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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資本市場藍圖(110~112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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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金融中介機構

市場功能及競爭力

強化發行市場功能，

支援實體經濟發展

活絡交易市場，

提升效率及流動性

吸引國內外資金參與，
提高市場國際能見度

鼓勵金融創新與多元
金融商品之發展

◼ 設置創新性新板、強化證券市場專家之責任與管理

        優化IPO及SPO募資相關規範、提升審計品質

        強化上市櫃公司監理及優化資訊公開(19項)

◼ 推動盤中零股交易、提升交易資訊透明度及投資人風險控管能力

        規劃股票造市者制度 、打造友善稅制

        精進交割結算基金制度(11項)

五大策略、84項具體措施一

提升金融中介機構

市場功能及競爭力

吸引國內外資金參與，
提高市場國際能見度

鼓勵金融創新與多元
金融商品之發展

◼ 提升外資投資便利性及效率 、推廣臺股市場與強化國際合作

        強化投資人保護與教育宣導、持續吸引國內資金投入臺股市場

        因應Basel III實施，爭取合格集中結算機構(QCCP)資格(15項)

◼ 推動數位轉型及監理科技、推動證券商發展投資銀行業務

        推動投信投顧事業擴大業務發展、促進期貨業業務發展

        提升市場資安防護能力 、培育金融專業人才 (27項)

◼ 設置永續板 、建置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制度

        擴大資產管理業務規模、推動證券期貨業多元金融商品發展(12項)



藍圖推動情形

110年
31項(37%)

111年
23項(28%)

112年
30項(35%)

84項具體措施均已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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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歷 高 通 膨 、 氣 候 變 遷

   及 國 際 政 經 局 勢 變 化 等 ，

   臺灣資本市場仍然展現韌性、穩健前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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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家數

單位：新台幣兆元

截至112年底上市櫃家數達1,813家，較109年

底新增83家，市值突破60兆元(+27.2%)

資本市場發揮籌資功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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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股指數自14,732點上升至

17,930點，漲幅約21.7% 

臺股漲幅居全球前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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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瓊工業 日經225 台股加權 FTSE-100 NASDAQ 新加坡 南韓KOSPI 香港恆生

近三年國際主要股市指數成長率

與國際主要股市相比，臺股加權近三年累積漲幅

達21.71%，位於亞洲主要市場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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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股對外資具高度吸引力(三)

單位：億美元

2085

2296

2160

2455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2400

2500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近三年外資累計淨匯入金額

臺股外資累計淨匯入至112年底

約為2,455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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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夜盤交易量占比至
112年度已超過3成

ETF資產規模已達3.56兆元，相較109年1.74兆元，

成長幅度超過1倍

單位：檔數 單位：新台幣兆元

ETF資產規模及期貨夜盤交易成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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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資本市場藍圖
之重要項目成果

三



支持國家產業發

展政策

扶植六大核

心戰略產業
及創新產業

支持實體經濟

發展

協助新創業者

籌資

開板2年成效臺灣創新板
(上市)

110年7月20日開板

合適掛牌條件

依新創營運型態
及特性量身打造

簡易公開發行

加速新創業者
進入資本市場

✓ 截至112年底，計有10家掛牌，

市值1,510億元，較111年底僅1

家掛牌，市值107億元，大幅成

長。

✓ 另開板迄今累計24家申請，除10

家已掛牌外，尚有3家待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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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創新事業籌資-創新性新板(一)



層次性公告項目分類

分為公司現況、營運概況、財報、會議表決、
重大合約投資、重大訊息6類

快速中英文切換

提升雙語化友善度，單一鍵中英文切換

多功能搜尋列

依市場別、公司、公告項目搜尋

國際化查詢介面

• 快速、簡易、直覺化查詢方式

• 可顯示單一公司全部公告資訊

優化公開資訊觀測站

111年度(自4月28日上線起)整年點閱

逾146萬次，112年度查詢點閱次數

為已逾898萬次。

10

(二)



實施造市者制度

造 市 者盡責報價
共 8家券商擔任造市者 (提供買賣報價 )， 2家為流動量提供者 (積極參

與交易 )，目前報價達成率為 9 8%。

造 市檔數說明
特定優質低流動性股票報價檔數約為 5 0檔。

特定股票成交值提升
截至 1 1 2年上半年度造市標的日均值提升 3 0 5%。

新 一 期 造 市 活 動 日 均 值成長
1 1 1 . 7 . 1起增列符合 E S G優質公司得酌降 E P S篩選標準，並提供
E S G專屬造市獎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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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門檻，小資族做股東
盤中零股日均成交倍增＋8倍
年輕人參與度持續攀升21%→28%

推動盤中零股交易(四)

21.1%

27.8%

年輕人(30歲以下)戶數占比

2.23億元
(日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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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門檻

%

0

10

20

30

112年11月110年10月109年9月
日均值(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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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億元
0.66%

111年10月

18.26億元
0.57%

17.4億元
0.46%

109.10.26實施
盤中零股



推動股東會視訊會議

配合防疫政策，開放符合一定

條件之公開發行公司得採實體

股東會並輔以視訊輔助方式召

開股東會。

110年

強化提供數位落差股東之替

代措施及相關緊急應變措施。

112年111年
配合公司法修正相關法規，開放

公開發行公司得以視訊方式召開

股東會，並於111.4.1完成建置視

訊股東會作業平台並正式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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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家

↑成長5.7倍(110年->112年) 97家

72家

✓ e-Meeting~共有185家次
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1
家召開『純視訊股東會』，
計有122家次上市公司、48家
次上櫃公司、10家次興櫃公
司及5家次公開發行公司。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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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寬證券商得依客戶所需，
提供各種金錢及有價證券信
託商品，如：安養信託、子
女教育信託等商品。

➢ 開放「T+0借款」，投資
人可提早2個營業日收到交
割款。自111.5.9上線至今
累計承作之證券商共17家。

開放資產
管理業務

提升資金
運用成效

優化複委託
投資人多元
交易方式

➢ 於110.5.4開放定期定額買賣外
國有價證券，截至112年11月
底交易量累計達16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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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推動證券商發展投資銀行業務



2024/1/11

取得國際合格集中結算交易對手(QCCP)認可

國家 辦理進度

歐盟

⚫ EC於111.9.28公告，我國期貨法規架構及監理機制，符合歐盟法規對等規範

⚫ 本會與ESMA於111年10月完成簽署MoU

⚫ 期交所於111.12.31經ESMA認可之第三國合格集中結算機構 (TC-CCP)。

美國
⚫ 雙方主管機關於112年11月完成簽署MoU及其附函(side letter)之程序

⚫ 期交所於111.9.15 獲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核發No-Action Relief, 刻向CFTC爭取永久性資
格 (Exempt DCO)

澳洲 ⚫ 期交所111.6.9 取得我國店頭QCCP認可，澳洲金融機構可依規定自行認可期交所為QCCP

英國
⚫ 依英國過渡性規範，期交所得自申請日起暫視為QCCP(至114年8月)

⚫ 期交所刻爭取BOE永久性認可

日本
⚫ 本會與日本金融廳業於112年8月簽署資訊交換協議

⚫ 期交所於112.10.13獲日本金融廳認可為新臺幣IRS合格結算機構

加拿大
⚫ 本會與加拿大OSC於112年3月完成簽署MOU

⚫ 期交所刻爭取OSC豁免註冊為結算機構 15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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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金額逐年成長並

創新高， 106 年至
112年期間年複合成
長率達39% 。

• 111年國際市場衰退
24%，我國逆勢成長
6%。

• 112年國際市場衰退
0.4%，我國則成長
31%。

發行金額較國際明顯
增長

-2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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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韌性．永續

迎向資本市場新未來金管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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