahoo FINANCE, Aug. 2023） 

 

亞洲地區 

 

三、中國大陸推出多項資本市場改革措施以提振市場 

由於對於經濟的前景感到憂慮，中國證監會推出多項提振市場的措

施。 

在過去數月，北京當局嚴格控制疫情下造成中國大陸經濟與金融體系

的復甦不力，疲軟的經濟成長連帶使得股票與債券市場受到衝擊。對此，

中國證監會宣布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降低證券經紀商的交易費用、交

易印花稅，以及保證金交易比率自 100%降至 80%等，並考慮延長國內股票

與債券市場的交易時間，同時，也鼓勵企業實施庫藏股，以幫助穩定股價。 

另一方面，市場也傳言主管機關發出指引，要求共同基金避免在市場

賣超股票，惟此消息並未獲得中國證監會或上海、深圳交易所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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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證監會的聲明中僅表示「考慮」延長交易時間，但市場相信，中

國證監會的聲明表示其已經在進行相關改革的審批過程。 

這些措施是主管機關為支持經濟成長所推出的一連串措施的其中一

環。過去一段時間，中國人民銀行降低利率以提振消費者信心指數後，同

步加強阻止人民幣貶值。 

相較於今年 S&P 500指數上漲近 14%，中國大陸的 CSI 300指數已下

跌超過 2%。股票市場的表現不佳顯示市場參與者的信心不足，包括各項

貿易數據以及消費者支出指數均反映出經濟前景堪慮。近幾周，外國投資

人已開始降低所持有的中國股票與債券的部位。 

中國證監會的聲明中並暗示，主管機關可能進一步考慮自 2008年以

來首次削減印花稅，並認為這將有助於增加交易量。但消息來源指出，擬

議削減的時間和規模尚未確定，也不能保證會批准這一提案。中國大陸對

股票交易徵收的 0.1%印花稅若採行任何降低措施都將引領股票市場的短

期反彈，並對證券經紀商以及採取高頻交易策略的對沖基金有利。 

而證監會也將對 IPO以及現金增資調整步調，這將放緩今年中國大陸

市場的上市，並影響次級市場的流動性。同時亦研究限制表現不佳上市公

司的槓桿，在低於 IPO價格的情況下，限制借款成數。 

由於地緣政治緊張以及海外市場對中國企業上市監管的縮緊，今年中

國大陸的新股上市數據亮眼，根據 Dealogic的資料顯示，今年到目前為

止的上市募資金額為 397億美元，較去年同期的 682億美元有所下降，但

比美國市場的 131億美元多出一倍多。 

但放緩新股募資市場將造成以遭遇債市危機的中國私人企業更難以

取得長期資金以支持其發展，同時將面臨更高的資金取得成本。 

而呼籲企業實施庫藏股，將有助於短期提振市場信心，並推升被低估

公司的股價。 

接續中國證監會公告 8月 28日起將調降股票交易印花稅率，由 0.1%

降至 0.05%後不久，北京、上海和深圳交易所宣布將於 8月 28日同步削

減股票交易手續費，其中上海與深圳交易所將降低 30%的 A股與 B股交易

手續費；而北京交易所將繼 2022年 12月調降 50%手續費後，再次調降 50%

手續費。 

除降低手續費外，8月初上海與深圳交易所表示將研究相關措施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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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投資人交易成本並提高市場流動性。相關措施包括導入 ETF盤後定價交

易、發布交易監管業務的英文版本以提升透明度，兩家交易所指出，他們

將在保證交易順暢和打擊過度投機之間取得平衡。 

（蔡易展 摘譯自 Financial Times、中國日報、BNN Bloomberg、NASDAQ

及 Yahoo Finance, Aug. 2023） 

 

四、北京培育新創中小企業「專精特新」開板，首批 50 企業登

陸 

北京股權交易中心運營之「專精特新」專板開板，首批 50家新創中

小企業於 8月 24日正式上市，在中國推出振興資本市場措施之際，扶持

創新經濟領域，利用區域股權市場培育小型創新企業。 

本案緣於今年 6月中國證監會核准設立 9個專板，目前有 4個已投入

運營，包括北京 1家及湖北省 1家。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局副局長蘇國斌

表示，將把北京專板打造成政策高地，積極爭取中小企業債和優先股票發

行等，更多突破性政策在北京先行先試。 

 北京資深投資人 Zhou Yunnan對《環球時報》表示，藉由加強與北

京證券交易所合作，北京專板將為北京證券交易所提供高質量的上市候選

人，成為企業培育平台。 

新創中小企業的佼佼者被稱為「小巨人」，他們專注於利基產業，擁

有良好的市場份額和創新能力。 

北京是中國高科技產業聚集地，擁有 795家國家級「小巨人」企業和

6,323家創新中小企業。預計到今年底，北京專板企業數量將超過 200家，

至 2025年底培育企業累計將超過 1,000家。 

中小企業貢獻國家近五成的稅收和六成的 GDP，他們還造就全國七成

的科技創新和八成的城鎮就業。7月 24日黨內重要會議後，中國採取了

針對性和實質性的措施，以振興資本市場，提升投資者信心。8月 18日

中國證監會宣布一系列相關政策，包括降低交易費用、發展股權基金，並

考慮為致力於核心技術突破的科技公司設立“綠色通道”。 

據新華社 6月底報導，經過一年多的發展，北京證券交易所已聚集超

過 200家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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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貝瑜 摘譯整理自環球時報，Aug. 2023） 

 

五、香港與印尼證交所探索跨境上市可能性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下稱港交所）7月 26日表示，與印尼

證券交易所（下稱 IDX）刻就跨境上市、產品開發及 ESG（環境、社會及

治理）倡議，探討共同合作的機會。 

IDX總裁 Iman Rachman表示，IDX與港交所間的合作旨在加強印尼資

本市場在全球的地位。 

本案背景係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及其代表團於 7月 25日與印尼總統

Joko Widodo會面，就香港與東協成員國間強化交流乙事交換意見，並因

而達成是項協議。 

（邱錦妮 摘譯整理自阿聯酋 ZAWYA報導，2023/7/26） 

 

六、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承諾將處理過熱的主題式股票 

監理機關對於取消所有放空限制仍持謹慎態度 

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下稱 FSC）副主席金素英（Kim So-young）強

調，該機關致力於保護投資人免受主題式股票波動的影響。8月 17日，

金素英在首爾中央政府大樓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今年下半年將強化投

資過度集中於主題式股票的議題。」 

在近期 EcoPro等韓國二次電池相關股票大幅波動之後，FSC就對主

題式股票抱持這樣的態度，這讓投資者面臨著不確定性。同樣地，在量子

能源研究中心研究團隊的公告發布後，與超導體相關的股票也踏上了驚心

動魄的雲霄飛車之旅。該團隊於 7月 22日揭露了他們對室溫超導體的突

破性發現，並將其命名為 LK-99。 

金素英補充道：「我們打算根據公司的業績與前景恢復投資人對股票

投資的信心。」FSC副主席警告稱，如果投資人借入資金投資主題式股票，

這樣造成的潛在損失可能會是很巨大的。 

金素英解決主題式股票過熱問題的願景圍繞著三項主要措施：加強公

司揭露監理、嚴厲打擊毫無根據的謠言傳播，以及密切監控證券公司穩健

經營的情況。 



 8 

金素英表示，一些公司往往誇大其商業計畫，他計劃鼓勵更「全面揭

露」。FSC還將積極調查透過社交媒體管道傳播有關主題式股票未經證實

的訊息。此外，他強調，FSC將努力確保證券商審慎經營，不會鼓勵投資

人透過貸款投資主題式股票。 

金素英被問到在記者會當下股市下跌導致不確定性增加時，他表示並

不擔心。8月 17日，韓國 Kospi指數開盤在 2,510點，不到 20分鐘，就

暴跌至 2,500點關卡以下。這是該指數自 5月 17日以來首次跌破 2,500

點。儘管到上午 11時 30分迅速站回至 2,500點之上，但一些業內人士觀

察到市場的不確定性仍揮之不去。 

金素英表示：「雖然這可能意味著金融市場尚未完全穩定，但 Kospi

跌破 2,500點並不是一個重大問題。」他進一步表示，即使在去年更具挑

戰性地，因受美國利率上升影響的情況下，也沒有出現重大問題。 

在記者會上，他特別強調 FSC解決「韓國折扣（Korea discount） 」

問題的承諾—該詞意味著國內股市評價被低估。金素英也談到了 FSC對外

國投資人更加寬鬆的監理方向。儘管如此，他仍堅定不移地重申，關於獲

得 MSCI升格地位及放空措施，FSC保持不變的立場，繼續維持對 MSCI升

格的被動態度，並對全面授權放空持保留態度。 

金素英補充道：「MSCI升格不是我們的目標，但如果我們贏得已開發

國家等級那也很好。」儘管韓國有望從 MSCI新興市場重新分類，但在 6

月份 MSCI的全球股票指數中，韓國仍未能獲得已開發市場的地位。 

MSCI 發現了韓國市場的諸多缺陷，包括放空限制，這些缺陷阻礙了

這家全球指數供應商提升韓國的地位。金素英說：「從中長期來看，我認

為完全允許放空是可能的，但挑選實施的時機相當具有挑戰性，在考慮此

舉時，我們將會評估市場狀況。」 

在 COVID-19疫情開始時，韓國政府暫時禁止放空，以保護股市免受

大幅下跌的影響。2021年 5月，韓國政府開始僅允許放空 Kospi 200及

Kosdaq 150的成分股票。 

（楊欣穎 摘譯整理自 The Korea Herald, 2023/8/17） 

 

七、新加坡交易所修正生命科技公司 IPO 規定 

新加坡交易所修正其 IPO規定，用以釐清關於尋求在其主板上市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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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科技公司無須有營收。此修正植基於 8月 10日新加坡交易所上市諮詢

委員會發布對生命科技公司上市架構之決定。新加坡交易所於 2009年實

施生命科技公司上市架構，對生命科技公司豁免特定 IPO條件包含獲利性

與營收等，惟在生命科技公司上市架構下之規定並未反映 2012年主板上

市標準的修正案。 

按新加坡交易所上市規則，一般上市會先視是否符合上市規則 210(2)

（Listing Rule 210(2)），若為生命科技公司且無適用上市規則 210(2)，

則可適用上市規則 210(8)（Listing Rule 210(8)）。2009年新加坡交易

所實施生命科技公司上市架構（即上市規則 210(8)）時，上市規則 210(2)

中有規定各項門檻如「稅前淨利」、「市值」等條件，惟並未規定「營收」

（Operating Revenue Requirement）門檻。在 2012年修法時，上市規則

210(2)則加入「營收」門檻，惟上市規則 210(8)並未就此調整做相應的

修正。因此本次修法將讓上市規則 210(8) 澄清關於尋求在其主板上市之

生命科技公司無須有營收，以符合其立法精神。 

（彭佑安 摘譯整理自 Reuters及 SGX官網，Aug. 2023） 

 

八、馬來西亞證券委員會發布指引強化資本市場機構之科技風險

管理 

馬來西亞證券委員會 8月 1日發布「科技風險管理準則」，旨在促進

資本市場機構間堅強及健全的科技風險管理實務。 

「科技風險管理準則」亦詳細說明了在管理科技風險時，資本市場機

構應符合馬來西亞證券委員會的期望。 

在制定這些準則時，證券委員會充分考慮了去年發布的「關於科技風

險管理規範性架構建議的公眾諮詢文件」中所獲得的回饋意見。 

準則中設定的要求包括資本市場機構需建立並實施有效的科技風險

架構、科技專案管理、科技服務供應商管理，以及資訊安全管理。 

「科技風險管理準則」將適用於所有獲得馬來西亞證券委員會許可、

註冊、核准、認可或授權的資本市場機構。 

為了讓資本市場機構有足夠時間熟悉並達到準則的要求，預計「科技

風險管理準則」將於 2024年第 3季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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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證券委員會將與相關的資本市場機構進行互動，並在必要時

對準則之要求提供指引。有關「科技風險管理準則」的任何疑問可寄信至

gtrm@seccom.com.my。 

馬來西亞證券委員會網站已公告「科技風險管理準則」，網址為

https://www.sc.com.my/regulation/guidelines/cyber-risk-and-tech

nology-risk。 

（高晟晉 摘譯整理自 Mondo Visione, 2023/8/1） 

 

九、馬來西亞刻正研議自動轉板、零股交易及降低最小交易單位 

馬來西亞首相兼財政部長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於 7月 27日推

出公民經濟（Ekonomi Madani）政策，緊接著馬來西亞證券委員會（The 

Securities Commission, SC）在 8月初舉行了年度行業對談大會（The 

annual SC Industry Dialogue 2023, SCID 2023），以討論和研議資本市

場進一步發展的關鍵議題。SCID 2023 聚集 60位資本市場領袖，就投資

機會、資金普惠性和資本市場改革等三大領域的多個主題分享了意見和建

議，也針對相關問題及挑戰進行討論。 

SCID 2023討論議題之一為制訂自動轉板機制，討論應設定對應標

準，以確保自 ACE市場被提升到主板市場的公司，能持續符合主板市場的

要求。證券委員會主席 Datuk Seri Dr Awang Adek Hussin 表示，轉板機

制將增加符合資格的 ACE市場公司的能見度，並幫助他們接觸到更大的投

資族群。此外，主板市場大型公司的增長，將為大型機構投資人及和外資

等投資人，提供馬來西亞資本市場更多元的投資機會。 

Awang Adek另表示，證券委員會也同意券商將可提供零股交易服務，

以鼓勵散戶進入市場。不過，提供零股交易服務的券商將需要遵循相關規

範，例如確保價格透明。 

另外，馬來西亞交易所（Bursa Malaysia）正在研議降低現行 100

股的最小交易單位，並已與券商達成協議，將重新審查現行的最低交易手

續費，以便推行相關政策。 

關於降低最小交易單位和引進零股交易，Awang Adek表示，這將使

更多的投資者，尤其是散戶及年輕投資人，更容易投資股市和建立均衡的

投資組合，也將增加交易量及流動性，對公司和投資者都有利，並創造更

https://www.sc.com.my/regulation/guidelines/cyber-risk-and-technology-risk
https://www.sc.com.my/regulation/guidelines/cyber-risk-and-technology-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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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和多元的市場環境。 

Awang Adek在聲明稿中表示：「我們預計自動轉板的資格標準將於到

2023年底準備就緒，而零股交易的規範將在今年第 3季結束前公布。」 

SCID 2023提供及時的討論平台，有助於這些資本市場措施的推行，

各方的討論也提供了有用的見解和新的想法，以進一步發展資本市場。會

中參與者對首相近期宣布的一系列資本市場措施，表示讚賞，包含已實施

的降低股票交易和私募市場交易印花稅。參與者也期待其他新制的實施，

包括擴大適格投資人的條件，證券委員會預計此案將在 2023年底前生效。 

（彭詩云 摘譯整理自 New Straits Times, Aug. 2023） 

 

十、泰國證交所規劃選後市場之改革 

為配合年底可能的經濟活動回升與因新政府上任而增加的消費者信

心，泰國證券交易所（SET）正準備上市及報告改革。 

SET計劃在 2023年底前完成新上市及報告規定，此規定將使首次公

開募集（IPO）與借殼上市有相同規定，並將在 2024年推出一個新的自由

流通（free-float）加權指數。 

此改革發生在一個動盪不安的一年，在這一年泰國成為亞洲表現最差

的市場。全球經濟逆風所帶來的波動與包括泰國在內的各國央行激進升

息，加上 Delta Electronics的極高價格與因會計醜聞而陷入低谷的電線

製造商 Stark Corp，都使情況變得更加複雜。 

8月 23日，在商人 Srettha Thavisin當選總理的後一天，SET指數

開盤上升 0.3%。他的前公司，房地產開發商 Sansiri，為早盤交易中最大

的獲利者之一。 

在與《日經亞洲》（Nikkei Asia）的獨家專訪中，SET主席 Pakorn 

Peetathawatchai把過去一年的市場波動稱為對於更加「主動」監理的「警

示」。新規定將允許更快識別、升級與下市有問題的上市公司，因投資者

為 COVID-19疫情後的「真正新常態的第一年」做好準備。 

SET發行人上市部門（issuer listing）負責人表示，此改革將分三

個主要領域。首先，數據為導向的報告工具將不僅使交易所和投資者能夠

更好地監控財務報表和交易活動，也將減輕上市公司的報告負擔。SET正



 12 

在與其監理機構證券交易委員會合作，以改善流程，使市場能夠在不透過

交易所的情況下將問題升級到證券交易委員會。第二，SET計劃透過投資

人警示和標誌在如 Stark一樣的問題股票上提供更多細節。最後，SET將

透過明年推出自由流通（free-float）加權指數，為其本身及相關指數股

價推升較高之熱門股票，如 Delta，提供投資人指引。 

（許亦菲 摘譯整理自日經亞洲，2023/8/23） 



1 

 

證券金融大事紀（2023年 8月） 

8月 1日：美國供應管理協會公布，7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由

6月的46升至46.4，低於市場預期的46.8，且為連續第9個月呈現

萎縮。美國供應管理協會調查顯示，石油和煤炭產品是美國六大

製造產業中，唯一在7月份呈現擴張的行業。 

8月 1日：惠譽(Fitch Ratings)宣布將美國債信評等自「AAA」降至「AA+」，

評等展望自「負面」改為「穩定」。主要是反映未來三年財政恐

將惡化、偏高且不斷擴增的政府債務負擔，以及過去二十年來反

覆出現舉債上限僵局及最後一刻決議，相較於其他「AA」、

「AAA」債信國家所呈現的治理標準弱化。 

8月 1日：中華經濟研究院發布7月台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指數

回跌至46.1，連續5個月呈現緊縮，主要因6月補庫存的短急單及

AI需求效應未擴散與延續，加上中國振興政策無力所致。7月台

灣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NMI)則回升至55.7。 

8月 3日：英國央行（BOE）宣布升息1 碼，將利率從原本的5%調升至5.25%，

符合市場預期，且為 2008 年 2 月以來新高。英國央行總裁貝

里表示，保持穩定的低通膨對英國經濟非常重要，今年通膨可能

持續走低，而能源對通膨的影響將轉為負面，非能源通膨的不確

定性增加。 

8月 4日：為響應淨零碳排目標並落實節能減碳行動，自112年8月10日起確

信機構及人員之認可申請作業，將可透過無紙化申請作業系統於

線上填具申請書及上傳佐證附件，且通過認可之確信機構及人員

名單將由系統自動揭示，改採線上無紙化作業將同時達到提升作

業效率及友善環境保護。 

8月 7日：為因應全球趨勢與《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臺灣碳權交易所正

式在高雄新創大樓揭牌。臺灣碳權交易所未來將攜手企業朝減碳

及碳中和方向邁進，創造低碳新商機。 

8月 8日：財政部公布7月出口387.3億美元，年減10.4%，連續11個月負成

長，但跌勢較預期收斂。累計1月至7月出口2,408.1億美元，較上

年同期減16.9%。7月出口負成長主係因全球升息效應壓抑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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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需求、中國大陸「冷復甦」、產業鏈的庫存調整尚未結束、

出口價格下滑與去年同期基期偏高所致。 

8月 9日：我國主計處發布7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1.88%，主係

蔬菜及油料費價格上漲所致，惟水果價格下跌，與個人照顧服務

上月逢端午節饋贈禮金，本月回跌，抵銷部分漲幅；扣除蔬菜、

水果及能源後之核心CPI則上漲2.73％。 

8月11日：MSCI宣布其季度調整並將臺股在「MSCI全球新興市場指數」權

重及「MSCI亞洲除日本指數」分別下調至15.4%與17.67%，然而

臺股在「MSCI全球市場指數」權重則維持在1.65%不變。 

8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將中期借貸便利（MLF）的得標利率，下調15

個基點至2.50%，7天期逆回購利率調降10個基點至1.8%。同時，

也宣布將進行人民幣2,040億元的7天逆回購操作，以及4,010億元

1年期MLF操作，以滿足金融機構需求。 

8月18日：我國主計處公布112年第2季經濟成長率為1.36%，並下修今年第

1季較去年同期經濟成長率至-3.31%。同時，我國上半年經濟成

長率-0.98％。主計總處也公布預測今年第3、4季經濟成長率分別

為2.54％及5.59％，而全年經濟成長率為1.61％。 

8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將1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降 10 個

基點至3.45%，而5 年期以上則維持在4.2%不變。 

8月21日：我國經濟部公布，7月外銷訂單477.3億美元，較上月增加8%，較

去年同月減12%，主因全球通膨及升息壓力仍高，終端市場需求

續疲，加上客戶持續去化庫存，以及國際原物料價格低於去年同

月所致。 

8月22日：臺灣證券交易所於鬆綁「臺灣創新板」發行面及交易面等六大規

定。發行面刪除原訂「資本額達1億元」的公司規模條件、調整

改列一般板的集保規定及提高公開銷售比例，交易面則放寬合格

投資人資格條件、調整改列一般板的開盤參考價與調整漲跌幅限

制。 

8月23日：我國經濟部公布，受需求疲弱影響，7月工業生產指數85.44，年

減15.2%，其中製造業指數84.24、年減15.68%，主因全球經濟成

長力道疲弱，消費與投資動能減速，產業鏈庫存調整時間拉長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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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我國國發會公布，7月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為15分，較上

月增加2分，燈號續呈藍燈。7月勞動市場維持穩定，零售及餐飲

業營業額持續成長，惟全球終端需求偏弱，致生產面、貿易面指

標續呈低迷，但受惠AI與雲端資料服務需求增加，跌幅已見收斂，

製造業廠商信心亦較上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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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8.15 6757 台灣虎航-創 陳漢銘 台新證券 新上市本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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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證券商異動情形 異動情形 

2023.08.07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東花蓮及府城、景

美、龍潭、文化及板橋中山等 6家分公司（證券

商代號：961W及 961E、961S、962W、962X及

961V，皆含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終止營業，並分

別以 112年 9月 8日、9月 15日、10月 13日、

10月 20日為最後營業日(臺證輔字第

11200141821號)。 

分公司終止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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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動態11208(證券服務使用)
	國際法規動態(11208)
	202308金融大事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