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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2022 年 4 月外資新聞稿（2022.05.05）

外資及陸資投資國內證券情形

一、 外國機構投資人（FINI）及大陸地區投資人（陸資）投資國內證券辦理登記情形如

次：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止，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完成登記 86 件；

境內外國機構投資人完成登記 0 件；大陸地區投資人完成登記 0 件。所稱陸資係指大陸

地區投資人依「大陸地區投資人來臺從事證券投資及期貨交易管理辦法」來臺從事財務

投資者，目前僅允許大陸地區證券、銀行及保險主管機關核准之合格機構投資者得來臺

投資。

二、 華僑及外國自然人（FIDI）投資國內證券辦理登記情形如次：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止，境外華僑及外國自然人完成登記 2 件；

境內華僑及外國自然人完成登記 210 件。

三、 全體外資（FINI 加 FIDI 及海外基金）及陸資投資上市（櫃）股票買賣超情況：

【證券暨期貨要聞】

重要會議決議事項及措施
（證券暨期貨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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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體外資：2022 年截至 4 月 30 日止，外資投資上市（櫃）股票情形如下：

1、 上市：外資買進上市股票總金額約新臺幣 60,680.04 億元，賣出上市股票

總金額約新臺幣 67,091.53 億元，外資累計賣超上市股票約新臺幣 6,411.49
億元。

2、 上櫃：外資買進上櫃股票總金額約新臺幣 10,054.41 億元，賣出上櫃股票

總金額約新臺幣 10,397.19 億元，外資累計賣超上櫃股票約新臺幣 342.78
億元。

（二） 陸資：2022 年截至 4 月 30 日止，陸資投資上市（櫃）股票情形如下：

1、 上市：陸資買進上市股票總金額約新臺幣 8.22 億元，賣出上市股票總金

額約新臺幣 16.77 億元，陸資累計賣超上市股票約新臺幣 8.55 億元。

2、 上櫃：陸資買進上櫃股票總金額約新臺幣 1.05 億元，賣出上櫃股票總金

額約新臺幣 3.12 億元，陸資累計賣超上櫃股票約新臺幣 2.07 億元。

四、 外資及陸資投資國內資金匯出入情況：

（一）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止，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華僑及外

國自然人累計淨匯出約 46.89 億美元；陸資無匯出入。

（二）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止，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華僑及外

國自然人累計淨匯出約 63.21 億美元；陸資累計淨匯出約 0.12 億美元。

（三） 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華僑及外國自然人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止累計淨匯

入約 2,232.34 億美元（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累積淨匯入 2,230.47 億美元；境

外華僑及外國自然人累積淨匯入 1.87 億美元），較 2022 年 3 月底累計淨匯

入 2,279.23 億美元，減少約 46.89 億美元；陸資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止累

積淨匯入約 0.29億美元，與 2022年 3月底累計淨匯入金額 0.29億美元相同。

五、 另配合外資向中央銀行補正申報資料，修正 110 年 3 月外資及陸資投資國內資金匯

出入情況如下：

（一）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華僑及外

國自然人累計淨匯出約 68.93 億美元；陸資累計淨匯入約 0.03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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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華僑及外

國自然人累計淨匯出約 16.32 億美元；陸資累計淨匯出約 0.12 億美元。

（三） 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華僑及外國自然人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累計淨匯

入約 2,279.23 億美元（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累積淨匯入 2,277.29 億美元；境

外華僑及外國自然人累積淨匯入 1.94 億美元），較 2022 年 2 月底累計淨匯

入 2,348.16 億美元，減少約 68.93 億美元；陸資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累

積淨匯入約 0.29 億美元，較 2022 年 2 月底累計淨匯入 0.26 億美元，增加約

0.03 億美元。

貳、預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部分條文草案

（2022.05.03）

金管會為明確規範解任董事長之程序及完善公司治理精神，爰研擬修正「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部分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一、 董事會重要討論事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考量涉及公司經營之重大事項，董事為

決策前應有充分之資訊及時間評估其議案，爰明定涉及公司經營之重大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以臨時動議提出。

二、 董事長之選任或解任應提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討論：公司法明定，董事長之選任應

由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決議，其解任亦應由原選任之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決議為

之，復基於董事長之解任與選任同屬公司重要事項，爰明定董事長之選任或解任應

提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討論。

金管會表示，此次修正草案除將刊登行政院公報外，亦將於金管會網站刊登該草案

之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界如有任何意見，請於公告翌日起 60 日內，自金管會

「本會主管法規整合查詢系統」網站 ( 網址：https://law.fsc.gov.tw/) 之「法規草案預告

論壇」網頁內陳述意見或洽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參、預告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等法規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2022.05.10）

為提升企業發行員工獎酬工具之彈性，以適時藉由發行獎酬工具吸引或留住人才，

另為落實公司治理，確保發行人發放員工獎酬工具予員工有所依據並依相關審核程序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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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及強化資訊揭露，爰研議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上市上

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及「公司募集

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等四法規，相關修正重點如下： 

一、 放寬員工獎酬工具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後之發行期限 : 為協助企業吸引或留住人才，

參考國外員工獎酬計畫實務，放寬員工認股權憑證、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經金管會申

報生效後之發行期限為二年。

二、 規範發放員工獎酬工具應考量事項及審核程序：明定發行人應將發放員工認股權憑

證、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買回股份

轉讓予員工之參考依據及相關審核程序納入發行或轉讓辦法。

三、 強化員工獎酬工具資訊揭露 : 為強化員工認股權憑證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資訊揭

露，參考國外實務，增列發行資訊相關揭露內容。

金管會表示，此次修正草案除將刊登於行政院公報外，亦將於金管會網站刊登該草

案之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界如有任何意見，請於公告翌日起 60 日內，於金管

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之「草案預告」網頁內陳述意見或洽詢金管會證期局。

肆、金管會提醒上市櫃公司於疫情期間召開股東會，應依『防疫作業指引』

辦理，並鼓勵投資人多使用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2022.05.10）

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金管會前已公告自 2020年 4月 20日起股東進入股東會會場，

應佩戴口罩並配合量測體溫，未佩戴口罩，或經連續量測二次體溫有發燒達額溫攝氏

37.5 度或耳溫攝氏 38 度者，禁止該股東進入股東會會場。隨著 2022 年股東常會即將到

來，金管會再次提醒各公司召開股東會，應依集保公司配合疫情滾動調整之「因應防疫

召開股東會之作業指引」辦理，並事先妥為規劃會場安排，俾利完成股東常會之召開。

另為利股東行使表決權，金管會已規定全體上市櫃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應

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會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且為落實股東行動主義並持續提升公司

治理，金管會於 2022 年 1 月 18 日發布命令，將適用範圍擴大至全體興櫃公司，並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金管會呼籲公司及股務代理機構於疫情期間，鼓勵股東積極

採用電子投票方式行使表決權，俾兼顧防範疫情及符合公司召開股東會實務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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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金管會核准證券集中保管事業得經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集中清算之款

項總額收付業務（2022.05.12）

為提升投信基金款項收付之整體作業效率，金管會將推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參與

境內基金集中清算平台列為金管會資本市場藍圖策略四「提升金融中介機構市場功能及

競爭力」之具體措施之一，爰於 2022 年 5 月 12 日發布令，核准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集保結算所）得經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集中清算之款項總額收付業

務」，並督導集保結算所規劃建置境內基金集中清算平台，提供銷售機構及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與保管銀行間之基金款項收付服務。

金管會表示，現行境內基金市場係採 39 家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 24 家基金保管銀行

處理逾千檔基金不同級別基金專戶之作業模式，多對多之資訊流及金流，產生人工作業

及匯款成本偏高，據集保結算所統計，2021 年全市場匯款及扣款成本即高達 4.2 億元。

境內基金集中清算平台建置後可自動產製基金款項交割指示，代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處理

其銷售機構及投資人之申購、買回交易及款項作業，亦可協助直接向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申購基金之投資人彙整多筆申購款項直接匯入平台，減少匯款費用。另透過上開平台建

立基金市場款項收付作業標準化與自動化的機制，更可以簡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基金

銷售機構及保管銀行款項處理的程序，有效降低作業風險及成本，提升基金市場競爭

力，並增進資金運用效率，促進基金交易之活絡及穩定成長。

金管會亦將督導集保結算所及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就技術面

及制度面修正訂定相關規範，以利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基金銷售機構及保管銀行有一致

性標準可茲遵循。

陸、我國出口動能持續成長，建議投資人關注上市櫃公司基本面

（2022.05.12）

一、 台股表現尚稱持穩

近期國際間受美國聯準會（Fed）升息、烏俄地緣政治因素及通膨疑慮等因素影響，

致股市震盪增加，台股亦隨國際股市波動，（5/12）日台股收盤 15,616 點（-2.43%），

成交量約 2,583 億元。經查今年以來截至（5/11）日台股跌幅 12.14%，表現仍優於美國

NASDAQ（-27.36%）、上海（-15.96%）、香港（-15.27%）、韓國（-12.94%）及道瓊

工業（-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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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股總體經濟持續成長、基本面尚屬穩健

（一） 總體經濟持續成長：財政部 2022 年 5 月 9 日公布 4 月進出口統計，單月出

口值 416.6 億美元，創歷年單月第三高，較去年同期增加 22.3%，出口達成

連 22 紅紀錄。又國發會公布 2022 年 3 月景氣對策信號燈號為綠燈，顯示當

前景氣穩定。

（二） 上市櫃公司基本面尚屬穩健：台股短期雖受到升息議題等不確定因素影響，

但股市長期仍將回歸基本面，台股集中市場 2022 年截至 4 月底本益比約

12.55 倍，現金殖利率達 4.20%（加計股票股利為 4.36%），另國內上市櫃

公司 2022 年 4 月份營收 3.26 兆元，創歷年同月新高，且截至 4 月底累計營

收約 13.48 兆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0.39%，故台股基本面尚稱穩健。

三、 金管會建議投資人可多關注上市櫃公司基本面變化，依本身投資策略審慎投資、注

意風險；另本會將持續關注美國聯準會利率政策、烏俄情勢及疫情變化對總體經濟

影響及台股表現，並持續督導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加強注意上市櫃公司相關資訊及時

揭露，倘股市發生非理性下跌情事，必要時將採取相關穩定措施。

柒、預告修正「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部分條文及附

表修正草案（2022.05.17）

為加強第一上市（櫃）公司募資案件之審理與控管、衡平國內外發行人募資規範，

並放寬外國興櫃公司發行普通公司債幣別管控，爰研議修正「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修正重點如下：

一、 強化對第一上市（櫃）公司之募資管理：

（一） 衡平國內外發行人募資規範：

1、 新增二十個營業日之申報生效期間：針對第一上市（櫃）公司於國內發行

具股權性質之公司債及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等影響投資人較廣之募資

案件，如有前次募資案件經金管會退回、撤銷或廢止、申報年度及前一年

度受本會依證券交易法處分達二次以上、最近二年度連續虧損或每股淨值

低於面額、涉及非常規交易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近期營運發生重大移

轉、董事發生重大變動且營業範圍重大變更或證券承銷商缺失達五點以

上，參照「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以下簡稱募發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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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7 條第 2 項及第 39 條第 2 項規定，延長審查

期間為二十個營業日。（新增條文第 5-1 條，修正條文第 5 條）

2、 增加退件條款：參照募發準則第 8 條規定，增列金管會得退回申報案件之

情事，包含增訂前各次募資案件執行進度嚴重落後或計畫重大變更未經股

東會同意或未依申報生效後應辦事項辦理、本次募資用途疑投入有價證券

買賣、為他人借款提供擔保重大違反規定、辦理合併或受讓或依法律規定

進行收購或分割發行新股重大違反規定或有異常情事、經營權發生重大變

動且財務業務有重大變化未依規定辦理股份集中保管等不宜對外募資情

形。（修正條文第 8 條）

3、 為促使公司提升營利能力以保障投資，參考公司法第 270 條規定，要求連

續二年稅後虧損之第一上市（櫃）公司，應檢具健全營業計畫書始得辦理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或發行具股權性質之公司債。（修正附表 1、17、36 及

36-1）

（二） 強化募資後之控管：

1、 延長承銷商對募資案件之保薦期間：為強化第一上市（櫃）公司之專家輔

導責任，延長證券承銷商對第一上市（櫃）公司募資案件之保薦期間，由

現行募集完成年度及其後二個會計年度延長至三個會計年度。（修正條文

第 6 條）

2、 加強募資計畫執行控管：就計畫實際執行情形有重大差異情事應提報董事

會及股東會辦理計畫變更。（修正條文第 10 條）

3、 加強募資資金管控：如重要子公司係位於中國大陸者，應將在臺所募資

金存放於臺資銀行或其海外子（分）行並依計畫支用。（修正附表 1 及

17，新增附表 48）

二、 放寬債券發行範圍並修正公開說明書規範：

（一） 為活絡我國國際債券市場，放寬外國興櫃公司得發行外幣計價普通公司債。

（修正條文第 49 條）

（二） 配合公司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已就普通公司債

銷售對象為專業投資人及非專業投資人分別訂定公開說明書應揭露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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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參考募發準則規定修正相關準用規定。（修正條文第 50 條）

三、 其他修正：

（一） 訂定外國發行人於國內募集與發行普通公司債，經申報生效後相關資金運用

及匯兌事宜。（修正條文第 10 條）

（二） 為提升行政效率及落實監理一致性，依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明定授權金

管會得委託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辦理停止外國發行人股票

公開發行事項。（修正條文第 59-2 條）

金管會表示，為廣納多方意見以期修正方向臻於周延，除將刊登行政院公報外，亦

將於金管會網站刊登法規草案之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界如有任何意見，請於公告翌

日起 60 日內，於金管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之「草案預告」網頁內陳述意見。

捌、盤中零股交易制度上線一年成效顯著，有助於提供年輕人及小資族群

多元參與資本市場之管道（2022.05.19）

為利年輕人及小資族群投資台股，並活絡零股交易市場，證券市場業於 2018 年 10
月 26 日實施盤中零股交易制度，對證券市場的多元發展有重大助益。

經觀察盤中零股交易制度實施一年之成效如下：

一、 上線後零股交易成交值及與大盤占比均顯著提升

經查盤中零股上線後 1 年（2018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上市零股

日均成交金額 19.34 億元，約占集中市場成交金額 0.52%，其中盤中零股日均成交金額

17.40 億元（占比 0.46%），較上線前 (2020 年 1 月至 9 月 ) 盤後零股日均成交金額 2.23
億元（占比 0.12%）顯著提升；另上櫃零股日均成交金額 2.71 億元，約占櫃買市場成

交金額 0.38%，其中盤中零股日均成交金額 2.40 億元（占比 0.34%），亦較上線前盤後

零股日均成交金額 0.54 億元（占比 0.11%）顯著提升。

二、 盤中零股交易有益於年輕及小資族參與股市

盤中零股交易制度上線後，零股成交戶數大幅成長，上市零股成交戶數由上線前約

32 萬戶成長至 89 萬戶、上櫃則由約 35 萬戶成長至 92 萬戶，其中 30 歲以下年輕族群

成長幅度最大，上市占比由 21.10% 成長至 26.8%，上櫃亦由 10.31% 成長至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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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零股上線 1 年同期間之整股年齡層占比，上市櫃 30 歲以下族群約為 15.8% 及

14.93%，顯示新制實施有助年輕及小資族參與股市。

三、 盤中零股交易標的

觀察上市盤中零股交易標的，以權值股、高價股與金融股居多，台灣 50 成分股成

交金額占比達 68%；另上櫃盤中零股交易標的，以生技醫療與科技類股居多，成交量

占比約 47.82%。

金管會表示，盤中零股交易可增加投資人於盤中交易時段買賣零股管道，亦便利年

輕人及小資族群進行投資，將資金進行有效的利用，以達普惠金融之目的，惟提醒投資

人仍應審慎評估交易成本及自身財力情況，並應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等基本面狀況，注意

相關投資風險。

玖、「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

完成預告程序，將於近日內發布施行（2022.05.24）

金管會通盤檢視本會所業管法規涉「重大裁罰」文字之規範，其中證券業務部分研

擬修正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下稱 OSU 設置辦法）第 2 條條文，

已完成法規預告，將依行政程序於近日發布施行。

為明確證券商申請在我國設置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之守法性要件審查，本次於

OSU設置辦法第 2條第 1項第 3款明定有關「重大違規」之定義，以利申請證券商遵循：

一、 最近三年曾受金管會依證券交易法第 178 條之 1 規定處法定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以

上之罰鍰。

二、 最近三個月曾受金管會依證券交易法第 66 條第 1 款所為之警告處分。

三、 最近半年曾受金管會命令該發行人解除其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職務處分，或撤換

其負責人或其他有關人員之處分。

四、 最近一年曾受金管會停業之處分。

五、 最近二年曾受金管會撤銷或廢止部分營業許可之處分。

六、  最近二年曾受中央銀行撤銷或廢止一部或全部辦理外匯業務許可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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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上市（櫃）公司公告申報 111 年第 1 季財務報告情形（2022.05.24）

截至 2022年 5月 16日，上市（櫃）公司應申報家數共計 1,745家（含第一上市（櫃）

公司，不含金控公司），除上市公司全友電腦、第一上市公司康控 -KY 及第一上櫃公

司大略 -KY 等 3 家公司業經同意延期 1 個月申報；另上市公司台開及互億未如期出具

2022 年第 1 季財務報告外，其餘公司均已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公告申報。

上市公司（不含第一上市公司）2022 年第 1 季營業收入新臺幣（以下同）9 兆 308
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 兆 2,112 億元，成長 15.49%；稅前淨利為 1 兆 1,485 億元，較

去年同期增加 2,464億元，成長 27.31%，與近十年同期相較，營收及獲利金額均為最高。

2022 年第 1 季獲利成長主係航運業因塞港緩解略慢，支撐運價維持高檔，致獲利大幅

成長；半導體業受惠 5G 應用、高階運算及車用電子等需求持續成長，大幅推升獲利；

電子零組件業因伺服器及車用電子等終端需求熱絡，帶動獲利成長。

上櫃公司（不含第一上櫃公司）2022 年第 1 季營業收入 6,484 億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 645 億元，成長 11.05%；稅前淨利為 768 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80 億元，成長

11.63%，與近十年同期相較，營收及獲利金額均為最高。2022 年第 1 季獲利成長主係

鋼鐵工業受惠於市場需求增加，產品價格走高，致獲利成長；光電業因終端需求成長而

推升獲利；半導體業因整體銷售量成長及高毛利之產品銷售量增加，帶動獲利成長。

上市（櫃）公司 2022 年第 1 季營運情形分析

單位：新臺幣億元 
 營業收入 稅前淨利

2022 年

第 1 季

2021 年

第 1 季

增（減）

金額

增

（減）%
2022 年

第 1 季

2021 年

第 1 季

增（減）

金額

增

（減）%

上市 90,308 78,196 12,112 15.49% 11,485 9,021 2,464 27.31%

上櫃 6,484 5,839 645 11.05% 768 688 80 11.63%

上市（櫃）合計 96,792 84,035 12,757 15.18% 12,253 9,709 2,544 26.20%

第一上市 2,292 2,001 291 14.54% 335 238 97 40.76%

第一上櫃 151 129 22 17.05% 19 12 7 58.33%
第一上市（櫃）

合計
2,443 2,130 313 14.69% 354 250 104 41.60%

整體上市（櫃）

合計
99,235 86,165 13,070 15.17% 12,607 9,959 2,648 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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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澄清今日媒體報導「TDR 在證交法中遲未釐清，監院報告也認金

管會違憲」（2022.05.24）

一、 臺灣存託憑證係證券交易法規範之有價證券：證券交易法中「有價證券」之定義，

係採「有限列舉，概括授權」之立法方式，主管機關得依實務需要，核定增列法律

明文列舉外之其他類型有價證券。按臺灣存託憑證（下稱 TDR）係存託機構在我

國境內所發行表彰存放於保管機構之外國發行人有價證券之憑證，為前財政部證券

管理委員會依證券交易法第 6 條於 76 年 9 月 12 日（76）臺財證（二）字第 00900
號公告核定之有價證券，未有法律不明確之情事；另為規範 TDR 在臺之募集與發

行，1992 即依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第 4 項授權訂定「募集與發行臺灣存託憑證處理

準則」（嗣於 1996 年更名為「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至

本會 2012 年 1 月 4 日證券交易法新增第 165 條之 2，係為強化第二上市櫃公司之

責任，尚非該條修正後 TDR 始為證券交易法規範之有價證券。

二、 現行 TDR 相關規範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法律保留原則及罪刑法定原則：監察院

前於 109 年 7 月就受理民眾陳情案函請本會說明，經本會向其說明目前司法實務與

學說見解均認為 TDR 為證交法規範之有價證券，且依大法官 2019 年 9 月 27 日第

1497 號就本案陳情人聲請釋憲之決議，客觀上尚難謂有何違反授權明確性、法律

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並未認現行 TDR 規範有違憲情形。

拾貳、違規案件之處理

一、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處罰鍰計 6 件：

1. 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人 蕭○○

2. 譁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內部人 林○○

3. 藥華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內部人 李○○

4. 億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人 曾○○

5. 富邦金控股份有限公司內部人 謝○○

6. 上曜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內部人 宋○○

二、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第 3 款、第 14 條之 1 第 3 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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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計 7 件：

1. 鈞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陳○○

2. 海樂影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吳○○

3. 金品軒鍊金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蘇○○

4. 樂士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陳○○

5. 台灣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邱○○

6. 互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廖○○

7. 明躍國際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吳○○

三、違反期貨商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2 項、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6 條第 2
項第 13 款等規定，對康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處罰鍰新臺幣 36 萬元，停止受處分人

陳○○ 6 個月期貨業務之執行，期間自 111 年 5 月 15 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14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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