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資人須知 2024-09 

 

 

 

 

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外國有價證券(不含境外基金)投資人須知 

(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 

 

 

投資警語： 

一、金管會僅核准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外國有價證券顧問業務，並未准其得在國內從事外

國有價證券募集、發行或買賣之業務。 

二、外國有價證券係依外國法令募集與發行，其公開說

明書、財務報告及年報等相關事項，均係依該外國

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瞭解判斷。 

 

 

 

 

 

 

 



第 2 頁 

                                                                          投資人須知 2024-09 

壹、 公司簡介： 

一、 投資顧問事業名稱：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二、 營業所在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157號 4樓 

三、 負責人：胡睿涵董事長 

四、 公司簡介： 

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係依據中華民國公司法之規定，於民國 76 年 9月 22

日設立，並於民國 76 年 10月正式營業，目前為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百所

屬子公司，目前資本額為壹億元整。 

五、 辦理業務種類： 

（一） 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二）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有關業務。 

 

貳、外國有價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本投資人須知茲依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 21條第 3項規定，說明有關顧問之

外國有價證券市場之相關資料，如下： 

一、一般性資料 

(1) 國家或地區之面積、人口、語言 

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稱中國，是位於東亞及太平洋西岸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現首都為北京。

陸地國土總面積約 960萬平方公里，是世界陸地面積第二大的國家，國家面積第三大的國

家。全國跨越五個地理時區，但均使用北京時間（即 UTC+8）。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國際社會

的重要一員，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也是眾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多邊國際組織的成

員（包括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合組織、金磚五國、上海合作組織和 20 國集團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潛在超級大國之一，被視作未來一段時間內對超級大國地位有力競爭者之

一。 

面積：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領土面積達 960多萬平方公里，居全球第三位，其中領陸面積為世界第

二位；主張領海面積為 473 萬平方公里。陸界長 22,457公里，從東北部到南部，與以下 14

國依次接壤：朝鮮、俄羅斯、蒙古、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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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緬甸、寮國、越南。 大陸海岸線 18,000公里，沿海島嶼有

5400多個，總面積 3.87萬平方公里。 

人口：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2020年 1月 17日發布數據，中國大陸總人口突破 14億人，

為 14億 5萬人，過去中國一直穩居世界人口最多國家的寶座多年。2022年中國的出生人數

將降至歷史最低點。2023年 4月，中國人口總數被印度超越，滑落至世界第二。 

語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規定稱：「本法所稱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

普通話和規範漢字」。這表明目前中國大陸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範漢字。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稱：「在少數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區，

人民法院應當用當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進行審理和發布法律文書」。這表明目前中國大

陸的語言文字包括官方的普通話、規範漢字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香港的法定語言是繁體中

文、廣東話與英語/文；澳門的官方語言是繁體中文、廣東話和葡萄牙語。 

(2) 政治背景及外交關係 

政治背景 

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執政黨，並由中國共產黨主導將這個規定

寫入憲法各版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黨制度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

度，也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或一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雖然憲法的正文並未提到

中國共產黨，但是在序言則多次出現中國共產黨及其指導思想，如 2004年版序言中有「中

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等序語。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是最高國家權力機構，它的常設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與全國人大常委會聯合行使中國國家元首的職權。國家主席由全

國人大全體會議選舉產生，每屆任期五年，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實行總理負責制，國務院總理作為「實

際上」的政府首腦可以連任一次，任期與全國人大相同。 

 

根據 1949年 9月 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於北平」，「北平改名為北

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西元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紅底五星旗，象徵

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1950 年 9月 2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

公佈國徽的內容為「國旗、天安門、齒輪和麥稻穗」。根據 1982年 12月 4日《第五屆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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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議》：「《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歌」，後來在 2004 年 3月 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正式將《義

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寫入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第四章 第一百三十六條 第二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各級人民政府、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鄉鎮、縣一級和不設區的市人大由選

民直接選舉產生，其他人大由下級人大選舉產生。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農村人口佔

絕大多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選舉法對城市和農村的選票比例做出了比例限制，2010

年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會會期中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選舉法》的修正案，正式

規定城鄉同票同權，但仍然未讓農民工的選舉權能更為便利的行使，是本次修法的局限所

在。由於選舉制度的未完善，中國地方選舉中容易出現問題，但總體來說區縣、鄉鎮級的人

大代表選舉均是正常進行的。 

政體和基本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

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官方自稱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代表

大會制度。 

政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

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

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

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政黨只有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在 1949

年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迄今一直是中國的當然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強調「槍杆子裡面出政

權」，用槍杆子保衛江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各級法院也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不僅如此，中國共產黨還控制著全國總工會，各級工會，甚至在民營企業也建立了黨組織，

觸角伸向中國社會各個角落。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各屆中央委員會會議往往對國家政

策的走向有直接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 8個民主黨派，分別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

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各民主黨派成員 80多萬人，地方組織數量 2,404個，基層組織數

量 37,639個。值得注意的是，這 8個黨派要麼是 1949年之前就存在，並在內戰中支持中國

共產黨而與之結盟的黨派，要麼是 1949年之後成立，但是主要人員都是在 1949 年之前支持

中國共產黨的人士（如民革）。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允許公民結社，但是迄今並無黨派

組建；中國共產黨亦將任何組黨苗頭在萌芽狀態壓制。 

外交關係 

中國外交政策依據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動「求同存異」與三個世界理論等概

念，鼓勵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互相交流，也與被西方國家批評為獨裁的國家有所聯繫。197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代表，也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

中國是不結盟運動的觀察國和領導國，積極爭取開發中國家的支持。2003年，針對中國威

http://www.cifca.org.cn/Web/YouChengTongJi.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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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論中國第四代領導人提出中國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後修改為「和平發展」的論述。目前，

中國與 180個國家建立了大使級的外交關係，設有 173個大使館。另外中國有 30個省級行

政區和 444個城市，這些城市和省級行政區與 133個國家的 488個省級行政區和 1,499個城

市建立了友好城市關係。截至 2021年 1月，有 72個國家與地區提供免簽證和落地簽證待遇。 

2014年，習近平表示中國將致力於和其他國家合作，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決在領土主權和海

洋權益等問題。今日中國常被視為新興的潛在超級大國，許多評論家關注其快速成長的經濟

動能、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龐大的人口以及不斷增長的國際影響力，並認為中國將在 21

世紀成為具重大影響力的世界角色。然而評論者警告泡沫經濟威脅和人口結構失衡，將延緩

甚至阻止中國在本世紀的經濟成長；有的則質疑中國作為「超級大國」的定義，認為中國獨

大的經濟不會讓其發展成為超級大國，並指出中國並沒有美國的軍事和文化影響力。 

在 2023年 6月 14日德國出台的首份《國家戰略安全》中提到，「中國正在以各種方式試圖

重塑現有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越來越積極地要求獲得區域優勢。而中國外交部美大司司

長楊濤則稱：「中國是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是當前國際秩序的創立者和

維護者，也是受益者，我們為什麼要改變現有國際秩序？有些人總是在說「基於規則的國際

秩序」，那是基於什麼規則？如果是《聯合國憲章》，中方沒有問題，如果只是少數國家制定

的規則，和許多國家一樣，中方難以苟同。 

(3) 政府組織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單一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立法權，並負責產生國家元首及國家的

行政機關、軍事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常設立法機關，自身亦負

責憲法的解釋與合憲性的審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包括解放軍現役和預備役部隊、

武裝員警和民兵，由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 

(4) 經濟背景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經濟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上重要的新興經濟體，也是金磚國家之

一。與世界各國經貿關係緊密。按照世界銀行劃分標準，以人均 GDP衡量中國屬於中上等收

入國家。中國經濟曾經在世界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清代中葉以前中國經濟規模長期居世界第

一。然而近代以來中國未能跟上西方工業化腳步，加之戰亂不斷，以致成為落後國家。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頭三十年，實行蘇聯式計劃經濟，雖在特定行業有所發展，但相對於

歐美日戰後經濟黃金時期及亞洲四小龍自 70年代的經濟騰飛，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

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更加拉大。 

1970年代末，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經濟模式向市場經濟方向轉變，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

得以步入高速發展階段。80 年代政府在南方成立了若干經濟特區，它們成為引領中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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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經濟的火車頭。92年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進一步深化了改革開放。進入二十一世紀

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繼續保持穩步高速增長，其中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經濟發展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斷強調增加個人收入，並鼓勵採用新的管理模式來提高產量。政府也

將外貿作為刺激經濟增長的手段，因此 20多年間建立了五個經濟特區和超過 2,000個規模

不一的經濟技術開發區，為外資提供更寬鬆的政策以及更好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國資本。 

從 1978年到 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生產總值由 3,645億元增長到 24.95 萬億元，年

均實際增長 9.8%。1978 年以來中國內地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近十倍。按國際滙率計算，

2007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總額則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又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

據，2000年至 2006年，中國內地的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增長 8%-11%左右。 

1978年實行經濟改革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每日生活費用不足 1美元（購買力平價）

的人口貧困率，已由 1970年代末的約 64%降低為 1990年代後期至今的不足 10%。2014年中

國人均收入為 7,476美元，在世界人均 GDP收入排名第 84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中國大陸經濟經歷長期戰亂後基本停滯，於是在由周恩來、陳雲制定

下中國從 1953年到 1957年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其中含有蘇聯的幫助，一五期間中

國經濟開始恢復，之後有開始執行二五到五五的五年計劃。期間受到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等運動嚴重影響，這些計劃有失有得。 

直到 1978年底，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作出把「黨

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此次會議形成了以鄧小平

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鄧小平改變經濟政策，將經濟從舊有的蘇聯式計劃經濟體制轉為

市場導向的經濟模式，並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不過政府依然佔據主導地

位。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改革先從農村開始，在政

府指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逐步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有了生產自主權，提

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在城市方面，1985年，城市改革展開，重點是國有企業的改革。198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深圳、汕頭、珠海、廈門和海南等經濟特區。1992 年，中共十

四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允許企業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允許私人經營一些行業，

並打開國門，引進外資。199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批准開發上海浦東新區。1997年中

國共產黨第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上要求計劃出售一些效能低下的國有企業並整合國有企

業，並在 1998年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經過 3年努力到 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

絕大數國有企業實現了盈利。 

進入 21世紀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保持較快增長，並於 2001年 12 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2004年 3月 14日，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公民合法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入憲的

憲法修正案。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納入十一五規劃和

國家戰略，設立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使天津成為「中國經濟未來第三增長極」。2008

年次貸危機爆發導致的外需減少出口下滑，中華人民共和國推出了 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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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3月，通過政府十二五規劃，持續推動經濟改革，刺激國內消費。2011 年至 2015

年的十二五計畫，促進城鎮都市化、製造業轉型升級及加強鄉村地區基礎建設。中國大陸於

2013年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個跨國經濟帶，合稱「一帶

一路」，涉及歐亞非三大洲 65個國家。針對「一帶一路」地區基礎建設提供資金而設立的亞

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AIIB)，目前已有 80個國家加入。然「一帶一路」工程

能否順利推行，取決於中國大陸在中亞及南海地區的影響力。 

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官

方智庫中國社科院日前發布的報告中指出，綜合各方情況預估，2023年的成長率可能在 5.0%

左右；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王一鳴日前在公開場合提到，中國經濟今年有望實現

5%以上的成長，若能加大改革開放力道、政策落實，更有望超出預期。2020年受到 COVID-19

疫情衝擊影響，當年經濟成長率僅 2.24%，創下 1976年以來最差的成績。2021 年時，由於

比較基期過低，加上施行各種刺激消費的政策，雖然當時疫情陰影仍壟罩全球，然而中國經

濟成長率達到 8.11%，創下自 2012年以來最亮眼的數字。 

經濟特區：1980年 8月 26 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

例》，標誌著經濟特區正式成立的法律授權。1970年代，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之初，在缺

少對外經濟交往經驗、國內法律體系不健全的形勢下，設立經濟特區為國內的進一步改革和

開放、擴大對外經濟交流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設立經濟特區是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的改

革開放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經濟特區作為對外交流的視窗，在一定時期內通過中央政府給

予的政策優勢和區位優勢二者合力，經濟以超出一般地區很多的速度成長，其人均經濟實力

接近或超過中等已開發國家（或地區）的水準，後來更衍生了上海浦東新區和天津濱海新區。 

2005年 6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地區協調發展的戰略和政策》報告提出，「十一

五」期間內地經濟劃分為東部、東北、中部和西部四大板塊。國家統計局亦按此方法劃分中

國的經濟區域。 

2014年 3月 16日發改委發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除以往的三大國家級

都會區：珠三角都會區、長三角都會區、以京津冀為核心的環渤海經濟圈之外，將長江中游

城市群、中原都會區、成渝都會區、哈長都會區四大區域列入國家級城市群之列。 

主要產業概況 

第一產業為農業，包括農、林、牧、漁各業；第二產業為工業，包括採掘、製造、自來水、

電力、蒸汽、熱水、煤氣和建築各業；第三產業分服務業和流通業。 

(5) 外國人投資情形 

中國 2017年 11月宣布將大幅放寬外國投資者在中國投資規範，包括解除對中資銀行持股限

制外，證券、基金、期貨及保險業者合資比例可以達 51%。為落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

共 19大」中承諾的對外開放部署，中國財政部宣布外資在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內，

單一持股不得超過 20%、合計持股不超過 25%的規定將取消。2018年 8月中國證券監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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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進一步開放外國人開立 A股帳戶的權限，9月中旬開始，無論在大陸境內工作的外國

人，還是在大陸境外工作的大陸上市公司外籍員工，都能開立 A股證券帳戶參與交易。 

2020年初，當新冠疫情在中國境內蔓延時，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驟降。但中國從疫情

中迅速恢復，而其他地方仍處於疫情造成的混亂中，這種形勢正鼓勵大量資金湧入中國。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成為全球最大外資流入國，並

實現了逆勢增長。 

2021年中國商務部發布“十四五”利用外資發展規劃提出，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壓減

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逐步放寬外商投資股比限制，在更多領域允許外資控股或獨資經

營，放寬重點領域准入門檻，有序推進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領域相關業務開

放。 

2022年在全球疫情反復、烏克蘭危機爆發、跨國投資疲軟的背景下，利用外資克服多重困

難，實現較快增長。外商持續加大在華投資布局，是其看好中國市場的生動注腳。 

2023年外資第 3季直接投資為負 118億美元，為 1998年以來，首次出現負值。顯示資金流

向海外，撤資和業務縮減規模大於新增投資。根據日本經濟新聞、路透社，由於擔憂圍繞半

導體的美中對抗情勢加劇，以及中國加強查處間諜、抑制投資等情況，外資企業進一步縮減

在中國的投資。 

(6) 外貿及收支情形 

2023年中國外貿新動能加快成長，推動外貿平穩健康發展的積極因素累積增多，外貿韌性

持續彰顯。前三季度，“新三樣”出口額同比增長 41.7%，連續 14個季度保持兩位數增長，

成為外貿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前三季度，跨境電商進出口額達 1.7萬億元，同比增長 14.4%，

保持較快增長。貿易結構優化升級，1—10月，中國一般貿易進出口增長 1.8%，佔中國外貿

總值的 64.9%，比去年同期提升 1.1個百分點；民營企業進出口 18.24萬億元，同比增長

6.2%，成為穩外貿主力軍。 

2023年前三季度，中國經常帳戶順差 14618億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 32012 億元，服務

貿易逆差 11876億元，初次收入逆差 6275億元，二次收入順差 757億元。資本和金融帳戶

中，直接投資資產增加 10076 億元，負債增加 1023億元，儲備資產增加 141億元。 

(7) 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入匯出限制 

外匯管理 

(一)、人民幣經常項目的可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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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常項目外匯收入銀行結匯。外資企業可開立外匯帳戶，保留核准額度內經常專案用匯

符合條件的中資企業也可比照執行，中資機構部分非貿易收入也可開立外匯帳戶，保留

外匯。 

2、取消經常專案的用匯限制。但有一定核准額度，額度內用匯可以自由支付，超過額度須

經外管局核實。個人用匯比照執行。  

3、進出口收付匯實行核銷制度。通過核銷，審查用匯程度與真實性。 

4、通過報關單聯網核查系統進行貿易真實性審核。 

外管局通過海關聯網，監管企業是否截匯逃匯，防止外匯流失。 

(二)、資本專案外匯嚴格管制 

1、外匯收支管理基本原則： 

完善資本專案外匯管理，創造條件，有序推進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可對換。  

2、具體管理三原則：(1)、資本項目外匯收入調回境內;(2)、境內機構資本項目項下收入應

在銀行開立外匯專戶，外管局核准後賣給指定銀行;(3)、資本專案項下用匯須經外管局

核准 

資金匯入匯出限制 

國家外匯管理局 2013年 8月為進一步規範境內機構境外證券投資外匯管理，促進境外證券

投資便利化，發佈《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境外證券投資外匯管理規定》，取消和簡化了相關

外匯管理程式，對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外匯管理政策進行歸併和整合。 

規定主要內容包括：一是取消資金匯出入幣種限制，擴大境內機構境外證券投資資金來源；

二是取消結匯、購匯審核，簡化額度申請材料；三是統一額度管理要求，對各類合格機構境

外證券投資統一實行餘額管理，即境外證券投資淨匯出額不超過經批准的投資額度；四是強

化統計監測，充分運用電子化資訊手段，加強對證券投資項下跨境資金流出入的統計和事後

監控，防範跨境資金流動風險。 

外匯局表示，規定的實施，有利於促進合格境內機構境外證券投資便利化，更好地滿足境內

機構和個人境外證券等投資的需求。 

2018年 5月中國央行文件規定，人民幣合格投資者開展境外投資，不得將人民幣匯出境外

購匯。中國央行發布《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關於進一步明確人民幣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境外

證券投資管理有關事項的通知》顯示：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各分行、營業管理部，各省

會（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級城市中心支行；國家開發銀行，各政策性銀行、國有商

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為進一步規範人民幣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以

下簡稱人民幣合格投資者）境外證券投資（以下簡稱境外投資）活動，根據《中國人民銀行

關於人民幣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境外證券投資有關事項的通知》（銀髮〔2014〕331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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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現就人民幣合格投資者境外投資宏觀審慎管理和信息報送等事項通知如下：一、

人民幣合格投資者境外投資是指取得國務院金融監督管理機構許可的境內金融機構，以自有

人民幣資金或募集境內機構和個人人民幣資金，投資於境外金融市場的人民幣計價產品（銀

行自有資金境外運用除外）。二、人民幣合格投資者開展境外投資的，不得將人民幣資金匯

出境外購匯。三、人民幣合格投資者開展境外投資的，應當按照規定向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

部報送人民幣合格投資者基本情況、託管銀行、資金來源及規模、投資計劃、資金匯出入、

境外持倉情況等信息。四、中國人民銀行根據跨境資金流動形勢、離岸人民幣市場流動性及

人民幣產品發展情況等因素對人民幣合格投資者境外投資實施宏觀審慎管理。五、境內託管

銀行應當按照相關規定和展業原則，加強對人民幣合格投資者境外投資行為的真實性、合規

性審核，確保相關業務依法依規開展，並按照銀髮〔2014〕331號文要求通過人民幣跨境收

付信息管理系統向中國人民銀行報送相關信息。六、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應當根據本通知

制定相應實施細則以及信息報表，做好人民幣合格投資者的信息監測工作，加強對人民幣合

格投資者的事中事後監督管理，定期向中國人民銀行報送人民幣合格投資者投資的相關情

況。七、對違反業務辦理、信息報送相關規定的人民幣合格投資者及其境內託管銀行，中國

人民銀行採取通報、限期整改等監管措施。 

(8) 銀行系統及貨幣政策 

銀行系統 

中國銀行體系由中央銀行、監管機構、自律組織和銀行業金融機構組成。 

中國人民銀行是中央銀行，在國務院的領導下，負責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防範和化解金

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中央銀行 PBoC（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主要負責：管政

策（貨幣政策）、管金錢（人民幣的發行及其流通的管理）、管市場（銀行間同業拆解市場

和銀行間債券市場）、管外匯（銀行間外匯市場）、管黃金（黃金市場）、管儲備（外匯儲

備和黃金儲備）、管國庫、管清算、管反洗錢。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銀監會，負責對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及其業務活動實施監

管，即我們平時常說的 CBRC(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主要負責：管審批

（銀行的設立、變更、終止等）、管資格（董事和高管的任職資格）、管規則（制定審慎經

營規則）、管監督（非現場監管和現場檢查）、管並表、管突發（突發事件的處理）、管統

計（全國銀行業的統計資料處理）、管自律（中國銀行協會要聽 CBRC的話）、管日常（主

要是指重點銀行業金融機構監事會的日常管理工作）。 

中國銀行業協會是在民政部登記註冊的全國性非營利社會團體，是中國銀行業的自律組織。

CBA(China Banking Association)底下有六大委員會，各司其職：法律工作委員會、自律工

作委員會、銀行業從業資格認證委員會、農村合作金融工作委員會、銀團貸款與交易專業委

員會、外資銀行工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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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包括政策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 CDB，重點建設專案融資；中國進出

口銀行 TEIBC，針對國家產業政策和外貿政策；中國農業發展銀行 ADBC，針對農村政策）；

大型商業銀行（即市傳的國有五大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建設

銀行，交通銀行），中小商業銀行 （以招商銀行、浦發銀行、民生銀行、中信銀行等股份

制銀行為代表，另外還有一批諸如北京銀行、上海銀行的城商行）；農村金融機構（多為農

村信用社），以及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和外資銀行。銀監會監管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包括金融資

產管理公司（四大 AMC為代表，但不止於此：信達資產、長城資產、東方資產和華融資產，

主要是處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的部分不良貸款），信託公司，企業集團財務

公司，金融租賃公司，汽車金融公司和貨幣經紀公司。 

貨幣政策 

中國人民銀行將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戰略部署，貫徹穩中求進、50改革創新和宏觀政策

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的要求，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和防風險，繼續實施穩

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堅持“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的取向，既保持

定力又主動作為，適時適度預調微調，增強調控的預見性、針對性和有效性，繼續為經濟結

構調整與轉型升級營造穩定的貨幣金融環境，促進經濟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同時，寓改

革於調控之中，把貨幣政策調控與深化改革緊密結合起來，更充分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

的決定性作用。針對金融深化和創新發展，進一步完善調控模式，疏通傳導機制，通過增加

供給和競爭改善金融服務，提高金融運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2015年 3月，中國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7月，央

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第二季度例會召開。會議強調，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注重鬆緊

適度，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適度流動性，實現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

長。 

中國大陸的貨幣是人民幣。分為元、角、分。符號為￥，貨幣代碼為 CNY，但離岸人民幣使

用的貨幣代碼為 CNH。不過，國際上更常用的縮寫是 RMB。2013年 4月 10日，人民幣與澳

元開始直接兌換。2014年 3 月 19日，人民幣和紐西蘭元實行直接兌換。6月 19 日，人民幣

和英鎊實現直接兌換。9月 30日，人民幣與歐元開始直接兌換，截至到 2016年 5月底，人

民幣繼續保持全球第六大支付貨幣，曾經一度在 2015年 8月成為全球第四大支付貨幣，此

為人民幣的最佳成績。。2015 年 11月 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布人民幣加入特

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該決議於 2016年 10月 1日生效。 

2023年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議指出，今年以來宏觀政策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

穩健的貨幣政策精準有力，加大逆週期調節力度，綜合運用利率、準備金等政策工具，切實

服務實體經濟，有效防控金融風險，為經濟回升向好創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貸款市場報

價利率改革成效顯著，存款利率市場化調整機製作用有效發揮，貨幣政策傳導效率增強，社

會融資成本明顯下降。外匯市場供求基本平衡，經常賬戶順差穩定，外匯儲備充足，人民幣

匯率雙向浮動、預期趨穩，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發揮了宏觀經濟穩定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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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財政收支及外債情形 

財政收支 

《2023年上半年中國財政政策執行情況報告》指出，2023年上半年國民經濟持續恢復、總

體回升向好，產業升級厚積薄發，糧食能源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為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

標打下良好基礎。 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人民幣 11兆 9203億元，同比增長 13.3%，

31個省份收入同比均實現正增長。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 13兆 3893億元，同比增長 3.9%，

支出結構不斷優化，基本民生、鄉村振興、區域重大戰略、教育、科技攻關等重點領域支出

得到有力保障。上半年，全國稅收收入 9兆 9661億元，同比增長 16.5%。其中，國內增值

稅增長 96%，主要是去年同期退稅較多、基數較低。國內消費稅則下降 13.4%，進口貨物增

值稅、消費稅下降 9.5%，主要是 2021年末部分收入在去年一季度入庫，抬高基數。今年一

季度的國內消費稅和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分別下降 22.2%、 14.4%，但二季度國內消費

稅轉為正增長，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降幅也明顯收窄。企業所得稅下降 5.4%，主要受

企業利潤下降等因素影響。個人所得稅下降 0.6%。至於上半年全國非稅收入則為 1兆 9542

億元，同比下降 0.6%。其中，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增長 10.7%；全國行政事業性

收費收入下降 12.5%，罰沒收入下降 16.2%。 

外債情形 

2023年二季度，中國外債規模有所下降，結構保持基本穩定。截至 2023年 6月末，中國全

口徑（含本外幣）外債餘額為 24338億美元，較 2023年 3月末下降 571億美元，降幅 2%。

從幣種結構看，本幣外債佔比 44%，較 2023年 3月末下降 1個百分點；從期限結構看，中

長期外債佔比 44%，與 2023 年 3月末持平。 

外債規模下降主要受匯率折算因素影響。2023年二季度，匯率折算因素造成外債餘額下降

545億美元，對外債餘額下降貢獻度為 95%。預計未來中國外債規模將繼續保持穩定。隨著

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緊縮接近尾聲，相關外溢影響將有所緩和。 

(10) 賦稅政策及徵課管理系統 

目前，中國共有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城鎮土地使

用稅、房產稅、城市維護建設稅、耕地佔用稅、土地增值稅、車輛購置稅、車船稅、印花稅、

契稅、煙葉稅、關稅、船舶噸稅等 18個稅種。其中，16個稅種由稅務部門負責徵收；關稅

和船舶噸稅則由海關部門徵收，另外，進口貨物的增值稅、消費稅也由海關部門代徵。 

(一)、增值稅 

    對在中國境內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徵收。

增值稅納稅人分為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對一般納稅人，就其銷售（或進口）貨物或

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的增加值徵稅，基本稅率為 17%，低稅率為 13%，出口貨物為 0(國

務院另有規定的除外)；對小規模納稅人，實行簡易辦法計算應納稅額，徵收率為 3%。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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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的納稅期限一般為 1個月。另外，根據納稅人應納增值稅額的大小，還有 1 日、3日、5

日、10日、15日、1個季度等其他六種應納稅期限，其中 1個季度的規定僅適用於小規模

納稅人。納稅人應在次月的 1日～15日的徵期內申報納稅，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納稅的，可

以按次納稅。 

(二)、消費稅 

    對在中國境內生產、委託加工和進口應稅消費品的單位和個人徵收。徵稅範圍包括煙、

酒和酒精、化妝品、貴重首飾和珠寶玉石等 14個稅目。消費稅根據稅法確定的稅目，按照

應稅消費品的銷售額、銷售數量分別實行從價定率或從量定額的辦法計算應納稅額。消費稅

的納稅期限與增值稅的納稅期限相同。 

(三)、營業稅 

    對在中國境內提供應稅勞務、轉讓無形資產和銷售不動產的單位和個人徵收。應稅勞務

包括交通運輸業、建築業、金融保險業等 7個稅目。營業稅按照應稅勞務或應稅行為的營業

額或轉讓額、銷售額依法定的稅率計算繳納。除了娛樂業實行 20%（其中檯球、保齡球適用

5%）的稅率外，其他稅目的稅率為 3%或 5%。營業稅的納稅期限與增值稅、消費稅相同。 

(四)、企業所得稅 

    在中國境內的一切企業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組織（不包括個人獨資企業、合夥企業），為

企業所得稅納稅人。企業分為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居民企業應當就其來源於中國境內、

境外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非居民企業根據其是否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以及所得

是否與境內機構、場所有實際聯繫確定應納稅所得額。企業所得稅以企業每一納稅年度的收

入總額，減除不徵稅收入、免稅收入、各項扣除以及允許彌補的以前年度虧損後的餘額，為

應納稅所得額。稅率為 25%。企業所得稅按納稅年度計算，納稅年度自西曆 1月 1日起至 12

月 31日止。企業所得稅實行按月或按季預繳、年終匯算清繳、多退少補的徵收辦法，即企

業應當自月份或者季度終了之日起 15日內，向稅務機關報送預繳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

預繳稅款。企業應當自年度終了之日起 5個月內，向稅務機關報送年度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

表，並匯算清繳，結清應繳應退稅款。 

(五)、個人所得稅 

    以個人取得的各項應稅所得（包括個人取得的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

營所得等 11個應稅專案）為對象徵收。除工資、薪金所得適用 3%～45%的 7級超額累進稅

率，個體工商戶（註：個人獨資企業和合夥企業投資者比照執行）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對企

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適用 5%～35%的 5級超額累進稅率外，其餘各項所得均

適用 20%的比例稅率。自 2011 年 9月 1日起，工資、薪金所得減除費用標準從每月 2,000

元提高到每月 3,500元。納稅期限是：扣繳義務人每月所扣和自行申報納稅人每月應納的稅

款，在次月 15日內繳入國庫；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應納的稅款，按年計算，分月預

繳，年度終了後 3個月內匯算清繳，多退少補；對企事業單位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應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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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稅款，按年計算，年度終了後 30日內繳入國庫；從中國境外取得所得的，在年度終了後

30日內，將應納的稅款繳入國庫。年所得 12萬元以上的納稅人，在年度終了後 3個月內自

行向稅務機關進行納稅申報。 

(六)、資源稅 

    對在中國境內開採各種應稅自然資源的單位和個人徵收。徵稅範圍包括原油、天然氣、

煤炭、其他非金屬礦原礦、黑色金屬礦原礦、有色金屬礦原礦、鹽等 7大類。資源稅採用從

價定率和從量定額的方法徵收。原油、天然氣產品的資源稅稅率為銷售額的 5%～10%。資源

稅其他稅目因資源的種類、區位不同，稅額標準為每噸 0.3元到 60元不等。 

(七)、城鎮土地使用稅 

    以在城市、縣城、建制鎮和工礦區範圍內的土地為徵稅物件，以實際佔用的土地面積為

計稅依據，按規定稅額對使用土地的單位和個人徵收。其稅額標準依大城市、中等城市、小

城市和縣城、建制鎮、工礦區分別確定，在每平方米 0.6元～30元之間。城鎮土地使用稅

按年計算、分期繳納，具體納稅期限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

確定。 

(八)、房產稅 

    以城市、縣城、建制鎮和工礦區範圍內的房屋為徵稅對象，按房產餘值或租金收入為計

稅依據，納稅人包括產權所有人、房屋的經營管理單位（房屋產權為全民所有）、承典人、

代管人、使用人。其稅率分為兩類：按照房產餘值計算應納稅額的，適用稅率為 1.2%；按

照房產租金收入計算應納稅額的，適用稅率為 12%，但個人按市場價格出租的居民住房，減

按 4%的徵收率徵收。房產稅按年徵收、分期繳納。自 2009年 1月 1日起，外商投資企業、

外國企業和組織以及外籍個人（包括港澳臺資企業和組織以及華僑、港澳臺同胞）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房產稅暫行條例》繳納房產稅。 

(九)、城市維護建設稅 

    對繳納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的單位和個人徵收。它以納稅人實際繳納的增值稅、消

費稅、營業稅為計稅依據，區別納稅人所在地的不同，分別按 7%（在市區）、5%（在縣城、

鎮）和 1%（不在市區、縣城或鎮）三檔稅率計算繳納。城市維護建設稅分別與增值稅、消

費稅、營業稅同時繳納。 

(十)、耕地佔用稅 

    對佔用耕地建房或者從事其他非農業建設的單位和個人，依其佔用耕地的面積徵收。其

稅額標準在每平方米 5元～50元之間。納稅人必須在經土地管理部門批准佔用耕地之日起

30日內繳納耕地佔用稅。 

(十一)、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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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納稅人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地上建築物及其附著物所取得的增值額為徵稅對象，依

照規定的稅率徵收。它實行 4級超率累進稅率，稅率分別為 30%、40%、50%、60%。納稅人

應當自轉讓房地產合同簽訂之日起 7日內向房地產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並在

稅務機關核定的期限內繳納土地增值稅。由於涉及成本確定或其他原因，而無法據以計算土

地增值稅的，可以預徵土地增值稅，待專案全部竣工，辦理結算後再進行清算，多退少補。 

(十二)、車輛購置稅 

    對購置汽車、摩托車、電車、掛車、農用運輸車等應稅車輛的單位和個人徵收。車輛購

置稅實行從價定率的方法計算應納稅額，稅率為 10%。計稅價格為納稅人購置應稅車輛而支

付給銷售者的全部價款和價外費用（不包括增值稅）；國家稅務總局參照應稅車輛市場平均

交易價格，規定不同類型應稅車輛的最低計稅價格。納稅人購置應稅車輛的，應當自購置之

日起 60日內申報納稅並一次繳清稅款。 

(十三)、車船稅 

    以在中國境內依法應當到車船管理部門登記的車輛、船舶為徵稅物件，向車輛、船舶的

所有人或管理人徵收。分為乘用車、商用車等 6大稅目。各稅目的年稅額標準在每輛 36元

～5,400元不等，或自重（淨噸位）每噸 3元～60元之間，遊艇為艇身長度每米 600 元～2,000

元。車船稅按年申報繳納。 

(十四)、印花稅 

    對在經濟活動和經濟交往中書立、領受稅法規定的應稅憑證的單位和個人徵收。印花稅

根據應稅憑證的性質，分別按合同金額依比例稅率或者按件定額計算應納稅額。比例稅率有

1‰、0.5‰、0.3‰和 0.05‰四檔，比如購銷合同按購銷金額的 0.3‰貼花，加工承攬合同按加工

或承攬收入的 0.5‰貼花，財產租賃合同按租賃金額的 1‰貼花，借款合同按借款金額的 0.05‰

貼花等；權利、許可證等按件貼花 5元。印花稅實行由納稅人根據規定自行計算應納稅額，

購買並一次貼足印花稅票的辦法繳納。股權轉讓書據按其書立時證券市場當日實際成交價格

計算的金額，由立據雙方當事人分別按 3‰的稅率繳納印花稅（即證券交易印花稅）。 

(十五)、契稅 

    以出讓、轉讓、買賣、贈與、交換發生權屬轉移的土地、房屋為徵稅物件，承受的單位

和個人為納稅人。出讓、轉讓、買賣土地、房屋的稅基為成交價格，贈與土地、房屋的稅基

由徵收機關核定，交換土地、房屋的稅基為交換價格的差額。稅率為 3%～5%。納稅人應當

自納稅義務發生之日起 10日內辦理納稅申報，並在契稅徵收機關核定的期限內繳納稅款。 

(十六)、煙葉稅 

    對在中國境內收購煙葉（包括晾曬煙葉和烤煙葉）的單位，按照收購煙葉的金額徵收，

稅率為 20%。納稅人應當自納稅義務發生之日起 30日內申報納稅。具體納稅期限由主管稅

務機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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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說明的是，儘管中國稅法規定有 18種稅(含關稅和船舶噸稅)，但並不是每個納稅

人都要繳納所有的稅種。納稅人只有發生了稅法規定的應稅行為，才需要繳納相應的稅收，

如果沒有發生這些應稅行為，就不需要繳納相應的稅收。從實際情況來看，規模比較大、經

營範圍比較廣的企業涉及的稅種一般在 10個左右，而大多數企業繳納的稅種在 6～8個。 

二、交易市場概況 

(1) 背景及發展情形 

中國股票交易可追溯到 19 世紀 60 年代，1891年建立的證券掮客公會構成中國大陸證券交

易所的雛形。1920 年和 1921 年，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和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開業。至 30

年代，上海成為遠東的金融中心，中外投資者均可通過經紀買賣中外企業股票、債券、政府

公債與期貨等。1946年以華商證券交易所為基礎成立上海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949年

停業。自 1980年以來，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證券市場逐步成

長起來。1981年恢復國庫券發行，1984 年上海等地開始發行股票和企業債券。 

目前中國有兩家主要的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與深圳證券交易所分別成立於 1990年

11月 26日與 1990年 12月 1日，皆由中國證監會直接監督管理。中國股市發行的股票主要

可分為人民幣普通股票（A 股）、人民幣特種股票（B股）及在香港上市的 H股，不管是上

海交易所或深圳交易所皆有發行 A、B股且面值為人民幣 1元。 

(2) 管理情形：含主管機關、發行市場及交易市場之概況 

主管機關： 

上海證券交易所與深圳證券交易所均由中國證監會直接監督管理。中國證監會成立於 1992

年 10月。經國務院授權，中國證監會依法對全國證券期貨市場進行集中統一監管。 

發行、交易市場概況： 

目前中國有兩個主要的證券交易市場，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於 1990年 11月 26 日，而深圳

證券交易所成立於 1990年 12月 1日，均歸屬中國證監會直接管理。 

上海證券交易所： 

截至 2022年末，滬市上市公司家數達 2174家，總市值 46.4萬億元；2022年全年股票累計

成交金額 96.3萬億元，股票市場籌資總額 8477億元；債券市場掛牌 2.68萬隻，託管量 15.9

萬億元；基金市場上市只數達 614隻，累計成交 18.8萬億元；股票期權市場全年累計成交

6475億元；基礎設施公募 REITs 産品共 16個，全年新增 9個項目，募集資金 342億元。 

經過 30年發展，目前上交所已經成為全球第三大證券交易所和全球最活躍的證券交易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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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截至 2022年底，上交所股票總市值、IPO籌資額分別位居全球第 3名、第 1名。 

深圳證券交易所 

截至 2023年 11月 14日，深交所共有上市公司 2833家，總市值約 32萬億元；2022年，深

市股票成交金額、融資金額、IPO公司家數和股票市價總值分別位列世界第三、第二、第一

和第六位，在聯合國可持續交易所倡議對 G20主要交易所碳排放量統計排名中，深交所表現

最優。 

(3) 證券之主要上市條件及交易制度（含交易時間、價格限制、交易單位、暫停買賣機制、

交易方式、交割清算制度及佣金計價等） 

上海證券交易所之上市條件 

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的有關條件與具體要求如下： 

1、主體資格：A股發行主體應是依法設立且合法存續的股份有限公司；經國務院批准，有

限責任公司在依法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時，可以公開發行股票。 

2、公司治理：發行人已經依法建立健全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獨立董事、董事會秘

書制度，相關機構和人員能夠依法履行職責；發行人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符合法

律、行政法規和規章規定的任職資格；發行人的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已經瞭解與

股票發行上市有關的法律法規，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法定義

務和責任；內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執行，能夠合理保證財務報告的可靠性、生產經

營的合法性、營運的效率與效果。 

3、獨立性：應具有完整的業務體系和直接面向市場獨立經營的能力；資產應當完整；人員、

財務、機構以及業務必須獨立。 

4、同業競爭：與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業間不得有同業競爭；募集資金

投資項目實施後，也不會產生同業競爭。 

5、關聯交易（企業關聯方之間的交易）：與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業間

不得有顯失公平的關聯交易；應完整披露關聯方關係並按重要性原則恰當披露關聯交

易，關聯交易價格公允，不存在通過關聯交易操縱利潤的情形。 

6、財務要求：發行前 3年的累計淨利潤超過 3,000萬；發行前 3年累計淨經營性現金流超

過 5,000萬或累計營業收入超過 3億元；無形資產與淨資產比例不超過 20%；過去 3年

的財務報告中無虛假記載。 

7、股本及公眾持股：發行前不少於 3,000萬股；上市股份公司股本總額不低於人民幣 5,000

萬元；公眾持股至少為 25%；如果發行時股份總數超過 4億股，發行比例可以降低，但

不得低於 10%；發行人的股權清晰，控股股東和受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支配的股東持

有的發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權屬糾紛。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1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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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要求：發行人近 3年內主營業務和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沒有發生重大變化，實際控

制人沒有發生變更；發行人的註冊資本已足額繳納，發起人或者股東用作出資的資產的

財產權轉移手續已辦理完畢，發行人的主要資產不存在重大權屬糾紛；發行人的生產經

營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近 3年內不得有重大違

法行為。 

深圳證券交易所之上市條件 

深圳上市股票分別為第一類上市股票、第二類上市股票和第三類上市股票。 

1、第一類上市股票的要求： 

（1）營業記錄：上市申請公司就整體而言其主體企業設立或從事主要業務的時間應在 5年

以上，並有穩定的業務基礎和良好的發展前景； 

（2）資本數額：上市申請公司實際發行的普通股面額應在 5,000萬元； 

（3）股票市價：上市申請公司的股票，近 6個月平均收市價，應高於其票面價格的 10%； 

（4）資本結構：上市申請公司近 1年度納稅後資產淨值與資產總額的比率應達 25%以上，

無累積虧損； 

（5）獲利能力：上市申請公司的盈利記錄應符合下列標準之一。一是稅前利潤與年度決算

實發股本額的比率近 3 年年度均達到 10%以上；二是近 3年年度的稅前利潤均達到

1,000萬元以上，且股本利潤率不低於 5%；三是稅前利潤近 3年度之各年度符合前兩

項標準之一； 

（6）股權分散：上市申請公司的上市申請如獲得交易所批准，其股權分佈應確能符合下列

條件：一是記名股東人數 2,000人以上，其中持有股份面額 2,000元至 20 萬元的股東

人數不少於 1,500人，且其中持股份面額之和佔實發股本總額的 20%以上或達 1,500

萬元以上；二是持有股份量佔總股份 2%以下的股東，其持有的股份之和應佔公司實發

股本總額的 25%以上；（7）股份流通：上市申請公司的股票，近 6個月的合計交易票

面金額應在 250萬元以上或平均每日交易票面金額與上市股份面額的比率不低於萬分

之一。 

2、第二類上市股票的要求： 

（1）營業記錄：上市申請公司的實足營業記錄應在 1年以上，並有穩定的業務基礎和良好

的發展前景； 

（2）資本數額：上市申請公司實發股本額應在 2,000萬元以上； 

（3）股票市價：上市申請公司的股票，近 6個月的平均收市價，應高於其票面價格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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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本結構：上市申請公司近 1年度納稅後的資產淨值與資產總額的比率應達 25%，且

無累積虧損； 

（5）獲利能力：上市申請公司的盈利記錄應符合下列標準之一：一是近 2年度股本利潤率

均達到 10%以上；二是近 2年度稅前利潤均達到 400萬元以上，股本利潤率均不低於

5%；三是稅前利潤近 2 年度之各年度符合前二項標準之一； 

（6）股權分散：上市申請公司上市申請如獲得交易所批准，其股權分佈應確能符合下列條

件：一是記名股東人數在 1,000人以上，其中持有股份面額 1,000～10萬元的股東人

數不少於 750人，且其中所持股份面額之和佔實發股本總額的 20%以上或達到 500萬

元以上；二是持有股份量佔總股份 2%以下股東，其持有的股份之和應佔公司實發股本

總額 25%以上； 

（7）股份流通：上市申請公司的股票，近 6個月的合計交易票面金額應在 50萬元以上或平

均每日交易票面金額與上市股份面額的比率不低於萬分之零點五。 

3、第三類上市股票的要求： 

（1）資本數額：上市申請公司實發股本額應在 500萬元以上； 

（2）股票市價：上市申請公司的股票，近 6個月平均收市價應高於其票面價格的 5%； 

（3）資本結構：上市申請公司近 1年度納稅後每股有形資產淨值不低於其票面金額，且無

累積虧損； 

（4）獲利能力：上市申請公司的盈利記錄應符合下列標準之一。一是近年度股本利潤率達

10%以上；二是近年度稅前利潤達 100萬元以上，近 2年度股本利潤率均不低於 5%，

此外 1年度稅前利潤一般應較其前 1年度為高，未來近年度的稅前利潤預測值應不低

於前 1年度，且股本利率在 10%以上； 

（5）股權分散：上市申請公司的上市申請如獲得交易所批准，其股權分佈應符合下列條件：

記名股東人數在 500人以上，其中持有股份面額 500元至 5萬元的股東的人數不少於

300人，且其所持股份面額之和應佔實發股本總額的 25%以上； 

（6）董事、監事和經理人持有股份的數額及其合計總額應符合交易所的規定； 

（7）董事、監事和經理人及實際持有或控制持有股份佔實發股本總額 5%以上的股東，應將

其持有的股票按交易所規定的數額或比率，委託交易所指定的機構保管，並承諾自股

票上市之日起 1年內，不得出售，所取得之委託保管股票憑證不得轉讓或抵押，且 1

年期限屆滿後，委託保管的股票應按交易所的規定領回。 

創業板之上市條件 

擬上創業板公司應該具備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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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基本狀況要求： 

（1）擬上創業板公司應當是創業板上市要求依法設立且持續經營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

司。（註：有限創業板上市的意義責任公司按原帳面淨資產值折股整體變更為股份有

限公司的，持續經營時間可以從有限責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計算。） 

（2） 擬上創業板公司的註冊資本已足額繳納，發起人或者股東創業板上市要求,創業板上

市的意義用作出資的資產的財產權轉移手續已辦理完畢。擬上創業板公司的主要資產

不存在重大權屬糾紛。 

（3）擬上創業板公司應當主要經營一種業務，其生產經營活動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

章程的規定，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及環境保護政策。 

（4）擬上創業板公司近兩年內主營業務和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均沒有發生重大變化，實際

控制人沒有發生變更。 

2、公司內部財務狀況要求： 

（1）最近兩年連續盈利，最近兩年淨利潤累計不少於一千萬元，且持續增長；或者最近一

年盈利，且淨利潤不少於五百萬元，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少於五千萬元，最近兩年營

業收入增長率均不低於百分之三十。淨利潤以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前後孰低者為計算依

據；發行前淨資產不少於兩千萬元；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彌補虧損；發行後股本總額不

少於三千萬元。 

（2）擬上創業板公司應當具有持續盈利能力。 

（3）依法納稅，各項稅收優惠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擬上創業板公司的經營成果對稅

收優惠不存在嚴重依賴。 

（4）不存在重大償債風險，不存在影響持續經營的擔保、訴訟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項。 

(4)交易制度（含交易時間、價格限制、交易單位、暫停買賣機制、交易方式、交割清算制

度及佣金計價等） 

交易時間 

◎正常交易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 

◎早盤交易時間：09:30am～11:30am (09:15am～09:25am為開盤集合競價時間) 

◎午盤交易時間：13:00pm～15:00pm (對於深交所而言，14︰57pm～15︰00pm 為收盤集合

競價時間) 

◎國家法定假日和上證所公告的休市日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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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限制 

買賣有價格漲跌幅限制的證券，在價格漲跌幅限制以內的申報為有效申報，超過價格漲跌幅

限制的申報為無效申報。買賣無價格漲跌幅限制的證券，集合競價階段的有效申報價格應符

合下列規定：股票交易申報價格不高於前收盤價格的 200%，並且不低於前收盤價格的 50%。 

交易單位 

股票交易的計價單位為「每股價格」。A股申報價格最小變動單位為 0.01元人民幣。B股申

報價格最小變動單位為 0.001 美元（滬市），深市 B股申報價格最小變動單位為 0.01港元。

通過競價交易買入股票，申報數量應當為 100 股或其整數倍；賣出股票時，餘額不足 100 股

部分，應當一次性申報賣出。 

暫停買賣機制 

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均設有盤中暫停買賣機制：證券交易出現異常行為或情形時，證交所

可視情況對相關證券實施停牌。深圳證交所亦針對無價格漲跌幅限制之股票交易設有盤中臨

時停牌措施，如盤中成交價較當日開盤價首次上漲或下跌 10%以上，則臨時停牌 1小時。 

交易方式 

證券競價交易採用集合競價和連續競價兩種方式。集合競價，是指對一段時間內接受的買賣

申報一次性集中撮合的競價方式；連續競價，是指對買賣申報逐筆連續撮合的競價方式。 

證券競價交易按價格優先、時間優先的原則撮合成交。證券買賣符合以下條件的，可以採用

大宗交易方式： 

（一）A股單筆買賣申報數量應當不低於 50萬股，或者交易金額不低於 300萬元人民幣。 

（二）B股單筆買賣申報數量應當不低於 50萬股，或者交易金額不低於 30萬元美元。 

交割清算制度 

目前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 A股股票、基金、債券及其回購，實行 T+1交割制度，即在委託

買賣的次日（第二個交易日）進行交割，投資者委託買賣證券成交與否應以第二天的交割單

為准，當日的成交回報僅作為參考。B股股票實行 T+3交割制度，即在委託買賣後（含委託

日）的第四個交易日進行交割。證券如未成交，則不能辦理交割手續。 

佣金計價 

這是投資者在委託買賣成交後所需支付給券商的費用。債券交易佣金收取最高不超過實際成

交金額的千分之三點五，大宗交易可適當降低。 

(5)外國人買賣證券限制、租稅負擔及徵納處理應行注意事項 

http://baike.baidu.com/view/167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1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18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56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513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10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10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8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07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07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513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10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8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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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8月大陸證監會日前修改《證券登記結算管理辦法》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

法》的規則，從 9月 15日開始，在境內工作的外國人，以及在境外工作並參與股權激勵的

境內上市公司外籍員工，無論是否在大陸，都可以開立 A股證券帳戶參與交易。可以操作滬

深 B股，如果需要操作 B股可以到證券公司開立證券帳戶（證券交易所不受理開戶業務）。 

三、投資人自行匯出資金投資有價證券之管道簡介 

對於美國、香港、大陸等外國有價證券投資管理，國內投資人主要是透過國內複委託(受託

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帳號戶交易，指的是透過國內券商，於海外市場買賣國外股票。其

中，複委託交易成本，包括券商收取的手續費，以及各國股市收取的各種稅負。 

 

證交所 上海證券交易所 深圳證券交易所 

稅費 A 股 B 股 A 股 B 股 

佣金 
不超過成交金額的 

0.3%，起點 5 元 

不超過成交金額的 

0.3%，起點 1 美元 

不超過成交金額的 

0.3%，起點 5 元 

不超過成交金額的 

0.3%，起點 5 港元 

過戶費 

（B 股為結算費） 
成交面額的 0.2% 成交金額的 0.05% 無 成交金額的 0.05% 

印花稅 
成交金額的 0.1% 

（出讓方單邊繳納） 

成交金額的 0.1% 

（出讓方單邊繳納） 

成交金額的 0.1% 

（出讓方單邊繳納） 

成交金額的 0.1% 

（出讓方單邊繳納） 

經手費（包含在佣金
中，交易所收取） 

成交金額的 0.00 487% 

（雙向） 

成交金額的 0.00 487% 

（雙向） 

成交金額的 0.00 487% 

（雙向） 

成交金額的 0.00 487% 

（雙向） 

證管費（包含在佣金
中，深交所稱監管費，
證監會收取） 

成交金額的  

0.002% （雙向） 

成交金額的 

0.002% （雙向） 

成交金額的  

0.002% （雙向） 

成交金額的  

0.002% （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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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外國有價證券(不含境外基金)投資人須知 

 (香港證券交易所) 

 

 

 

投資警語： 

一、金管會僅核准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外國有價證券顧問業務，並未准其得

在國內從事外國有價證券募集、發行或買賣

之業務。 

二、外國有價證券係依外國法令募集與發行，其

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及年報等相關事項，

均係依該外國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

瞭解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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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公司簡介 

一、 投資顧問事業名稱：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二、 營業所在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157號 4樓 

三、 負責人：胡睿涵董事長 

四、 公司簡介： 

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係依據中華民國公司法之規定，於民國 76

年 9月 22日設立，並於民國 76年 10月正式營業，目前為元大金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百分之百所屬子公司，目前資本額為壹億元整。 

五、 辦理業務種類： 

（一） 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二）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有關業務。 

 

貳、外國有價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本投資人須知茲依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 21條第 3項規定，說明

有關所顧問之外國有價證券市場之相關資料，如下： 

 

(一)一般性資料 

國家或地區之面積、人口、語言 

香港位於中國大陸中南海岸，珠江河口之東，包括香港島、九龍半島，新界

等三個部分，面積約為1,104平方公里，人口總數約為733.32萬人（2023年2

月），按年跌0.9%、減少6.83萬人，當中包括自然減少2.95萬人及淨移出3.88

萬人。語言部份有英語、粵語、普通話。 

政治背景及外交關係 

香港當地的政治始於1841年開埠後，初期全由英國人發展及管理，後來才漸

有華人參與。香港的主權歸屬問題在20世紀末得到國際關注，中華人民共和

國和英國經過近20年磋商，最後決定於1997年進行主權移交，結束香港一百

五十多年的殖民地歷史。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對外事務主要由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香港設有特派員公署，負責與

香港有關的外交事宜，此外多國於香港特區設有外交代表機構。 

主權移交後，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以一國兩制形式平衡

兩地之間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的差異。主權移交後的政治爭議，多數涉及在

憲制性文件《基本法》的架構下，香港民主發展的方案和步伐。中國共產黨

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2021年3月，第十三

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香

港選舉制度發生極大改變，部分人認為一國兩制正式邁向一國一制。 

政府組織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9B%9E%E6%AD%B8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89%B9%E5%88%A5%E8%A1%8C%E6%94%BF%E5%8D%80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8%80%E5%9C%8B%E5%85%A9%E5%88%B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B0%91%E4%B8%BB%E9%81%8B%E5%8B%95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85%B1%E7%94%A2%E9%BB%A8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85%B1%E7%94%A2%E9%BB%A8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E6%94%BF%E5%BA%9C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AC%AC%E5%8D%81%E4%B8%89%E5%B1%8A%E5%85%A8%E5%9B%BD%E4%BA%BA%E6%B0%91%E4%BB%A3%E8%A1%A8%E5%A4%A7%E4%BC%9A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AC%AC%E5%8D%81%E4%B8%89%E5%B1%8A%E5%85%A8%E5%9B%BD%E4%BA%BA%E6%B0%91%E4%BB%A3%E8%A1%A8%E5%A4%A7%E4%BC%9A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4%BA%BA%E6%B0%91%E4%BB%A3%E8%A1%A8%E5%A4%A7%E4%BC%9A%E5%85%B3%E4%BA%8E%E5%AE%8C%E5%96%84%E9%A6%99%E6%B8%AF%E7%89%B9%E5%88%AB%E8%A1%8C%E6%94%BF%E5%8C%BA%E9%80%89%E4%B8%BE%E5%88%B6%E5%BA%A6%E7%9A%84%E5%86%B3%E5%AE%9A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9%81%B8%E8%88%89%E5%88%B6%E5%BA%A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9%81%B8%E8%88%89%E5%88%B6%E5%BA%A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8%80%E5%9C%8B%E5%85%A9%E5%88%B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8%80%E5%9C%8B%E4%B8%80%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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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規定了香港的政治體制，行政、立法及司法部門的職權和組

成方法。 

1.行政長官：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同

時是香港的行政部門首長。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提名，選舉委員會選出，國

務院總理任命。現任為李家超（2022年7月1日宣誓就任）。 

2.行政機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是香港的行政機構，執行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行政管理權。首長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政府總部轄下的十三個

決策局及57個部門，以及律政司和數個獨立政府部門組成。 

3.立法機構：香港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構，擁有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立法權。每四年改選一次。自第2022年起立法會共有90名議席， 其中

20席經地區直選產生，30席經功能組別選舉產生，其餘40席由選舉委員會界

別選舉產生，主席由互選產生，現任為梁君彥。 

4.司法機構：香港的司法機構由香港的各級法院組成，負責香港的司法工

作，聆訊一切刑事及民事訴訟，獨立於行政及立法機構。香港司法機構的首

長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現任為張舉能。 

經濟背景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香港是一個奉行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其經濟的重點在於政府施行

的自由放任政策，避免操控或指導市場發展。香港商業規管精簡、政府廉潔

而高效率，且具有稅率低、稅制簡單、法制健全、產權觀念牢固、貨幣穩定

等優點。 

金融服務、貿易及物流、旅遊和工商業支援及專業服務為香港的四大主要行

業。這四個主要行業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並且製造就業，是香港經濟動力

所在。 

A. 金融服務 

金融服務業包含銀行、保險、證券經紀、資產管理等，約佔整體GDP19.7%，

其中銀行約佔金融服務60%。 

 B. 貿易及物流 

香港的貿易公司從事兩類主要貿易活動：（一）傳統貿易活動，即從本港及

本港以外地區（特別是中國內地）採購貨物再經本港轉口到其他經濟體系；

以及(二）離岸貿易活動，即從香港以外地區採購貨物後將貨物轉售至香港

以外地區，而有關貨物並沒有進出本港。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7%89%B9%E5%88%A5%E8%A1%8C%E6%94%BF%E5%8D%80%E8%A1%8C%E6%94%BF%E9%95%B7%E5%AE%98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81%B8%E8%88%89%E5%A7%94%E5%93%A1%E6%9C%83_(%E9%A6%99%E6%B8%AF)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E5%9C%8B%E5%8B%99%E9%99%A2%E7%B8%BD%E7%90%8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E5%9C%8B%E5%8B%99%E9%99%A2%E7%B8%BD%E7%90%8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D%8E%E5%AE%B6%E8%B6%85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7%89%B9%E5%88%A5%E8%A1%8C%E6%94%BF%E5%8D%80%E6%94%BF%E5%BA%9C%E7%B8%BD%E9%83%A8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B1%BA%E7%AD%96%E5%B1%80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BE%8B%E6%94%BF%E5%8F%B8_(%E9%A6%99%E6%B8%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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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香港經濟的貢獻而言，貿易及物流服務約佔本地生產總值的21.2%。 

 C. 旅遊 

香港旅遊發展局 2023年 9月公佈，今年 1至 9月期間累計訪港旅客人數約

有 23,321,981人次。 

香港旅遊發展局（旅發局）公佈平均每月過夜訪港旅客人次在 2019年社會

事件前為 232萬；2019年社會事件之際跌至 158萬；2020年 1月至 2023

年 2月新冠疫情時更大幅下滑至 8萬；2023年「你好，香港！」全球宣傳

展開後，則已反彈至 146萬，為 2019年社會事件前的 63%。從客源分析可

見，疫後恢復較快的為來自中國內地、澳門、南亞及東南亞的過夜訪港旅客

數字，相對於 2019年社會事件前，其恢復率分別為 70%、95%、67%。至於

來自美洲的過夜訪港旅客人次的恢復率為 46%；來自歐洲、非洲及中東的恢

復率為 38%；來自澳洲、紐西蘭及南太平洋的恢復率為 34%；來自北亞的恢

復率則僅為 22%。 

D. 工商業支援及專業服務 

工商業支援服務是指提供予本地經濟體系內其他公司使用的服務（即中間投

產消耗），以及向公司及個別人士輸出的服務。專業服務包括法律服務、會

計服務、核數服務、建築及工程活動、技術測試及分析、科學研究及發展、

管理及管理顧問活動、資訊科技相關服務、廣告、專門設計及相關服務等。

專業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約佔本地 GDP的 12%。 

外國人投資情況 

根據香港政府調查顯示，在 2021年底，香港吸納的直接外來投資存量估計

為 21,572億美元。這些直接外來投資有一大特點，就是許多投資都是在稅

務天堂設立的無業務經營公司間接轉移回港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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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來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香港貿易收支情形 

香港對外貿易包括香港的對外商品貿易及服務貿易。香港的對外商品貿易統

計是根據進出口報關單上的資料編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單獨的關稅地區。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的貿

易，亦須辦理進出口報關，而有關的統計資料包括在香港的對外商品貿易統

計數字內。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的服務貿易視作對外交易，並包括在香港服

務貿易統計數字內。 

貨物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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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入匯出限制 

香港的外匯市場發展成熟，買賣活躍。對貨幣買賣和國際資金流動，包括外

國投資者將股息或資金調回本國，都沒有限制，資金可隨時進出。沒有外匯

管制，且位於有利的時區，這對促進外匯市場的發展，十分有利。由於香港

與海外的外匯市場緊密連繫，香港的投資者可以全日 24小時在世界各地的

市場進行外匯買賣。香港金融管理局表示，國際結算銀行(BIS)公布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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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每三年一度的外匯與衍生工具市場成交額調查結果。調查結果再次確認香

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繼續是全球第四大的外匯市場、第三

大場外利率衍生工具市場及全球最大的離岸人民幣業務樞紐。 

銀行系統及貨幣政策 

香港的銀行體系由香港金管局監管，金管局負責監管香港的銀行業務及接受

存款業務，以及授予香港的持牌銀行、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認可

資格。上述三類機構統稱為認可機構。 

香港的貨幣政策目標是維持貨幣穩定，即保持港元匯價穩定，使外匯市場上

港元兌美元的匯率保持在7.8港元兌1美元左右的水平。這個清晰的政策目標

通過聯繫匯率制度實現，聯繫匯率制度由一九八三年起實行。 

財政收支 

香港政府公布，截至 8 月底止，2023/24 財政年度首 5 個月整體開

支 3,007 億元，收入 1,179 億元，意味錄得赤字 1,828 億元。若計

入在政府發行綠色債券所得 466 億港元收入後，本財政年度首五個

月的財務狀況為 1,362 億港元赤字。政府發言人解釋，期内出現赤

字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薪俸稅及利得稅等主要收入均大多在財政年度

的後期收取。 

香港稅賦 

香港是一個稅基窄、稅種少、稅法簡單的最自由的貿易通商港口。只有源自

香港的收入才須課稅，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所賺取的收入毋須納稅。 

香港稅制屬於分類稅制，以所得稅為主，輔之征收行為稅和財產稅等，具體

有兩大類：一類是直接稅，包括物業稅、利得稅、薪俸稅；一類是間接稅，

包括遺產稅、印花稅、博彩稅、差餉、汽車首次登記稅、機場旅客離境稅、

商業登記費、酒店房租稅、應課稅品稅等。香港不徵收增值稅，銷售稅或資

本增益稅，也不徵收股息或利息預扣稅 

香港徵收的三項直接稅，課稅年度是由 4月 1日至翌年 3月 31日： 

1.利得稅 

凡任何人在香港經營任何行業、專業或業務，而從該行業、專業或業務獲得

按照本部被確定的其在有關年度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應評稅利潤(售賣

資本資產所得的利潤除外)，則須向該人就其上述利潤而按標準稅率徵收其

在每個課稅年度的利得稅。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8%8E%E5%9F%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8%8E%E7%A7%8D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8%8E%E6%B3%95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9%80%E5%BE%97%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8%A1%8C%E4%B8%BA%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2%E4%BA%A7%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7%9B%B4%E6%8E%A5%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7%89%A9%E4%B8%9A%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A9%E5%BE%97%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8%96%AA%E4%BF%B8%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9%97%B4%E6%8E%A5%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9%81%97%E4%BA%A7%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D%B0%E8%8A%B1%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D%9A%E5%BD%A9%E7%A8%8E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7%AE%E9%A5%B7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6%B1%BD%E8%BD%A6%E9%A6%96%E6%AC%A1%E7%99%BB%E8%AE%B0%E7%A8%8E&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6%9C%BA%E5%9C%BA%E6%97%85%E5%AE%A2%E7%A6%BB%E5%A2%83%E7%A8%8E&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5%95%86%E4%B8%9A%E7%99%BB%E8%AE%B0%E8%B4%B9&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9%85%92%E5%BA%97%E6%88%BF%E7%A7%9F%E7%A8%8E&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5%BA%94%E8%AF%BE%E7%A8%8E%E5%93%81%E7%A8%8E&action=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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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薪俸稅 

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職位、受僱及退休金的入息均須課繳薪俸稅。「於

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入息」一詞，包括所有因在香港提供服務而獲得的收

入。入息一詞包括各種收入，也包括由僱主免費供給的寓所租值。 

稅率對海員、航空人員及其他在香港作短暫停留的人士，及在香港以任何地

區已繳納在性質上與香港薪俸稅大致相同稅項的人士，均有特別規定。 

3.物業稅 

物業稅是向香港土地或樓宇的業主所徵收的稅項，2008/09年度至今之稅率

為15%左右。物業的應評稅值是根據為換取物業的使用權而付予業主的代價

實際租金收入而釐定，代價包括租金、為樓宇的使用權而支付的許可證費

用、整筆頂手費、支付予擁有人的服務費及管理費、由住客支付的擁有人開

支（如修理費）等等。物業的應評稅淨值是以評稅值（扣除業主支付的差餉

後）減去20%的修理及支出免稅額後，所得出的數目。 

(二)香港證券市場概況 

1.背景及發展情形 

1891年香港經紀協會成立，為香港正式的證券交易市場。香港第二間交易

所-香港股份商會於 1921年註冊成立，兩所於 1947年合併成為香港證券交

易所。此後，香港經濟快速發展，促成另外三家交易所的成立：1969年的

遠東交易所、1971年的金銀證券交易所及 1972年的九龍證券交易所。 

在加強市場監管和合併四所的壓力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於 1980年

註冊成立。四所時代於 1986年 3月 27日劃上歷史句號，新交易所於 1986

年 4月 2日開始運作，採用電腦輔助交易系統進行證券買賣。 

2.管理情形 

A.主管機關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簡稱證監會，

SecuritiesandFuturesCommission,SFC）是香港獨立於政府公務員架構外的

法定組織，負責監管香港的證券及期貨市場運作。證監會的工作，包括監管

證券、期貨及槓桿式外匯交易的參與者，其他證券及期貨仲介人，香港交易

所及所有香港上市公司，並對違規者執行紀律處分。 

B.市場概況 



第9頁 

                                                                投資人須知 2024-09 

證券市場 

 

證券市場市價總值於 2023年 10月底為 30.8萬億元，較去年同期的 26.4

萬億元上升 17%。 

2023年 10月及首十個月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額分別為 788億元及 1,066億元。 

2023年首十個月的交易所買賣基金平均每日成交金額為 116億元，較去年

同期的 93億元上升 25%。 

2023年首十個月的槓桿及反向產品平均每日成交金額為 22億元，較去年同

期的 20億元上升 10%。 

衍生產品市場 

2023年首十個月的期貨及期權平均每日成交量為 1,351,798張合約，較去

年同期的 1,265,940張上升 7%。 

2023年首十個月的股票指數期權平均每日成交量為 139,734張合約，較去

年同期的 116,456張上升 20%。 

2023年首十個月的股票期權平均每日成交量為 614,604張合約，較去年同

期的 575,587張上升 7%。 

2023年首十個月的人民幣貨幣期貨平均每日成交量為 33,049張合約，較去

年同期的 18,123張上升 82%。 

2023年 10月 18日，人民幣貨幣期貨 - 美元兌人民幣(香港)期貨的成交量

創下 110,325張合約的歷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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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市條件 

(1)財務要求 

主板－主板新申請人須具備不少於 3個財政年度的營業記錄，並須符合下列

三項財務準則其中一項：1.過去三個財政年度盈利至少達 5,000萬港元(最

近一年盈利至少 2,000萬盈利，及前兩年累計盈利至少 3,000萬港元）。上

市時市值至少達 2億港元。2.上市時市值至少達 40億港元，最近一個經審

計財政年度收入至少達 5億港元。3.上市時市值至少達 20億港元，最近一

個經審計財政年度收入至少達 5億港元，前三個財政年度來自營運業務的現

金流入合計至少 1億港元。 

創業板－創業板申請人須具備不少於 2個財政年度的營業記錄，包括：1.

日常經營業務有現金流入，於上市檔刊發之前兩個財政年度合計至少達

2,000萬港元。2.上市時市值至少達 1億港元。 

(2)可接受的司法地區 

註冊在香港或其他已接納的司法地區以外的申請人尋求在主板和創業板上

市，聯交所將根據每個案例的實際情況來考核，申請人要表明其能為股東提

供的保障水準至少相當於香港提供的保障水準。就聯交所預期海外公司尋求

在聯交所作主要上市時對於股東保障水準的主要要求一覽表，請參閱 2007

年 3月 7日刊登的聯合政策聲明。 

(3)會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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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請人的賬目必須按《香港財務匯報準則》或《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編製。

經營銀行業務的公司必須同時遵守香港金融管理局發出的《本地註冊認可機

構披露財務資料》。 

主板－如屬海外註冊成立的主板新申請人，在若干情況下，本交易所可接納

其按《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或其他會計準則編製的賬目。 

創業板－創業板新申請人若已經或將會同時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或 NASDAQ全

國市場上市，則其按《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的賬目可獲接納。 

(4)是否適合上市 

必須是本交易所認為適合上市的發行人及業務。如發行人或其集團（投資公

司除外）全部或大部分的資產為現金或短期證券，則其一般不會被視為適合

上市，除非其所從事或主要從事的業務是證券經紀業務。 

(5)營業記錄及管理層 

主板－新申請人須在大致相若的擁有權及管理層管理下具備至少 3個財政

年度的營業紀錄。這實際指該公司：在至少前 3個財政年度管理層大致維持

不變；及在至少最近一個經審計財政年度擁有權和控制權大致維持不變。 

豁免：在市值/收入測試下，如新申請人能證明下述情況，本交易所可接納

新申請人在管理層大致相若的條件下具備為期較短的營業紀錄：董事及管理

層在新申請人所屬業務及行業中擁有足夠（至少三年）及令人滿意的經驗；

及在最近一個經審計財政年度管理層大致維持不變。 

創業板－新申請人必須具備不少於 2個財政年度的營業記錄：管理層在最近

2個財政年度維持不變；及最近一個完整的財政年度內擁有權和控制權維持

不變。 

豁免：在下列情況下，聯交所可接納為期較短的營業記錄，及╱或修訂或豁

免營業記錄和擁有權及控制權維持不變的要求：開採天然資源的公司；或新

成立的「工程項目」公司。 

(6)最低市值 

新申請人上市時證券預期市值至少為 2億港元(主板)與 1億港元(創業板) 

(7)公眾持股的市值 

新申請人預期證券上市時由公眾人士持有的股份的市值須至少為 5,000萬

港元(主板)與 3,000萬港元(創業板)。 

(8)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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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任何時候公眾人士持有的股份須佔發行人已發行股本至少 25%。 

若發行人擁有一類或以上的證券，其上市時由公眾人士持有的證券總數必須

佔發行人已發行股本總額至少 25%；但正在申請上市的證券類別佔發行人已

發行股本總額的百分比不得少於 15%，上市時的預期市值也不得少於 5,000

萬港元(本板)與 3,000萬港元(創業板)。 

(9)股東分佈 

主板：持有有關證券的公眾股東須至少為 300人。 

創業板：必須至少有 100名公眾股東。 

(10)招股機制 

主板：若公眾人士對新申請人證券的需求可能甚大，新申請人不得僅以配售

形式上市。 

創業板：新申請人可自由決定其招股機制，亦可僅以配售形式於本交易所上

市。 

(11)招股價 

《主板上市規則》和《創業板上市規則》都沒有規定招股價，但新股不得以

低於面值發行。 

4.交易制度 

(1)交易時間與幣別 

香港股市與美國股市相同，並無漲跌幅限制。買賣香港股票的交易幣別是港

幣。在交易時間方面，證券市場的交易時間是由上午 9點 30分到中午 12

點整，下午 1點整開盤到 4點收盤。在聖誕節前夕、新年前夕及農曆新年前

夕，將沒有午巿。 

(2)交易單位 

港股以「手」為交易單位，不同個股每一手的股數並不固定，由各發行人自

行決定，可在香港交易所網站「投資服務中心」內，選擇「公司/證券資料」

查詢。而零股亦可在盤中買賣，但價格較低。 

(3)價格限制 

每個交易日首個輸入交易系統的買盤或沽盤，是受一套開市報價規則所監

管。按此規則，首個掛盤若為買盤，其價格必須高於或相等於上日收市價之

下 24個價位的價格；而首個掛盤若為沽盤，其價格則必須低於或相等於上

http://www.hkex.com.hk/chi/invest/isc_c.htm
http://www.hkex.com.hk/chi/invest/company/profilemenu_page_c.asp


第13頁 

                                                                投資人須知 2024-09 

日收市價之上 24個價位的價格。首個掛盤(無論是買盤或賣盤)，在任何情

況下不得偏離上日收市價九倍或以上。 

價位是代表價格可增減的最小幅度，並與該證券所處的價格區間有關。目

前，交易所的價位表規定了從每股市價在 0.01-0.25港幣（價位為 0.001

港幣）到每股市價在 5,000-9,995港幣（價位為 5.000 港幣）的股票價位。

當某股票的價格上升或下跌至另一價格區間時，其價位也會隨著變動。 

 

(來源資料：港交所) 

(4)收市價 

港交所電腦交易系統在收盤前一分鐘(下午 3點 59分起)之內，每 15 秒擷取

當時價格，累積 5個價格並按價格高低排序，取中位數為收市價。 

(5)交割清算制度 

香港结算所實行持續淨额交割制度。在持續淨額交割制度下，每一名中央结

算系统參與者向其他中央结算系统参與者買入或賣出某一支證券，均会按滾

動相抵銷剩下的淨買或靜脈股份作为交收標準。 

交易所參與者通過自動對盤系統配對或申報的交易，必須於每個交易日（T

日）後第二個交易日下午 3時 45分前與中央結算系統完成交割，一般稱為

“T+2”日交割制度（即交易/買賣日加兩個交易日交收）。 

(6)佣金計價方式 

經紀可與其客戶自由商議佣金收費。 

(7)停牌機制 

停牌可以由上市公司提出，也可以是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稱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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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令。設立停牌機制的目的，是避免有個別股份出現資訊披露不公平的

情況，以及杜絕進行內幕交易。公司停牌對投資者有一定影響，但是，公司

停牌並不完全都是壞消息，譬如公司因有收購建議或者因引入策略性股東而

停牌，則對於公司及投資者而言可能會是利好的。所以，投資者應當在詳細

瞭解公司停牌的原因後，再做出相應的投資策略。 

5.外國人買賣證券限制、租稅負擔及徵納處理應行注意事項。 

(1) 外國人買賣證券限制 

對一般上市公司無持股比率限制，僅對電視及廣播公司如 TVB等設限；非香

港居民單獨持股比率不得超過 10%，總持股不得超過 49%；但若單一外資同

時持有另一家上市報社公司（如南華早報、明報），則兩者合計不得超過

15%。任一股東如欲持股 TVB超過 2%，須附有廣電局許可函件。 

(2) 租稅負擔及徵納 

外國人在香港進行有價證券交易負擔等和本地人並無區分，包含以下費用： 

(A)交易徵費：交易金額的 0.003%，買賣雙方均須繳付。 

(B)交易費用：交易金額的 0.005%，買賣雙方均須繳付。 

(C)股票印花稅：交易金額的 0.1%，買賣雙方均須繳付。 

(D)轉手紙印花稅：每張新轉手紙 5元，由賣方繳付。 

(E)交易系統使用費：每宗交易 0.5元，買賣雙方均須繳付。 

(F)過戶費用：每張新發股票 2.5元，由買方繳付。 

(G)資本利得與股利所得免稅。 

(三)投資人自行匯出資金投資有價證券之管道 

1. 自行申購：投資人經投顧公司提供顧問服務，自行至外匯指定銀行匯款

向外國有價證券公司申購外國基金。 

2. 經由金融機構：辦理新台幣特定金錢信託資金投資國外有價證券。 

3. 經由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4. 經由境外基金總代理人（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

業、信託業）及證券集中保管結算所：辦理投資境外基金結購外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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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外國有價證券(不含境外基金)投資人須知 

(紐約證券交易所、那斯達克證券交易所、 

紐約泛歐全美交易所) 

 

 

 

 

投資警語： 

一、金管會僅核准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外國有價證券顧問業務，並未准其得在國內從事外國

有價證券募集、發行或買賣之業務。 

二、外國有價證券係依外國法令募集與發行，其公開說

明書、財務報告及年報等相關事項，均係依該外國

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瞭解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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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公司簡介 

一、 公司名稱：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二、 營業所在地：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157號 4樓 

三、 負責人姓名：胡睿涵董事長 

四、 公司簡介： 

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係依據中華民國公司法之規定，於民國 76年 9月 22日設

立，並於民國 76年 10月正式營業，目前為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百所屬子公

司，目前資本額為壹億元整。 

五、 辦理業務種類： 

（一） 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二）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有關業務。 

 

貳、外國有價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本投資人須知茲依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 21條第 3項規定，說明有關顧問之外

國有價證券市場之相關資料，如下： 

1. 一般性資料： 

(1) 國家或地區之面積、人口、語言 

國家：美利堅合眾國，簡稱美國，是由 50 個邦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組成的聯邦共和立憲制

國家。美國本土位於北美洲中部，東臨大西洋，西臨太平洋，北面是加拿大，南部和墨西哥及

墨西哥灣接壤。除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之外，48 個州都位於美國本土。阿拉斯加州位於北

美大陸西北方，東部為加拿大，西面和俄羅斯隔著白令海峽。夏威夷州則是太平洋中部的群島。

美國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還擁有多處境外領土和島嶼地區。此外，美國在全球 140 多個國家和

地區擁有 374個海外軍事基地。美國曾經歷過 1812年戰爭、南北戰爭 (1861年－1865年)和

經濟大蕭條（1930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和其他盟國共同擊敗

納粹德國和日本而獲得勝利。經歷數十年冷戰，在蘇聯解體後，成為強國。其在經濟、工業、

軍事及科研等領域都處於全世界第一地位。 

面積：美洲第二大的國家，領土包括美國本土、北美洲西北部的阿拉斯加和太平洋中部的夏威

夷群島。面積約 937萬平方公里（其中純陸地面積約 915萬平方公里，內陸水域面積約 22萬

平方公里），如果加上五大湖中美國主權部分約 16萬平方公里，河口、港灣、內海等沿海水域

面積約 10萬平方公里，面積約為 963萬平方公里，如果再加上領海面積約 20萬平方公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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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約為 983萬平方公里。如果只計純陸地面積，美國（約 915萬平方公里）排名第三，僅次於

俄羅斯、中國，在加拿大（約 909萬平方公里）之前。 

人口：截自 2022 年 7 月 6 日，美國的人口總數估計約有 332,854,719 人。美國人口高度城鎮

化，在 2008 年時約有 81%人口居住在城市及其郊區（同時期世界城鎮化率為 54%），這使得美

國有許多廣袤土地上無人居住。加利福尼亞州與德克薩斯州是人口最多的兩個州份，美國人口

中心持續向西南傾斜，德州、加州、猶他州等西南諸州人口增長較快，而歷史悠久的東北部各

州（紐約州、麻薩諸塞州、伊利諾州）等地則人口停滯甚至下降。紐約市則是美國人口最多的

城市。 

語言：雖然美國沒有法定官方語言，英語卻是事實上的國家語言。據 2008年統計，約 3億 1480

萬(99.6%)的五歲以上人口在家只說英語。英語是最通用的交流語言，掌握一定程度的英語也

是移民歸化的要求之一。一些美國人呼籲把英語提升為官方語言，有 28個州已經通過地方法

律確保英語的官方地位；有 3個州承認其他語言與英語有平行地位：路易斯安那州的法語，夏

威夷州的夏威夷語和新墨西哥州的西班牙語。 

(2) 政治背景及外交關係 

政治背景 

美國成立之初，經濟基本上都是私人經營組成，州政府將福利問題放給私人企業或地方機構去

處理。美國政府很大程度上是支持私人自由競爭的，拒絕對公民進行大規模福利補貼，不過大

蕭條的慘痛經歷對這兩種理念都造成了衝擊。結果是美國在意識形態上選擇了資本主義的道

路，與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形成鮮明對比。 

美國聯邦和州的政府與議會主要有兩個政黨競爭：共和黨和民主黨。一些小黨的參選人有時也

有可能當選。共和黨通常在社會議題上屬於社會保守派、在經濟議題上屬於古典自由主義，對

外奉行強硬的國防外交政策，屬於干涉主義路線。民主黨通常在社會議題上屬於自由派、在經

濟議題上屬於進步主義及自由主義的路線。美國人一般會傾向支持兩黨中的其中一個，不過一

些人也會支持獨立的小政黨的候選人，包括了自由黨、綠黨、憲法黨等。 

1933 年－1995年，民主黨一直控制國會兩院，共和黨僅在 1947年－1949年和 1953年－1955

年兩屆會期短暫取得多數。1994 年共和黨革命後，除了 2001－2002 年民主黨在參議院暫時佔

多數外，共和黨控制國會兩院並保持在兩院的多數優勢直到 2007年 1月，2010 年 11月期中

選舉中，共和黨重新奪回眾議院的多數，控制眾議院。在總統選舉方面，自 1860 年林肯總統

當選以來，共和黨一直保持總統職位(四屆除外)直至 1932年羅斯褔當選總統。1952年民主黨

結束其在白宮 20年的執政地位。此後共和黨多能保持總統職位，而民主黨則控制國會。2008

年 11月 4日民主黨候選人貝拉克•歐巴馬當選第 44屆美國總統，於 2009 年 1 月 20 日就任，

成為美國史上首任非裔美國人總統。2016年 11月 8日共和黨候選人唐納·約翰·川普當選第 45

屆美國總統，於 2017年 1月 20日就任，成為了美國歷史上最年長、最富有的總統當選人，以

及第一個先前沒有擔任過任何軍職或公職的人，他也是第五位獲得普選票數少於對手但當選總

統的人。2021年 1月 20日，喬·拜登宣誓就職，歷史上最年長的總統再度打破。 

外交關係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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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之前，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孤立主義，避免捲入外國力量間的衝突。當地位躍至超級大國後，

這種政策就被拋棄了，不過美國仍然對國際主義理念疑心重重。在任總統和其智囊團的觀點很

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的外交態度。 

美國革命期間，美國與一些歐洲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說服了法國、西班牙以及荷蘭協助對抗

英國。在接下來的開墾年代裡，美國一直在親法或親英兩個選擇間搖擺不定。當時美國對歐洲

事務不願插手，專注於北美的疆土開拓。 

後來美國以門羅主義削弱了歐洲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力，以確保自己在美洲地區事務的支配權。

美國的擴張政策陸續引發了與墨西哥和西班牙的戰爭，兩戰均以美國的勝利告終。在南北戰爭

中，美國指責英國和法國支援南部分裂的美利堅聯盟國，並試圖入侵墨西哥。但在內戰結束後，

美國在北美洲的主導地位就再未受過挑戰。 

隨著國力漸增，美國開始將注意力轉向海外，尤其是對外貿易的開拓。為此，美國佔領了太平

洋的許多領土，包括夏威夷、菲律賓，並與歐洲列強競爭在中國的影響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美國在聯合國的創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並且成為安全理事會的五名永久會員之一。 

冷戰期間，美國最初試圖限制蘇聯於世界各地的影響力。為了對抗蘇聯，美國、加拿大和 10

個歐洲國家共同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聯合盟國對抗任何針對北美和歐洲的軍事行動，

後來又有 14個歐洲國家陸續加入了這一共同防禦聯盟，包括土耳其和一些前華沙條約成員國

以及部分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出於政治上的現實考量，美國也與共産主義陣營中部分社會主義

國家結成戰略夥伴，例如中蘇交惡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近年來，由於蘇聯解體，美國失去全球戰略對手，更加關注自身邊界安全，防止非法移民和非

法毒品進入國內，尤其是針對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國家。美國也充分利用冷戰後的全球領導地

位，基於國家利益和民主自由價值觀，打擊恐怖主義、邪惡軸心國家和避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的擴散，其主要目標為維護國家利益，被認為有干涉主義的性質。近年由於中國在經濟和軍事

上的迅速發展，美國逐漸加強在亞洲的軍事部署。 

美國具有全球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影響力，其外交政策走向一直是世界關注和討論的焦點。

美國的外交關係規模是全世界最為龐大的。幾乎所有的國家在華盛頓特區都設有大使館和派駐

大使。 

在西方世界方面，英國、加拿大、澳洲，均被視為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亞洲方面，在二戰後，

日本、大韓民國和以色列均與美國有極緊密的外交關係，日、韓兩地更有美軍駐兵(參見駐日

美軍、駐韓美軍)。 

只有少數國家沒有與美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如伊朗、朝鮮等國家。2015年，古巴與美國

恢復兩國中斷超過 50年的外交關係。 

在中東及伊斯蘭社會冷戰後的美國外交一直不被看好,甚至常年被媒體評論為失敗，從巴以問

題一直僵持不下，又 911事件開始再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的戰爭泥潭，阿拉伯之春變成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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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之冬經歷動盪的利比亞和敘利亞乃至埃及黎巴嫩至今局勢還沒有穩定下來，這導致了中東

地區的 20多個國家的反美浪潮愈演愈烈。而美國的外交政策也實在讓人難以捉摸。據有關材

料指出，美國政府在明知某些恐怖組織的威脅性下，還是放手不管，導致了如今 ISIS對中東

威脅的加重。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以來川普外交政策仍有典型的部分，其一就是防止中國大陸崛

起太快。其二就是美國利益優先。與所有跟歷任美國總統有區別的外交政策，目的都在確保美

國利益優先。這也是歷任美國總統外交政策的核心，只是彼此採取的路徑不同而已。現在北大

西洋公約組織各會員國願意提高軍費占 GDP的比例，以減輕美國對北約的財務負擔；歐盟主席

願意增加對美進口農產品以平衡大陸減少對美進口；美墨達成進出口糖的協議，在汽車產業方

面的協議也即將完成，以降低美國對墨西哥的貿易逆差。這些都會進而使加拿大在與美國協商

修訂 NAFTA壓力備增。 

(3)政府組織 

美國政府體制始於 1776年，最初只是一個基於自由和民主理念的試驗。但是，歷史證明，它

是一種相當富有活力和適應性的體制。 

美國常被稱作是一個民主政體，但更確切地說，美國實行的是憲政聯邦共和制。"憲政"是指美

國政府是建立在憲法基礎上，這部《憲法》是國家的最高法律，不僅確定聯邦和州政府的結構，

而且確立了政府的許可權。"聯邦"體現在美國的體制是由一個全國政府和 50個州政府組成。"

共和制"則是指一個由人民掌權、但由人民選出的代表執政的政體。 

《憲法》不僅確定了聯邦政府的結構和權力，而且也對州政府有基本規定。同時，各個州也都

有州憲法；州憲法包含針對州內地方政府的條文。地方政府是指市、縣、鎮或學區以及特別選

區的政府。地方政府負責管理當地的自然資源或交通系統。 

聯邦政府的權力和職責範圍由《合眾國憲法》 限定。屬於聯邦政府的權力包括：州際貿易、

國防、造幣、移民及入籍、以及與外國簽定條約等。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憲法》得到合

乎時代變化的解釋和修正，聯邦政府的權力也隨之有所改變。聯邦政府通過與州政府合作，制

定出一些由聯邦提供經費、州政府實施的法律和項目。這種合作領域主要包括：教育、社會福

利、住房補貼及營養、國土安全、交通和緊急行動等。這些項目須按聯邦規定運作。 

這種合作使聯邦政府具有影響州政府的能力。例如，在 1970年代，聯邦政府希望通過降低高

速公路的最高行駛時速減少能源消耗。但是，聯邦政府不是通過直接立法達到這一目標，而是

宣佈，凡不自動降低州內時速的州，將不能得到聯邦提供的公路項目經費。另外，在很多情況

下，州政府為獲得聯邦資助，自身也必須為公路項目提供部份資金。 

地方政府的結構和權力由州憲法確立。如同州政府的規定不得與聯邦法律相悖一樣，地方政府

受到州憲法和法律的制約。美國聯邦政府由三部分組成：立法分支、行政分支、司法分支。美

國憲法對每一分支的職權給予明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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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濟背景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 17.87萬億美元，約佔世界經

濟的五分之一，人均 GDP(2015年)為 55,710美元(居世界第 5)。美國是世界第二大貿易國，

世界第二大出口國，世界最大進口國。美國經濟是混合經濟體：大多數微觀經濟決策由公司或

私人企業做出；政府則以法律法規、財稅政策、貨幣政策等方式對經濟進行干預或宏觀調控，

並在基礎研究和教育、公共衛生、社會安全保障、儲蓄保險等領域提供一部分資助或服務。前

五大貿易夥伴為中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德國。美國也是第三大石油生產國和第二大天

然氣生產國。(美國 2001年美國經濟在經歷長達十年的增長後陷入短暫衰退，之後進入新一輪

繁榮期。2007年美國經濟下行因素增多，7月次級房貸危機全面爆發。2008年 9月，隨著雷

曼兄弟等多家金融機構接連破產、被兼併或由政府接管，美國次貸危機迅速升級演變成大蕭條

以來最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金融系統損失重大，信貸市場迅速萎縮，實體經濟深度衰退，市

場信心受到嚴重影響。歐巴馬政府上臺後實施大規模刺激經濟計畫，2009年下半年起美國經

濟金融形勢開始好轉，國內生產總值恢復增長。2010年美國經濟繼續復蘇，全年 GDP增長率

達 3.0%，經濟總量基本恢復至危機前的水準。2011年美國經濟繼續保持溫和復蘇勢頭，四個

季度經濟增速分別為 0.1%、2.5%、1.3%和 4.1%，全年經濟增長率為 1.8%。2012 年以來，美國

經濟繼續保持溫和增長，工業生產、商品零售、居民收入、房地產價格等均有所回升，但經濟

增勢總體低於市場預期。第一、二、三季度 GDP增長率分別為 2.0%、1.3%和 3.1%，12月失業

率為 7.8%，已連續四個月低於 8%。2013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 16.8萬億美元，居世界

國家和地區第 1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53,142.89美元，居世界國家和地區第 10 名。2016年

美國完成國內生產總值 18.03 萬億美元，居美洲和世界第 1位；完成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55904.30美元，居世界第 5 位。) 

美國經濟依然有世界上最大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世界第二大工業國，工業門類齊全且生

產技術先進。傳統工業部門有鋼鐵、汽車、化工、石油、飛機、機械、造船、電力、採礦、冶

金、印刷、紡織、製藥、食品、軍火等。其中鋼鐵的產量佔世界的十分之一以上；汽車產量和

發電量均佔世界的 1/5以上。新興工業部門有電子電器、光電、雷射、精密機械、宇航、核能、

新能源、機器人、新型材料、生物製藥、高速鐵路系統、尖端武器等。 

其中電子電器、光電、宇航、核能、生物製藥及尖端武器等工業居世界領先水平。其他的正面

因素包括：活躍的風險資本網絡及鼓勵冒險與創新的文化，比較成熟和規範的金融市場及背後

的法律制度，按人均計算較為豐富的自然資源，相對開放、覆蓋廣泛的公共教育以及高等教育

體系，在高科技領域擁有眾多如亞馬遜、蘋果公司、谷歌、微軟、臉書、推特這些具有國際競

爭力的企業及對研發的持續投入，對新移民人才的吸引力，一定的社會福利。 

美國經濟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經濟體。美國經濟高度發達，全球多個國家的貨幣

與美元掛鈎，而美國的證券市場和債劵被認為是世界經濟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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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背景 

經歷了 1970年代的滯脹以後，近年來美國經濟大致呈現緩慢增長的狀態。2007 年以來則經受

了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經濟面臨的長期問題包括：巨額貿易赤字及政府財政赤字，1970年

代以來最低的儲蓄率，日益增長的高額負債如逾 5萬億美元公共債務，約 9000 億美元公司債

務，超過 1.5萬億美元房屋抵押債務，3萬億美元潛在的醫療負債，1.2萬億美元的社會安全

保障基金缺口，等等。國內的資產總共 13.1萬億美元。 

從 1980年代隆納·雷根的總統任期以來，美國增加了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運用，相對減少

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並減少福利制度的規模，拋棄了自經濟大恐慌以來長期實行的、偏向干

涉主義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也因此，美國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提供的服務比其他工業化國

家都要少，降低國內的稅賦，並更依賴於自由市場和私營的慈善機構上。縱使新自由主義所帶

來的經濟寬鬆為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好處，由這種經濟制度衍生的財團壟斷問題，不平等競爭問

題，以及最低薪資問題都一再成為社會的爭議焦點，往往是國會選舉與總統大選時期的爭議話

題之一。 

1990 年代，電腦及網際網路的普及令美國進入前所未有的繁榮及全球科技的領先地位。21世

紀初，網際網路經濟泡沫破滅，導致美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陷入持久低速增長。雖然美國經濟在

2003 年後恢復較好的成長局面，但於 2007 年又爆發次級房貸風暴，令美國及整個世界經濟受

到嚴重打擊，且美國金融與經濟的威信一落千丈，並且以美元計算國際黃金和原油的地位也被

拿出來討論，隨後到 2008年，美國次級房貸風暴演變成金融危機席捲全球，導致金融海嘯波

及各國經濟，令全球的金融業、房地產、汽車業、奢侈品、與民間實質消費的成長嚴重下跌，

尤其是英美為首的已開發國家。目前已經逐漸進入後金融海嘯時代，經濟的模式與未來的重新

檢討與改革正逐漸明朗，但不確定性相當高(大量印製鈔票)，儘管如此，但美國經濟的份量仍

是相當的高。 

綜觀美國經濟史，是一個成功的從殖民地經濟逐漸過渡到在 20世紀時成為世界最大的工業國

的歷程。 

美國於 19世紀末期就已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至今國民一直擁有很高的生活水

平，2000年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就超過四萬美元，居世界前列，是全球最富裕、經濟最發達

和生活水準最高的國家之一。 

美國主要產業概況 

經濟體系兼有資本主義和混合經濟的特徵。在這個體系內，企業和私營機構做主要的微觀經濟

決策，政府在國內經濟生活中的角色較為次要；然而，各級政府的總和卻占 GDP 的 36%；在已

開發國家中，美國的社會福利網相對較小，政府對商業的管制也低於其他已開發國家。 

各地區的經濟活動重心不一。例如：紐約市是金融、航運、出版、廣播和廣告等行業的中心，

也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經濟中心；洛杉磯是唱片、電影和電視節目製作中心，也是北美洲西岸以

至亞太區的經濟中心；舊金山灣區和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區是技術開發中心，矽谷更是全球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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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和科研中心；美國中西部是重工業中心，底特律是著名的汽車城，芝加哥是該地區的金融和

商業中心；東南部以醫藥研究、旅遊業和建造業為主要產業，並且由於其薪資成本低於其他地

區，因此持續的吸引製造業的投資。 

美國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航運業、保險業以及商業服務業占 GDP占最大比重，全國四分

之三的勞力從事服務業，而且處於世界領導地位，紐約不僅是全國第一大城市和經濟中心，更

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金融、航運和服務中心。教育是美國最重要的經濟產業之一，每年吸引不少

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慕名前來求學，也為此吸納了不少人才。 

美國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包括黃金、石油和鈾，然而許多能源的供應都依賴於外國進口。美

國是全球最大的農業出口國之一，主要農產品包括了玉米、小麥、糖和煙草，中西部大平原地

區驚人的農業產量使其被譽為「世界糧倉」。 

美國工業產品主要包括了汽車、飛機和電子產品。美國是飛機、鋼鐵、軍火和電子器材的主要

輸出國。美國也有發達的旅遊業，排名世界第三。 

工業：美國是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工業門類齊全且生產技術先進。傳統工業部門有鋼鐵、汽車、

化工、石油、飛機、機械、造船、電力、採礦、冶金、印刷、紡織、製藥、食品、軍火等。其

中鋼鐵的產量占世界的十分之一以上；汽車產量和發電量均占世界的 1/5以上。新興工業部門

有電子電器、光電、雷射、精密機械、宇航、核能、新能源、機器人、新型材料、生物製藥、

高速鐵路系統、尖端武器等。其中電子電器、光電、宇航、核能、生物製藥及尖端武器等工業

居世界領先水平。 

農業：美國是已開發國家第一大農業國，具備農業生產的優良條件：世界第四大河密西西比河

縱貫南北，平原面積占國土面積的近一半，耕地面積占世界的十分之一；緯度適中，國土遼闊，

三面臨海(西臨太平洋、東臨大西洋、南臨墨西哥灣)，氣候類型齊全；經濟發達，農業生產技

術先進；交通發達；農作物品種優良等。美國的小麥、大豆、玉米、棉花、煙草、肉蛋奶產量

均名列前茅，其中小麥產量占世界的近十分之一；大豆和玉米均占 40%左右。美國國內超過一

半的水果都在加利福尼亞州產出。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本土並沒有熱帶分布，因而需要大量進

口可可、咖啡、天然橡膠、香蕉等熱帶作物。 

科學和技術：美國在科學和技術研究，以及技術產品創新方面都是世界首屈一指。人類工業史

上許多最重要的發明，包括了軋棉機、通用零件、生產線等都是源自美國，其中工業的生產線

尤其重要，它使得工業的「大量生產」從夢想變為真實。其他重要的發明還包括飛機、電燈泡、

電話。 

美國在 20世紀開展了著名的曼哈頓原子彈計劃、阿波羅登月計劃和人類基因組計劃。在二戰

時期，美國最早研製出原子彈，將人類科技帶入原子時代的新紀元。冷戰開始後，美國最先在

太空科學和技術領域取得成功，在太空競賽中領跑，從而導致了火箭技術、武器研究、材料科

學和計算機等領域的重大進步，1969年 7月，當尼爾·阿姆斯特朗從阿波羅 11號飛船中走出，

成為踏上月球的第一人時，標誌著競賽達到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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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以來，美國為計算機與網際網路發展史上貢獻至豐，包括二戰中發明的計算機和初期的軍

事化應用，到今日以谷歌、微軟、IBM、英特爾、蘋果、惠普和戴爾等為代表的一大批知名公

司都為電腦和信息化領域做出了巨大的革新和貢獻。此外美國國防部創辦的 ARPA 網也是網路

技術的先驅。 

在科學研究方面，美國學者贏得了顯著大量的諾貝爾獎，特別是在生物和醫學領域，充份彰顯

美國優越的研究環境以及對一流人才的磁吸能力。國立衛生研究院是美國生物醫學的聚焦點，

並已完成人類基因組計劃，使人類對腫瘤、阿茲海默病等疾病的治癒研究進入重要階段。航空

和航天研究的政府機構是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之類的私

營企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5)外國人投資情形 

外國直接投資金額（FDI）在 2023年 6月達 75,536百萬美元，相較於 2023年 3 月的 104,375

百萬美元有所下降。 

 

                                                     1997/3-2023/6 美國 FDI 

 (6)外貿及收支情形 

美國是世界第二大貿易國，世界最大進口國，世界第二大出口國。美國是小麥、玉米、大豆的

最大出口國。同時也是航空、電子、化工類產品的主要出口國。此外，美國還是世界最大的軍

火出口國。美國主要進口的商品有化石能源、電力、工業原材料、一般工業製成品、橡膠、可

可、咖啡等。美國的主要貿易對象有加拿大、中國、日本、墨西哥、德國、英國、法國、沙烏

地阿拉伯、印度、韓國、台灣 、巴西等。其中，加拿大和中國為美國最重要的兩個貿易夥伴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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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務部 2023年 10月 5日表示，美國貿易逆差收縮 9.9%，至 583億美元，是 2020年 9月

以來最低水準，比 7月修正後的 647億美元下降近 10%。最新數據顯示，8月出口增加 41億美

元，即 1.6%，達 2,560億美元。其中，貨物（商品）出口激增 1.8%，達 1,715 億美元；資本

貨物出貨量則創歷史新高。但食品、飼料和飲料出口額為 2020年 8月以來最低水準。而服務

出口額則為 845億美元，創下有紀錄以來最高水準。服務業盈餘達 262億美元，創 2018年 3

月以來最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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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入匯出限制 

美國對經營外匯業務沒有限制，政府無專門指定外匯專業銀行。因此，幾乎所有銀行和其他金

融機構都可以經營外匯買賣。參與外匯業務活動的主要有商業銀行、儲蓄銀行、投資銀行、人

壽保險公司、外匯經紀商甚至股票經紀商，其中商業銀行占最重要的地位。此外，美國聯邦儲

備銀行作為美國的中央銀行也參與外匯市場的交易活動，以維持美元地位。  

(8)銀行系統及貨幣政策 

銀行系統 

美國金融體系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即聯邦儲備銀行系統，商業銀行系統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組

成，由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主導。 

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系統起中央銀行作用。具有發行貨幣、代理國庫及對私人銀行進行管理監督

職能，更為重要的是為美國政府制訂和執行金融貨幣政策。聯邦儲備系統可以通過它所制訂的

政策直接影響貨幣的供應和信貸的增長，從而影響宏觀經濟的各個方面。 

現在的聯邦儲備銀行系統包括聯邦儲備總裁委員會；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12 家區域性聯邦

儲備銀行以及數千家私營的會員銀行。聯邦儲備總裁委員會是聯邦儲備銀行系統的最高權力機

構，它由 7名委員組成、負責決定全國貨幣政策，並對聯邦儲備銀行各區域性分行、會員銀行

和商業銀行的活動及業務有廣泛的監督和管理職責。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是聯邦儲備系統用以執行貨幣政策的主要機構，由聯邦儲備總裁委員會 7

名委員和 5名區域聯邦儲備銀行的行長(其中必須包括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其餘各分行輪

流參加)。區域性聯邦儲備銀行是按照 1913年國會通過的聯邦儲備法，在全國劃分 12個儲備

區，每區設立一個聯邦儲備銀行分行。 

每家區域性儲備銀行都是一個法人機構，擁有自己的董事會。會員銀行是美國的私人銀行，除

國民銀行必須是會員銀行外，其餘銀行是否加入全憑自願而定。加入聯邦儲備系統就由該系統

為會員銀行的私人存款提供擔保，但必須繳納一定數量的存款準備金，對這部分資金，聯邦儲

備系統不付給利息。 

美國商業銀行在美國金融體系中佔有主要位置，1980年，美國共有商業銀行 15082家，總資

產為 21147億美元，占金融界資產總額的 30%左右。商業銀行以存款和貸款為主，70年代以來

各主要商業銀行為擴大業務經營範圍，增強生存能力，積極開展存貸款以外的業務。由於 1933

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禁止商業銀行從事投資業務，也不能經營證券發行和買賣，故許

多商業銀行都設立信託部，參與證券經營活動。 

http://baike.baidu.com/view/1686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6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1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4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6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75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4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44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8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46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29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29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19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8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17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64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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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4月 1日，美國完全取消對儲蓄存款利率的上限，這樣各種銀行完全可以自己決定對

存款付多高的利息，這大大增加了銀行業的競爭。此外再加上 80年代初出現的第三世界債務

危機等因素，使美國商業銀行的倒閉率不斷上升。 

1984 年有 79家商業銀行倒閉，1985年為 120家，1986年為 150家，1990年高達 200家。其

中，1984年位列美國 10大銀行之一的大陸伊利諾斯銀行破產，1991年初擁有 230 億美元的新

英格蘭銀行集團破產，給美國金融業帶來的震動是巨大的。1990年底，全美最大的 225家銀

行的股票平均下降了 17.53%，一些大銀行的股價甚至不到其帳面價格的一半。 

一、體系  

(一)美聯儲體系(核心)； 

(二)商業銀行(主體)； 

(三)專業性銀行和政策性銀行； 

(四)非銀行金融機構； 

(五)外國金融機構和國際金融機構。  

二、演變的歷史(初創 雙線管理體制 美聯儲誕生)  

(一)州級銀行註冊、管理制度； 

(二)聯邦管理銀行體制的產生； 

(三)雙線管理體制誕生(濃厚的美國特色)  

①國民銀行制度建立(1863《國民銀行法》：中央銀行制度的嘗試)； 

②1913年《聯邦儲備法》：1914美聯儲正式建立。  

(四)美國銀行體制的調整  

①自由銀行制度終結；  

②單一州原則和單一銀行制度瓦解；  

③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  

三、當代美國銀行制度的最新發展  

(一)背景  

①經濟全球化；  

②金融自由化。 

(二)內容  

①徹底解除單一州原則；  

②改革雙線多頭的銀行監管體制； 

③銀行業步入混業經營時代。  

四、美國銀行體制的特徵  

(一)雙線多頭的金融監管體制； 

(二)商業銀行數量眾多； 

(三)迂迴曲折的銀行集中壟斷 

(四)銀行全球化氣勢逼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518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18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2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3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3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688.htm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E%8E%E8%81%94%E5%82%A8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93%E4%B8%9A%E6%80%A7%E9%93%B6%E8%A1%8C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4%BF%E7%AD%96%E6%80%A7%E9%93%B6%E8%A1%8C
http://wiki.mbalib.com/zh-tw/%E9%9D%9E%E9%93%B6%E8%A1%8C%E9%87%91%E8%9E%8D%E6%9C%BA%E6%9E%84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4%96%E5%9B%BD%E9%87%91%E8%9E%8D%E6%9C%BA%E6%9E%84
http://wiki.mbalib.com/zh-tw/%E5%9B%BD%E9%99%85%E9%87%91%E8%9E%8D%E6%9C%BA%E6%9E%84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E%8E%E8%81%94%E5%82%A8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E%A1%E7%90%86%E5%88%B6%E5%BA%A6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D%95%E4%B8%80%E9%93%B6%E8%A1%8C%E5%88%B6%E5%BA%A6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3%E9%9B%B7%E9%A1%BF%E6%A3%AE%E6%9E%97%E4%BD%93%E7%B3%BB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F%E6%B5%8E%E5%85%A8%E7%90%83%E5%8C%96
http://wiki.mbalib.com/zh-tw/%E9%87%91%E8%9E%8D%E8%87%AA%E7%94%B1%E5%8C%96
http://wiki.mbalib.com/zh-tw/%E9%93%B6%E8%A1%8C%E4%B8%9A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7%B7%E4%B8%9A%E7%BB%8F%E8%90%A5
http://wiki.mbalib.com/zh-tw/%E9%87%91%E8%9E%8D%E7%9B%91%E7%AE%A1%E4%BD%93%E5%88%B6
http://wiki.mbalib.com/zh-tw/%E5%9E%84%E6%96%AD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A8%E7%90%83%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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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 

美國的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職責，長期以來由美國的中央銀行即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簡稱

美聯儲，FRS)承擔。貨幣政策是美國調控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宏觀政策工具。美國法律

規定，貨幣政策的目標是實現充分就業並保持市值的穩定，創造一個相對穩定的金融環境。在

貨幣政策執行過程中，美聯儲積極運用有關金融工具以儘量減少利率和貨幣信貸量的變化，努

力達到兼顧 “充分就業、市值穩定”的兩大目標的目的。隨著市場經濟的成熟和發展，美聯

儲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經濟方面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量化寬鬆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簡稱 QE)是指央行將政策利率(短期資金拆借的利率)降

至零、降無可降時，希望藉由向金融機構購入特定數量(此所謂「量化」)的金融資產(通常主

要是政府公債)，增加銀行體系的流動性(liquidity)，促使銀行放款，同時壓低長期利率，促

進投資與消費。2009年 3月，美國第一次實施量化寬鬆政策，以購買長期的國債遏制經濟危

機的惡化。2010年 11月，美聯儲宣佈進行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通過 6000億美元收購美國

國債以刺激經濟發展。2012 年 9月起實施第三次量化寬鬆政策，以 MBS為購買標的，9月購買

230 億美元，並自 10月起每月購買 400億美元，2013年 1月 QE3再加碼，增加每月收購 450

億美元長期公債，使每月購債規模增至 850億美元。與前兩輪不同的是，QE3沒有明確實施截

止日，但卻加入了退場機制，即美國的預期通膨率高於 2.5%及失業率低於 6.5%時，將會開始

採取漸進式縮減購債規模。2014 年 1月起開始縮減 QE規模，於 2014年 10月退場。 

 

美國實施量化寬鬆政策概況： 

階段 日期 內容 

第一輪
QE1 

2009 年 3 月至
2010年 3月 

規模 1.75兆美元，1.25兆美元購買抵押貸款債券、3000
億美元美國國債以及 1750億美元的機構證券。 

第二輪
QE2 

2010 年 8 月底至
2012年 6月 

規模 6000億美元，購買財政部發行的長期債券，每月購
買 750億。 

第三輪
QE3 

2012 年 9 月 15
日起 

每月購買 400 億美元的抵押貸款債券(MBS)，2013 年 1
月再加碼美月收購 450億美元長期公債。 

QE退場 
2014 年 1 月至
2014年 10月 

2014年 1月起開始縮減 QE規模，每月購債規模減少 100
億美元至 750 億美元；2 月宣布購債規模再縮減 100 億
美元到 650 億美元；4 月起每月購債金額減碼至 550 億
美元；5月再減至 450 億美元；6月繼續削減債券收購規
模 100億美元，減至 350億美元。2014年 10月 QE退場 

為了因應冠狀病毒疫情對於經濟的衝擊，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2020年 3 月宣布調降基

準利率 4碼，來到 0%至 0.25%的目標區間，並推出 7000億美元的量化寬鬆措施。 

2023 年美國通脹雖持續放緩，但仍顯著高於聯儲局 2%的長期目標。截至 2023年 4月，個人消

費開支（PCE）物價指數與核心 PCE物價指數分別升 4.4%與 4.7%。由於緊縮貨幣政策導致按揭

利率上揚，美國樓市持續低迷。同時，利率攀升增加企業營運成本，加上市場對經濟前景轉趨

黯淡的憂慮，皆導致企業固定投資縮減。美國 2023年第一季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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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如預期升幅偏低。雖然聯儲局在 2023年 6月議息後暫停加息，但縮表操作仍繼續進

行。為應對 3月時的銀行危機，聯儲局當月曾一度大幅擴表，隨即又回歸縮表。當時該局主席

解釋，突然擴表「向銀行提供臨時貸款並非為了直接改變貨幣政策立場，而是為了應對近期銀

行業在壓力下對流動資金的特殊需求。」 

 (9)財政收支及外債情形 

美國政府 2023財政年度預算赤字擴大 23%，因所得稅收入減少拖累整體收入，而利率上升導

致發債成本支出增加。美國財政部 2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 2023年 9月 30 日，美國 2023

財政年度赤字擴大至 1.7兆美元，相當於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6.3%，占比為史上第三高。而

上個會計年度赤字為 1.38兆美元，占 GDP的 5.4%。若扣除美國總統拜登學生貸款減免計畫的

會計影響，赤字的擴大更加明顯，實際上增加一倍，達到約 2兆美元。 

美國國債指美國聯邦政府欠美國國庫券持有者的金額。國債是政府欠債權人的債務，不論該債

權人是國民或外國人。而外債則是所有國內機構，包括公營和私營，欠外國債權人的債務。在

美國，美國外債大部分是政府欠外國債權人，美國財政部轄下美國公債局負責按日計算政府欠

債額度。當美國政府有盈餘，它可透過贖回債券以降低債務，同時停發新債券；也可在債券未

到期時在公開市場回購債券。 

美國財政部的統計顯示，2006 年末，在「公眾持有」的國債中，44%由外國投資者持有，而當

中的 66%是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尤其是日本銀行和中國人民銀行。外國持有美國國債中，40%

來自日本和中國大陸，但中國正連續減持美國國債，在 2022年拋售了 700億美元國債，截止

2023 年 1月 19日，中國持有的總數國國債降至 8,700億美元，創 13年以來新低。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於 2023年 7月 24 日增持了 550億美元國債，截止 2023年 3月日本是最大的債權

國。 

(10)賦稅政策及徵課管理系統 

稅賦政策 

美國是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體系。聯邦稅以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險稅、公司所得稅為主，此

外還有遺產稅與贈與稅、消費稅(包括一般消費稅及專項用途消費稅)暴利稅、印花稅等。關稅

是由關稅署負責的稅種各州一級稅制不完全一致,一般有銷售稅、所得稅、財產稅、遺產稅和

繼承稅、機動車牌照稅、州消費稅等。地方主要以財產稅為主。此外有對旅館營業供電電話使

用征收的營業稅、許可證稅等。 

個人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的納稅義務人為美國公民、居民外國人和非居民外國人。美國公民指出生在美國的

人和已加入美國國籍的人。居民外國人指非美國公民，但依美國移民法取得法律認可有永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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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權的人。其他外國人即為非居民外國人。美國公民和居民外國人要就其在全世界範圍的所

得納稅，而非居民外國人僅就其來源於美國的投資所得與某些實際與在美國的經營業務有關的

所得交納聯邦個人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採用對綜合所得計徵的辦法。課征對象包括：勞務與工薪所得、股息所得、財產租

賃所得、營業所得、資本利得、退休年金所得。從所得中應剔除的不徵稅項目有：捐贈、夫婦

離婚一方付給另一方的子女撫養費、長期居住在國外取得的收入、軍人與退伍軍人的津貼和年

金、社會保險與類似津貼、雇員所得小額優惠、州與地方有獎債券利息、人壽保險收入、小限

額內股息等。可扣除項目有：在國外、州、地方繳納的稅款、醫療費用、慈善捐贈、付借款的

利息、意外損失、取自政府儲蓄計劃的利息等。可以抵免的項目有：家庭節能開支、撫養子女

及贍養老人費用、已繳外國所得稅。從總所得中扣除這些項目後的餘額即為實際應稅所得。依

差額累進稅率計稅，按年計徵，自行申報。家庭可以採用夫婦雙方共同申報辦法。  

社會保險稅  

社會保險稅的目的主要在於籌集專款以支付特定社會保障項目。其保險項目包括：退休金收

入；傷殘收入；遺屬收入；醫療保險納稅人包括一切有工作的雇員雇主、自營業者等。對雇員

的稅基為年工薪總額，包括獎金、手續費、實物工資等。對雇主的稅基則是其雇員工薪總和。

採用比例稅率(酌情按年調整)。對超過規定最高限額的工薪額不征收。  

公司所得稅  

公司所得稅的課稅對象包括:利息、股息、租金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勞務所得，貿易與經營所

得，資本利得，其他不屬於個人所得的收入。實際應稅所得是指把不計入公司所得項目剔除後

的總所得作法定扣除後的所得。將應稅所得乘以適用稅率後，再減去法定抵免額即為實際應納

稅額。其中，可扣除項目主要有：符合常規和必要條件的經營支出與非經營支出，如經營成本、

雇員工薪報酬、修理費、折耗、租金、利息、呆帳、法定可扣除的已繳稅款、社會保險集資、

廣告費等；公司開辦費的限期攤提；折舊；虧損與意外損失；法人間的股息；研究與開發費用

等。可抵免項目有：特定用途的燃料與潤滑油抵免、研究與開發費用增長的抵免、國外稅收抵

免、財產稅抵免等。  

公司所得稅的納稅人分為本國法人和外國法人。本國法人指按聯邦或州的法律在美國設立或組

織的公司，包括政府所投資的法人。本國法人以外的法人為外國法人。本國法人應就其全世界

範圍所得納稅，而外國法人則就其在美國進行貿易、經營的有關所得，以及雖然與其應納稅年

度內在美國的貿易、經營無關，但來源於美國的所得納稅。公司所得稅採用累進稅率。  

失業保險稅  

失業保險稅是以雇主為納稅人，採用比例稅率。稅基由雇員人數及支付雇員工薪數決定。失業

保險稅也在各州征收，允許在州徵稅額中抵扣已交聯邦失業保險稅部分。州的失業保險稅納稅

人為雇主，但也有少數州同時對雇員征收。所徵稅款主要為失業工人建立保險基金。此外還有

專門適用於鐵路工人的“鐵路退休保險稅”和“鐵路失業保險稅”。  



第16頁 

                                                               投資人須知 2024-09 

州消費稅  

州消費稅美國各州稅制不盡相同，大多以一般消費稅為主，也有選擇單項消費稅，如對汽油、

煙、酒等征收的多在商品零售環節對銷售價按比例稅率課征,又稱銷售稅或零售營業稅。  

美國的稅收管理體制 

美國的聯邦、州、地方三級政府根據權責劃分，對稅收實行徹底的分稅制。聯邦與州分別立法，

地方稅收由州決定。三級稅收分開各自進行徵管。這種分稅制於美國建國初期已開始形成。聯

邦一級稅收的基本法律是 1939 年制定的《國內收入法典》，1954年、1986年分別作了修訂。  

美國負責聯邦稅收法規管理事務的機構，是財政部內所設負責分管稅收政策的助理部長辦公

室。這一部門協助部長、副部長擬訂和執行國際稅收政策，就稅收法案負責同國會聯繫,對影

響稅收的經濟形勢進行分析,為總統的預算咨文提供未來稅收的估計，並參與國際稅務協定談

判。稅收立法權在參議院和眾議院，由財政部提出的稅收法律、法令經國會通過，總統批准後

生效。  

稅收徵管機構為國內收入局與關稅署，國內收入局負責聯邦國內稅征收及國內收入法案的執

行。關稅署負責關稅征收。國內收入局局長由總統任命，直接向財政部長報告工作在局長領導

下設行政與法律兩大部門三位副局長分別領導行政部門的三類工作；主管業務副局長領導對納

稅申報的審計與檢查，稅款征收，監督免稅以及在稅收犯罪調查中與司法部門合作；主管政策

與管理的副局長負責建立長期的財政管理計劃，研究處理國內收入署的安全機密，監督稅收出

版物發行以及雇員培訓；主管資料處理的副局長負責處理納稅申報資料，收集並統計背景資

料，設計信息流通系統，監督檢查國內收入局的電腦系統。法律部門由主任顧問負責，該部門

根據國會通過的法令起草細則，對稅法的特別案件發佈公開或不公開的裁定，代表國內收入局

在全國各地的法院參與訴訟。國內收入局總部只對征收工作給予概括性指導與指示,實際征收

工作由在全國分設的 7個地區稅務局負責。地區稅務局有權對徵管中的問題作出決定而無須總

局批准。地區局下設若幹區局，直接進行稅收徵納管理工作。由於美國實行主動申報繳納個人

所得稅為主的稅制，所以地區局以下實際工作主要是對納稅申報表予以審查。 

證券稅收 

主要有：(1)流轉稅。印花稅、證券交易稅；(2)收益稅：證券投資收益併入個人所得，征收個

人所得稅；(3)資本利得稅：資本利得與普通所得合併徵稅；(4)遺產和贈與稅：總遺產和贈與

稅制。  

(1)流轉稅，包括印花稅、證券交易稅。近年來，美國政府因為證券稅收中的印花稅、證券交

易稅，其收入占全部稅收的比重小，同時註重資本的流動性，所以，現已取消此稅。  

(2)收益稅。對個人證券投資所得的徵稅，將其所得併入普通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對公司

證券投資所得的徵稅，將其併入公司所得，征收公司所得稅。對個人投資所得和公司投資所得

分開徵稅，則存在重覆徵稅的現象。為此，美國採取扣除已稅所得額的辦法，從而避免證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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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重覆徵稅。具體辦法是，股東一年取得的第一個 200美元股息可以免徵所得稅。  

(3)資本利得稅。資本利得併入普通利得徵稅。對長期資本利得和短期資本利得，採取差別稅

率，最高達 28%.資本損失區分個人和公司，採取兩種辦法。對個人資本損失可允許扣除，並

規定短期資本損失先扣除，長期資本損失後扣除，但每年的扣除額不得超過 3000 美元，當年

沒有扣完的，可結轉以後年度繼續扣除。但是，公司的資本損失不採用扣除的辦法，而是用資

本利得沖抵，當年未沖減完的，可前轉 3年，後轉 5年沖減，如還不能沖減完了，則不得再沖

減。  

(4)遺產和贈與稅。實行總遺產和贈與稅制，其辦法是將證券方面的遺產併入死亡人的總遺產

額徵稅，採用有免徵額的累進稅率。免徵額為 60萬美元，稅率為 18%—55%的超額累進稅率。

具體為：1萬美元至 250萬美元之間的證券財產轉移，征收 18%的稅；250萬美元以上的，征

收 50%的稅。對證券遺產和贈與稅實行統一的抵免額，其額度為 19.28萬美元。 

美國沒有獨立的證券稅收體系。對證券相關收入、所得，採取併入或合併到相關收入、所得徵

稅的辦法，難以體現國家對證券稅收的政策重視，以及稅收對證券市場的調控。美國當前不征

收證券交易稅或對證券征收的印花稅，對資本利得不單獨徵稅，美國對證券資本利得雖然不單

獨徵稅，而是與普通所得合併徵稅，但是，資本凈損失可以扣除，只是有扣除限額的制約。 

2.交易市場概況 

(1)背景及發展情形 

背景及發展情形 

美國證券市場歷史悠久，它萌芽於獨立戰爭時期。第一次和第二次產業革命使股份制得到迅猛

發展，企業紛紛借助證券市場籌集大量資金，1929年經濟大危機後美國政府加強對證券市場

的立法監管和控制，整個市場進入規範發展階段，美國的證券市場也因此而快速地發展成為世

界最大的證券市場。僅紐約證券交易所 2002年的證券交易額就為 10.3萬億美元，占全球證券

交易量的 77%，居世界第一，美國的證券市場已成為國際經濟的”晴雨表”。所以，美國的證

券市場對於正處於發展階段的中國證券市場而言是具重要的借鑒意義的。 

美國證券市場投資品種十分豐富，有證券和股指(如道瓊斯指數、標準普爾 500 指數等)的現

貨、證券和股指的期貨及期權、可轉換債券、信託憑證(ASRs)等品種。投資者不僅可以進行各

類品種的單獨投資，還可以進行它們之間的套戰交易，避免因各類投資者行為趨同而造成市場

邊運行，出現暴漲暴跌的局面。例如投資者可以在股市看跌時，通過買入一個看跌期權或賣出

股指期貨合約，以較小的代價實現保值避險或投機盈利的目的，使股市投資風險得到有效的分

散，從而減少因大量拋售帶來的股市進一步下跌。 

美國證券發行市場是國際性的市場，發行規模和容量都很大。截至目前，僅紐約證券交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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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牌交易的上市公司大約有 2800家，全球市值 15兆(萬億)美元。 

(2)管理情形：含主管機關、發行市場及交易市場概況 

主管機關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根據《1934 年證券交易法》成立，是直屬美國聯邦政府的獨立準司法機

構，負責美國的證券監督和管理工作，是美國證券行業的最高機構。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由五名委員組成，任何單一政黨占有的席次不能多於三席。現今的主席由

瑪麗•沙皮諾擔任，她是歷史上第一位擔任此職位的女性主席。其他四位委員由兩位共和黨人

和兩位民主黨人擔任。 

在 1920年代，由於證券市場上的公司通過不公開向投資者提供相關信息的手段來獲得巨額利

益，由此導致了美國 1929年 10月的股市崩盤，投資者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損失。於是美國國會

分別通過了 1933年證券法和 1934年證券交易法(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確認在證券交易中要公允地公開企業狀況、證券情況等，以投資者利益為首。美國總統富蘭克

林•德拉諾•羅斯福任命了約瑟夫•甘迺迪為首任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 

目前，證券交易委員會負責七部證券相關法律的執行工作，包含：1933年證券法，1934年證

券交易法，1939年信託契約條例，1940年投資公司法案，1940年投資諮詢法和 2002年薩班

斯-奧克斯利法案，以及 2006 年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 

證券交易委員會行使由國會授予的權利。保證公共公司不存在財務欺詐，提供誤導性的信息，

內幕交易或者其他違反各項證券交易法的行為，否則將面臨民事訴訟。 

證券交易委員會的總部在華盛頓特區。擁有 5名總統提名、國會通過的委員，4 個部門，18

個辦公室，有職員 3100多名。另外全國還有 11個分支機構。 

委員 

委員的任期為 5年，在委員會中依次替換，所以每年的 6月 5日都有一個更新。這 5人中，總

統要指派一名主席出來作為最高的決策者。他們主要執行以下職責： 

    1.解釋聯邦證券法 

    2.修正已有證券法律 

    3.加強實施法律法規 

    當然這些會議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媒體監督。 

部門  

    企業融資部，保證企業上市符合披露要求以及其他股票交易文件的審查。 

    市場監管部，監督和管理證券市場。 

交易市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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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 

位於華爾街的紐約證交所，成立於 1792年，是美國歷史最悠久、也最有名氣的證券市場。交

易方式不同於台灣股票的電腦自動撮合，其交易方式採傳統的議價方式—股票經紀人會依客戶

所開出的買賣條件在交易大廳內公開尋找買主與賣主，在討價還價後作成交易。2006年 6月 1

日，紐約證券交易所宣布與泛歐股票交易所合併組成紐約證交所－泛歐證交所公司（NYSE 

Euronext）。 

(2)那斯達克證券交易所(NASDAQ) 

是全美也是全球最大的股票電子交易市場，其英文名稱「NASDAQ」原為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ed Quotations（全國證券交易商協會自動報價系統）的縮寫。

創立於 1971年 2月 8日，該市場允許市場期票和股票出票人通過電話或網際網路直接交易，

而不用限制在交易大廳，而且交易的內容大多與新技術尤其是電腦方面相關，為世界第一個電

子證券交易市場。 

(3) 紐約泛歐全美交易所(原美國證券交易所)(NYSE Amex) 

美國證券交易所大致上的營業操作和紐約證券交易所一樣，是一個中、小企業股票上市的場

所。但是不同的是，美國證券交易所是唯一一家能同時進行股票、期權和衍生產品交易的交易

所。1998年 3月，美國證券交易所與 NASDAQ交易所合併成為 NADSAQ--AMEX集團公司。2008

年 01月 22日，紐約-泛歐交易所集團將以價值 2.6億美元的紐交所普通股票，收購美國三大

證交所之一的美國證券交易所。2009年 1月 16日，紐約證券交易所集團併購了美國證券交易

所。 

(3)證券之主要上市條件及交易制度(含交易時間、價格限制、交易單位、暫停

買賣機制、交易方式、交割清算制度、及傭金計價等) 

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 

紐約證交所對美國國外公司上市的條件要求： 

作為世界性的證券交易場所，紐約證交所也接受外國公司掛牌上市，上市條件較美國國內公司

更為嚴格，主要包括：  

1. 社會公眾持有的股票數目不少於 250萬股；  

2. 有 100股以上的股東人數不少於 5000名；  

3. 公司的股票市值不少於 1 億美元；  

4. 公司必須在最近 3個財政年度里連續盈利，且在最後一年不少於 250萬美元、前兩年每年

不少於 200萬美元或在最後一年不少於 450萬美元，3年累計不少於 650萬美元；  

5.公司的有形資產淨值不少於 1億美元；  

6. 對公司的管理和操作方面的多項要求；  

7. 其他有關因素，如公司所屬行業的相對穩定性，公司在該行業中的地位，公司產品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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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公司的前景，公眾對公司股票的興趣等。 

那斯達克證券交易所(NASDAQ)： 

NASD 電子交易系統: 

1. 明顯區隔其不同於傳統證券市場的功能性，其特點在於不用設置證券交易大廳，只有一個

大型螢幕即時的公佈最新行情數據。 

2. 在全球各主要交易市場裝置 40萬台的電腦銷售終端(如：路透與彭博社等)，可隨時向世界

各地的交易商、基金經理和經紀人傳送超過 5000種的證券報價與最新交易資訊。 

電子報價系統的好處: 

1. 其自動撮合與回報成交價的機制，可以取代許多人工無法完成的股票報價及交易訊息，因

此可在股價大幅震盪時 ，增加系統交易的穩定度。 

2. 電子系統進行交易有利於線上交易的發展 

寬鬆的上市環境營造跨國性的長遠利多: 

(1)認知當今資訊社會的新興企業具有與傳統企業截然不同的特點，技術含量高的企業往往具

有驚人的增長潛力，因此放鬆上市標準，鼓勵和扶植新興技術企業上市交易。 

(2)NASDAQ交易所目前是科技股雲集的重鎮，與現代科技有關的類股，如：電信電腦設備股、

生化股、半導體類股等均選擇在此掛牌上市。在此上市的公司有微軟、戴爾、英特爾及思科等。 

雙軌制: 

那斯達克證券市場在上市方面實行雙軌制，分別為 NASDAQ全國市場及 NASDAQ小型資本市場。

NASDAQ 全國市場：作為那斯達克最大而且交易最活躍的股票市場，那斯達克全國市場有近 4400

只股票掛牌。要想在那斯達克全國市場折算，這家公司必須滿足嚴格的財務、資本額和共同管

理等指標。在那斯達克全國市場中有一些世界上最大和最知名的公司。                    

上市條件： 

1.需有 300名以上的股東。 

2.滿足下列條件的其中一條： 

(1)股東權益（公司凈資產）不少於 1500萬美元，最近 3年中至少有一年稅前營業收入不少於

100 萬美元。 

(2)股東權益（公司凈資產）不少於 3000萬美元。不少於 2年的營業記錄。 

(3)在那斯達克流通的股票市值不低於 7500萬美元，或者公司總資產、當年總收入不低於 7500

萬美元。 

3.每年的年度財務報表必需提交給證管會與公司股東們參考。 

4.最少須有三位做市商參與此案（每位登記有案的做市商須在正常的買價與賣價之下有能力買

或賣 100股以上的股票，並且必須在每筆成交後的 90秒內將所有的成交價及交易量回報給美

國證券商同業公會(N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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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DAQ 小型資本市場： 

那斯達克專為成長期的公司提供的市場，那斯達克小型資本市場有 1700多只股票掛牌。作為

小型資本等級的那斯達克上市標準中，財務指標要求沒有全國市場上市標準那樣嚴格，但他們

共同管理的標準是一樣的。上市開盤價 4美元以上必需維持 90天，之後不得低於 1美元，否

則就要降級到櫃臺交易告示板，反之若公司營運良好且股價上升在 5美元以上，則可申請到全

國市場交易。 

上市條件：   

單位：美元 

條件 首次上市 持續上市 

凈有形資產或總市值或凈收入（ 在上一個會

計年度或者前三年中的兩個會計年度） 

400萬或 5000

萬或 75萬 

200 萬或者 3500

萬或者 75萬 

公眾持股數 100萬股 50萬股 

公眾持股的市場總值 500萬 100 萬 

最低買入價 4 1 

做市商數 3個 2個 

股東數（交易單位股東） 300個 300 個 

經營歷史總市值 
1年或 5000萬

美元 
不作要求 

紐約泛歐全美交易所(原美國證券交易所)(NYSE Amex)： 

若有公司想要到美國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需具備以下幾項條件：  

1. 最少要有 500,000股的股數在市面上為大眾所擁有。  

2. 最少要有 800名的股東(每名股東需擁有 100股以上)。  

3. 滿足下列條件的其中一條： 

(1)最近三年的稅前營業利潤合計不少於 1億美元，最近 2年的稅前營業利潤合計不低於 2500

萬美元。 

(2)最近 12個月的收入不低於 1億美元，最近 3年的經營現金流入合計不少於 1 億美元，最近

兩年的經營現金流入每年均不少於 2500萬美元，流通股市值不低於 5億美元。 

(3)流通股市值不低於 7.5億美元，最近一年的收入不低於 7500萬美元 。 

交易時間 ： 

冬令 (11月-3月)：當地時間週一至週五 AM9:30-PM4:00，台灣時間 PM10:30-AM5:00； 

http://wiki.mbalib.com/zh-tw/%E9%A6%96%E6%AC%A1%E4%B8%8A%E5%B8%82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7%80%E6%9C%89%E5%BD%A2%E8%B5%84%E4%BA%A7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0%BB%E5%B8%82%E5%80%BC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AC%E4%BC%97%E6%8C%81%E8%82%A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AC%E4%BC%97%E6%8C%81%E8%8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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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 4月-10月)：當地時間週一至週五 AM9:30-PM4:00，台灣時間 PM9:30-AM4:00。 

美國交易幣別、時間 

市場 幣別 市場時間星期一~星期五 台灣時間 

美國 美元 09:30~16:00 

22:30~05:00 (冬令) 

21:30~04:00 (夏令) 

盤前交易： 

NASDAQ 盤前交易時間為 4:00~9:30。 

盤中交易： 

一般在正常營業時間（早上 9:30 至下午 4:00）內交易，經紀公司會將客戶的委託單送至那斯

達克交易所的造市商（market-maker）－經紀自營商（broker-dealer）、或紐約證交所的專業

經紀人（specialists）來執行買賣交易。 

盤後交易（After-hour trading）： 

下午 4:00到晚上 8: 00，指股票市場在每天正常交易時間結束後的交易活動，盤後交易是透

過電子通訊網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自動撮和買賣。目前只有少數特

定經紀商提供此項服務。 

NASDAQ 盤後交易時段為 16:00–20:00。 

漲跌幅限制：無漲跌幅限制  

最低買賣單位：1股。 

證券交易稅 ：無 。 

手續費(佣金) ：每家券商不一，以三大券商的 E*TRADE為例，每筆最低 9.99 美元。  

交易徵費: 0.00218% (僅賣出收取，不足 0.01USD以 0.01USD計)。 

資本利得稅 :1. 外國人不用繳稅。 2.  美國公民與綠卡持有者須將資本利得並入年度所得

來報稅。  

下單時間：網路平台交易 24 小時皆下單，但在交易時間外下單，會被視為次日交易。 

可否融資交易：可，須開立融資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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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融資期限：沒有限制 

融資交易交割時間：立即 

放空：借得到股票才可以放空，股價要比上一個成交價高才可以進行放空；需設立放空帳戶

(Short Account) 

當沖：可，一般融資融劵帳戶在五個工作日內交易不能超過三次。但資產在$25,000 美元以上，

則可無限制當沖。 

暫停買賣機制：價格不低於 1美元的股票或交易所交易基金在 5分鐘內波動幅度達到或超過

30%，將暫停交易。價格低於 1美元的證券在 5分鐘內上漲或下跌達到或超過 50%，將暫停交

易。 

交割清算制度：美國股票交割時間為 T+3制。 

國別 
交易市場 

市場交割日(營業日) 款項交付日(營業日) 

美國 
買 T+3 買 T+1扣款 

賣 T+3 賣 T+5入帳 

(4)外國人買賣證券限制、租稅負擔及徵納處理應行注意事項 

為了鼓勵外國人投資美國股票，因此外國人投資美國股市的資本利得(Capital Gains)和未買

賣股票現金所得的利息免稅，但是美國公司給付您的股利則需課稅，給付的百分比稅款依國籍

的不同而有差異，台灣人民必須給付 30%的稅款。 

基本上，非居住美國的外國人投資註冊地為美國的金融商品如美股、ETF等，只要填寫 W-8BEN 

表格給券商，就不用煩惱美國的稅務問題了。但是還是有很多投資人對於美國券商所寄發的各

種表格有疑問，在此簡單解釋： 

資本利得稅：首先必須填寫一張美國的 W-8BEN表格，代表這個帳戶屬於外國投資人，可免徵

資本利得稅，並且在一個月內寄回去，如此就可以不必繳交資本利得稅。通常開戶時券商就會

直接給投資人。   

股利所得：股利方面美國政府會預先課 30%稅，不論是美國人還是外國人，這部分通通都要繳

稅。所以任何人都需繳稅，且無法以報稅的方式取回。 

Form 1042-S：每年美國券商都會寄發總結前一年的所得與預扣稅款狀況的 Form 1042S 表格。

這份表格會分別以紙本與 PDF 檔寄出。大多是在二月底寄出，上面會清楚的列出所有派發的股

利、利息，適用稅率以及預扣稅款。 

Form 1040NR：是美國一般家庭用的報稅表格，加上 NR表示 Non-Resident非美國居民，通常

只有股利收入才需要填寫完整版的 1040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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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7：外國人第一次報稅，需要填寫 W-7表格申請 Individual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ITIN)，以便於管理追蹤。填寫 W-7 表格方法：1. 申請個人報稅識別號碼 ITIN 號碼。

2. 勾選 b Nonresident alien filing a U.S. tax return 填寫個人基本資料地址。3. 第七

項 Other Information→6d Identification document 這欄，選擇證明檔案。個人證明檔案

有二種方法，A. 護照正本 B. 護照影本公證。 

報稅最後一步。填好的 W-7、1040-NR、1042-S(券商年度配息表)，連同護照檔案，郵寄美國

國稅局(IRS)。 

3.投資人自行匯出資金投資有價證券之管道簡介 

目前台灣要買賣美國股票，有以下三種方法: 

1. 直接到美國去開戶 

2. 到美國券商亞洲區的代表處去開戶 

3. 透過台灣券商的複委託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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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外國有價證券(不含境外基金)投資人須知 

(東京證券交易所、名古屋證券交易所) 

 

 

 

 

投資警語： 

一、金管會僅核准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外國有價證券顧問業務，並未准其得在國內從事外國

有價證券募集、發行或買賣之業務。 

二、外國有價證券係依外國法令募集與發行，其公開說

明書、財務報告及年報等相關事項，均係依該外國

法令規定辦理，投資人應自行瞭解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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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公司簡介 

一、 公司名稱：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二、 營業所在地：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157號 4樓 

三、 負責人姓名：胡睿涵董事長  

四、 公司簡介： 

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係依據中華民國公司法之規定，於民國 76年 9月 22日設

立，並於民國 76年 10月正式營業，目前為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百所屬子公

司，目前資本額為壹億元整。 

五、 辦理業務種類： 

（一） 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二）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有關業務。 

 

貳、外國有價證券發行市場概況： 

本投資人須知茲依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 21條第 3項規定，說明有關顧問之外

國有價證券市場之相關資料，如下： 

1. 一般性資料： 

(1) 國家或地區之面積、人口、語言 

國家 

日本。日本國土位於歐亞大陸以東，太平洋西部，由 3個弧狀群島（日本列島、琉球群島、伊

豆-小笠原群島）組成。其中北海道、本州、四國及九州四大島的面積就佔了國土面積的

99.37%。日本通常被歸劃於東亞或東北亞的範疇，北與俄羅斯、西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大韓民國、西南與中國大陸東部及臺灣隔海相望、南與菲律賓隔海相望。 

面積 

37 萬 8千平方公里。日本由 14,125個島嶼組成。國土面積 75%屬山地丘陵地帶，森林覆蓋率

高，但卻不適合農耕，耕地面積僅佔日本國土的 11.1％。日本的人口密度在世界排名第 37位。

日本國土狹長，南北總長 3,800公里，與澳洲、馬達加斯加、美國相近。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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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25 億。日本是世界人口第十一大國，在已開發國家中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根據總務

省統計局資料，截至 2023年 4月 1日，日本人口為 1.25億（124,554,329），人口集中在以東

京、大阪、名古屋為中心的三大都市圈。日本正面臨少子高齡化的人口問題，2011 年，日本

人口總數開始進入下降時期。目前，日本總人口與勞動人口仍持續減少。 

語言 

日語。日本全國最通用的一種語言是日語，在日本國內具有共通語的地位。然而，在琉球群島，

存在著一系列與日語難以互通的琉球語。而在北海道，原住民阿伊努人所說的阿伊努語同樣與

日語無法互通。此外，在大日本帝國曾經領有的樺太島（今俄羅斯薩哈林島）南還存在鄂羅克

語、鄂溫克語、尼夫赫語等原住民語言。蘇聯攻佔薩哈林島之後，這些原住民被強制遷移到日

本本土，其語言環境也不斷受到威脅而成為瀕危語言。一些外國語言在日本也比較有影響力，

例如漢語和朝鮮語。 

(2) 政治背景及外交關係 

政治背景 

日本的政治以日本國憲法所規定的體制為基礎運行。因此，日本是以立憲主義為基礎的國家。

另外，日本的司法、行政是以憲法和國會所制定的法律、明文的法令為基礎運行。 

日本國憲法規定主權在民的國民主權，在政治上規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分別由國

會、內閣、裁判所（法院）行使分立的三權。以國會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實行議會民主政治，

由國會和內閣協作實行議會內閣制。另外，設置帝制天皇作為「日本國的象徵、日本國民統合

的象徵」。但憲法規定天皇沒有參與國政的權力，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為國家政府領導人及自衛

隊的最高指揮官。 

目前自由民主黨為國內最大黨，包括前任及現任首相安倍晉三、岸田文雄等多位內閣總理皆屬

該黨，後者亦同為現任自民黨總裁。在眾議院的 465席中，自民黨佔過半的 261 席；而在參議

院的 248席中，自民黨則占據 119席。 

外交關係 

日本的對外關係最早始於 14 世紀，並於 1854 年透過《神奈川條約》向世界開放。日本迅速

現代化並建立了強大的軍事力量。這是帝國主義尋求對附近地區的控制權，且逐步對中國和俄

羅斯發動大規模戰爭，日本後續控制了中國和滿洲的部分地區，以及北韓以及台灣和沖繩等島

嶼。 

然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並被剝奪了所有外國征服和財產。美國將軍道格拉斯·

麥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代表盟軍在 1945年-1951 年監督被佔領的日本。 

自佔領結束以來，外交政策一直建立在與美國的密切夥伴關係和尋求貿易協定的基礎上。在冷

戰中，日本實現了非軍事化，但在與蘇聯的對抗中與美國結盟。2001年，於美國發生的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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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襲擊事件造成 24名日本人遇難，該事件也成為了確立 21世紀初期日美關係走向的關鍵事

件，在 911事件爆發後，在美國發起的反恐戰爭中，日本協助美國，為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

任時奠定的政策。此外，進入 21世紀以來，中國逐漸崛起，同時成為美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

中國的影響力跟隨著成長率高速膨脹，經濟並擠下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日本引以

為傲的家電到高鐵等重工業領域，中國產品都有能力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這對日本人造成很大

的震撼。中國軍事花費也呈現指數上升。同時還面臨朝鮮發展核武的威脅，因而日美關係，不

管是經濟還是軍事上，都呈現近數十年來最緊密的狀態。2021年 4月 16日，美國總統喬·拜

登在白宮接見日本首相菅義偉，是拜登上任以來首位面對面會晤的外國領導人。為應對來自中

國和朝鮮的威脅，兩國同意重新確立「美日印太統一戰線」，打造「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未來」。

會談後的《聯合聲明》提及，兩人強調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近年來，日美兩國不斷強調

印太地區的和平，兩國首相、高級官員頻繁往來，外交互動日趨密切。 

日本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的前身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由美國所主導，美國龐大

的經濟效益，吸引日本、加拿大、智利、祕魯、墨西哥等 11國陸續加入協商，並且於 2016

年 2月完成 TPP協定之簽署，成為第一個連結亞太地區的經貿協定，完全廢除關稅的要求，成

為 TPP最大的特點。根據 2016 年的統計數據顯示，TPP會員國的整體經濟規模將達 28.5兆美

元，占全球 GDP總額的 38%，高於歐盟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然而，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因

為主張美國優先的政治理念，高舉貿易保護主義，遂於 2017年 1月正式退出 TPP，導致 TPP

涵蓋的貿易規模明顯下降，亦對 TPP合作前景造成威脅，所幸，美國退出後，日本主導協定的

發展，各國商討延續 TPP的可行性，最後於 2017年 11月達成原則性協議，以原先 TPP的內容

為基礎，並協調細部內容，並將 TPP正式更名為 CPTPP。各方代表於 2018年 3 月於智利簽署

定，同年 12月 30日，協定正式生效(部分國家生效日期較晚)。 

 (3)政府組織 

內閣制，政府體制以日本國憲法為基礎，並有一個兩院的議會。對議會負責的行政建構包括了

一個由內閣總理大臣和各省國務大臣組成的內閣。總理大臣必需是議會成員，並由其他議員選

舉產生。大多數閣員也必需是議會成員。地方政府是指市、縣、鎮或學區以及特別選區的政府。

地方政府負責管理當地的自然資源或交通系統。 

自 1889年起，日本是一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當時的憲法為《大日本帝國憲法》，又稱明治

憲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制定的日本國憲法規定，天皇是國民團結的象徵，對政府不具有

干涉力。 

日本的立法機關包括了由人民選舉產生的 465席的眾議院。眾議院議員任期四年，內閣總理大

臣有權提前解散眾議院。參議院擁有 248席，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選一半，不得中途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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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經濟背景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經濟背景 

日本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自由市場經濟體，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亦為七大工業國組織成員。 

日本自明治維新時期開啟現代化，二戰結束後，日本陷入超級通貨膨脹的戰後混亂期。同盟國

軍事占領日本時期，駐日盟軍總司令部執行農地改革、財閥解體、勞動三法等經濟民主化政策。

1950 年，朝鮮戰爭爆發，大量軍需需求為日本經濟帶來了特需景氣，1951年，日本的國民生

產總值恢復到戰前水平。得益於以出口獲得的外匯為基礎的設備投資帶來的生產增長，以及戰

後重建的基礎設施開始得到完善，日本經濟進入高度經濟成長期，產業重心從農業和輕工業轉

向鋼鐵、造船、化學等重化學工業。1955年開始的神武景氣，為日本戰後第一次經濟發展高

潮。在政府採取的緊縮政策轉向緩和後，日本經濟從鍋底蕭條中走出，形成了第二次發展高潮

岩戶景氣。1960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推出國民所得倍增計劃，旨在改善國民生活的同時以

消費推動經濟增長。為舉辦 1964年東京奧運會，日本掀起交通及基礎建設投資熱潮，被稱為

奧林匹克景氣。奧運會結束後，基建需求大減，加上金融緊縮，經濟迅速縮小，很多大型證券

公司陷入赤字，危機最後由政府發行戰後第一次建設國債而結束，日本經濟進入戰後最長的繁

榮局面，形成了第三次發展高潮伊弉諾景氣。1968年，日本經濟總量超過聯邦德國，成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隨著布雷頓森林協定瓦解，日本從 1973年 2月開始從固定匯率制轉向了浮

動匯率制。 由於匯率變更導致的損失，出口產業受到沉重打擊，加上「列島改造熱潮」以及

第一次石油危機引發的物價飛漲，1974年日本經濟增長率銳減，迎來了高度經濟成長的終結。 

20 世紀 70年代以後，日本主要出口商品從鋼鐵轉移到汽車和家電等消費品，出口成為支撐日

本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也引起了與各國、特別是美國的貿易摩擦。1985年，五國達成改

變美元高匯率、高利率的「廣場協議」，使得日圓大幅升值，引發日圓升值蕭條。日本政府為

了解救因為日元升值而受到打擊的出口產業，從 20世紀 80年代後半期開始以內需為主導，採

取低利率政策等擴大經濟景氣的政策，在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下，大量過剩資金通過各種渠道

流入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造成房地產、股票價格大幅上升，被稱為泡沫景氣。1989年，

日本各項經濟指標達到了空前的高峰，為防止經濟過熱，日本政府接連推出對不動產融資的限

制措施，日本銀行也採取提高利率、收緊貸款政策減少貨幣供應。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破

滅，資產價格急劇下跌，日本經濟開始陷入漫長的低迷期。2000年代，在經歷「失落的十年」

後，日本經濟曾有一波短暫復甦，被稱為「伊邪那美景氣」，但在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影響

下再次遭到沉重打擊，經濟總量於 2010年被中國超越，退居世界第三位。2012 年，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上任，推行以「大膽的貨幣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和「促進投資的增長戰略」

為支柱的「安倍經濟學」，試圖復甦持續低迷的日本經濟，力爭實現「一億總活躍社會」目標。

日本銀行於 2016年實施負利率政策，試圖通過鼓勵借貸和支出來對抗長期通貨緊縮。目前，

日本仍是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經濟大國，科研能力、工業基礎、製造業技術、人類發展指數

均位居全球前列。 

主要產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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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產業 

日本農業部門約占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1%。在 20世紀 40年代之前，農林水產業為日本從業

人數最高的行業。日本戰後經濟奇蹟後，從事農業的人數一直在穩步下降，目前僅占所有勞動

者的 5%左右。日本只有 11.5%的土地適合耕種，但精細化耕作創下了世界上最高的單位面積作

物產量水平。水稻為日本的主要糧食作物，經過多年培育出越光、秋小町、笹錦、雲母 397、

羽貫、一穗等品種，大部分品牌大米產自本州內陸地區和北海道等寒冷地區。小麥、大豆、玉

米等作物則大部分依賴海外進口。日本主要出產的水果為蘋果、梨、柑橘。 

日本畜牧業發達，神戶牛肉、鹿兒島黑豬肉為著名品種。北海道的奶牛數量眾多，25%的農民

經營牛奶場。20世紀初，隨著居民對牛肉的需求上升，農民從奶牛養殖轉向生產高質量、高

成本的和牛。肉牛主要集中在本州西部和九州。豬肉主要產自鹿兒島縣、宮崎縣，以及茨城縣、

群馬縣、千葉縣等大型消費區的郊區。 

日本為漁業大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捕魚船隊之一，1980年代達到巔峰，漁業捕撈量曾超過

一千萬噸，排名世界第一，其後則開始衰落。日本國內和海外的漁業一直以東京的築地市場為

中心，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鮮、冷凍和加工海鮮批發市場之一。日本也大大提高了水產養殖或

海洋養殖的技術，人工授精和孵化技術被廣泛用於繁殖魚類和貝類。日本有 2000 多個漁港，

包括位於九州西南部的長崎；北海道的小樽、釧路和網走。本州島太平洋海岸的主要漁港包括

三陸海岸的八戶、氣仙沼和石卷，以及東京東部和南部的銚子、燒津、清水和三浦。 

第二級產業 

製造業是日本的核心工業部門。日本在汽車製造業、半導體製造業、光電子學、生物化學等諸

多領域享有世界領先地位。 

汽車產業 

日本的汽車工業是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大的工業之一。自 1960年代以來，日本一直是汽車製造

量最多的國家中排名前三的國家，超過了德國。 日本擁有許多生產汽車、工程車輛、摩托車、

全地形車和引擎的公司。日本汽車製造商包括豐田、本田、大發、日產、鈴木、馬自達、三菱、

斯巴魯、五十鈴、日野、川崎、山葉和光岡。英菲尼迪、Lexus是日產、本田、豐田旗下的豪

華品牌。 

2021 年 8.2%的人口從事汽車相關工作，汽車出貨量（包括國內和出口出貨量，包括摩托車、

汽車零件等）價值達到 60兆日元 2019年，該產業的設備投資總額為 1.4兆日圓，研發支出為

3.1 兆日圓。 

汽車為日本主要產業之一，亦為重要出口類股，製造過程所需的零件與配件均依賴進口，按過

去歷史經驗，該產業股價頗受日元升值所影響；2018年全球汽車市場銷量遭遇逆風，日本汽

車產業也面臨不小的挑戰，然而由於日本汽車公司一直以來精於降低生產成本並提高製造效

率，而且近幾年日本汽車製造商也持續推出一些新車型幫助他們提升銷售量以及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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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部份也是導致日本汽車產業在近幾年銷售狀況優異的主要原因，目前日本主要汽車廠仍積

極擴大在美洲、歐洲以及中國等新興市場的銷售通路。 

由於去碳化趨勢，轉向純電動汽車的趨勢在全球加強，在此背景下日本企業希望確立面向新型

汽車的供應鏈。日本企業將相繼增産純電動汽車（EV）的核心零部件-功率半導體，如東芝將

在 2023年度之前投入約 800 億日元，將工廠産能增加 3成；富士電機也將在 2023 年度之前在

國內外投資 1200億日元。功率半導體可將電力高效轉換為動力的裝置，並有助於提高純電動

汽車的性能，且除了用於馬達之外，還被用於空調和車燈，而日本企業三菱電機、東芝及目視

電機 3巨頭約占全球市場份額 20%。 

2020 年日本汽車出口為 9.6 兆日圓，晶片出口額為 4.1兆日圓，汽車工業是日本的關鍵所在，

任何影響汽車工業的事件都會對經濟產生影響。因全球晶片短缺，部分車廠均已減產或停工，

而汽車行業及晶片業，均在日本出口類別中排名居前，近期汽車電子晶片大供應商之一的瑞薩

電子 Renesas Electronics(6723 JP) 發生火災，預計將停工一個月，日本政府積極避免汽車

晶片供應鏈問題，對經濟造成進一步傷害。根據日本財務省 2021年 12 月貿易統計速報顯示，

出口額同比增長 17.5％，增至 7.88兆日元。汽車、鋼鐵和半導體等電子零部件顯著增長；進

口受原油價格走高的影響，增長 41.1％，達到 8.46兆日元，進出口額均創出歷史新高。 

半導體產業 

衡量半導體産業強弱的標準大體上分為 4個。分別是設計、材料、製造設備和生産。日本半導

體業在上游的材料及製造設備具有競爭優勢，但生產較弱。 

全球半導體產業蓬勃發展，早期許多企業紛紛至中國設廠，日本也有諸多企業將工廠移往中

國，現階段為避免地緣政治衝擊，持續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補貼企業將工廠遷去其他國

家(如東南亞)生產。另外，近年日本半導體產業併購潮也成為趨勢，如日立與三菱合併為

Renesas 等，以及近期東芝順利出售旗下記憶體事業予美日韓聯盟，顯現科技公司整合結果可

加大投資規模並有助於降低成本提高獲利。 

第三級產業 

日本的金融保險、運輸、通訊、零售等服務業，於二戰後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明顯上升，第三

產業比重提高到占日本 GDP近 70%的水準。日本的文化產業擁有巨大市場規模。日本是全球第

二大音樂市場、第三大電影市場，擁有世界上銷量最高的報紙，日本動漫產業及電子遊戲產業

更享譽世界。 

銀行、保險、房地產、零售、運輸和電信都是主要行業，如三菱 UFJ、瑞穗、NTT、東京電力、

野村、三菱地所、三井住友、軟銀、JR東日本和日本航空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全世界

發行量最大的五種報紙中有四種是日本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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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國人投資情形 

根據最新的聯合國亞太貿易和投資趨勢報告，日本 2022年吸納外國投資額(FDI)存量達 2253

億美元，依照國家佔比排行依序是美國、新加坡、法國、荷蘭以及英國。依照投資產業排行依

序則為金融保險、運輸設備、馬達、傳播、化學品。 

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相比，流向日本的外國直接投資仍然偏低，且相對不穩定。然隨著近年日本

央行擴大寬鬆政策，加上其原先的高技術發展以及其地理位置，日本致力為海外投資者創造良

好投資環境。 

 (6)外貿及收支情形 

2022 年日本出口額達到 9兆美元，較前一年有所回升，除了景氣自疫情回升外，日本央行的

貶值政策同樣發揮效用，擴大企業出口獲利。截至 2023/7月，累積經常帳餘額達 11.46兆日

圓，較去年同期成長近 5成，顯示海外效益放大持續至今年，加上近期日本央行政策無意轉向，

貶值效應有望延續。 

日本與其最大貿易夥伴的貿易總額（進口額和出口額）2022年數據：（單位：十億美元） 

國家 出口 進口 貿易總額 

中國 184.8 188.7 373.5 

美國 148.3 90.6 239.0 

歐盟 73.6 86.7 160.3 

澳洲 18.0 87.6 105.6 

南韓 54.7 33.6 88.3 

泰國 34.5 26.7 61.2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2.6 45.3 57.9 

越南 23.3 26.3 49.7 

沙烏地阿拉伯 6.7 42.2 48.8 

印尼 18.2 28.6 46.8 

馬來西亞 19.0 26.0 45.0 

德國 19.2 22.8 41.9 

新加坡 26.7 9.8 36.6 

香港 35.4 1.0 36.4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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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入匯出限制 

日本沒有外匯管制，且對於經營外匯業務沒有限制，政府無專門指定銀行。因此，幾乎所有銀

行及金融機構都可經營外匯買賣。然而，由於日本是個出口貿易佔 GDP比重較大的國家，外匯

波動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十分巨大。 

(8)銀行系統及貨幣政策 

銀行系統 

日本現行金融機構組織可概分為日本銀行（日本之中央銀行）、政府金融機構、與民營金融機

構三大系統。 

日本經濟發展起自 1870年代，當時最大課題乃貨幣的統一與貨幣制度的確立。從金融制度確

立到 1930年代期間，日本銀行及大藏省為因應經濟的不穩定，動員金融政策、金融行政及財

政政策等措施，對金融機構加以整頓，銀行破產倒閉或經由合併加以重整。而銀行於重整過程

中，發展出大型金融機構與中小型金融機構等兩種不同之金融機構。大型金融機構的融資主要

為大企業與近代產業部門，而中小型金融機構融資則偏向農業、傳統產業及商業等小企業。 

1950 年代初期，日本的金融制度已建立了較完備的體制。除了戰前的整頓、重整專門銀行外，

亦設立都市銀行、長期信用銀行、地方銀行、信託銀行、其他民間銀行以及戰前已有的郵政儲

金制度，再加上新設財政投融資等。此外，依照政策目的，分別設立政府系統金融機構。此時

期金融制度的特徵，在民間金融機構方面，採長期資金與短期資金分開之「長短分離」制，而

銀行與證券方面則採「銀證分離」制。政府金融機構方面，則以「以儲蓄安定國內經濟、以出

口繁榮國內經濟」為其政策目標。是故，政府金融機構設立之目的，一方面在於提供國內設備

資金及為出口提供長期資金，二方面則為培育中小企業、農業、以及地區的開發。1950年代

至 1960年代時期，日本經濟的潛在投資需求極高，但因國內儲蓄有限，使其投資受限。當時

的都市銀行為因應旺盛的資金需求，而有經常性的超額貸款，故都市銀行必須向日本銀行或其

他金融機構貸取資金融通。 

1970 年代至 1980年代，日本金融的特徵有以下五點： 1、金融資產的累積與多樣化； 2、資

本市場的擴大； 3、金融自由化的進展； 4、金融的國際化；5、金融制度改革。 

日本金融資產的累積隨著經濟成長而快速增加。1990年代個人金融資產已超過 1000兆（1998

年約 1200兆）1，為 GDP的 2 倍以上。此比率雖與歐美等國差不多，但兩者對於金融資產的配

置比率卻有不同。日本的存款比率佔其總資產 50%以上，而歐、美等國則以保險、年金、與有

價證券等持有比率占總資產之 50-60%以上。  

1980 年代後半開始，隨著日本經濟安定成長，金融環境有了結構性的轉變，使得管制色彩濃

厚的金融制度也隨之改變，亦即金融行政乃隨著自由化的腳步而逐漸調整其措施。於此期間，

證券公司及保險公司等非存款金融機構逐漸步上舞台，對企業及家計單位提供更有效率、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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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佳的資金運用或籌措資金之管道，使得銀行傳統之存放款業務受到影響。於 1980年後半

期，為了謀求銀行經營的安定，首先將存款利率自由化，展開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制度改革的序

幕。 

主要包括 1992年的金融制度改革法及 1996年的金融大改革，而金融控股公司法案於 1997年

12 月 5日通過，並於 1998年 3月 11日正式實施，自此日本的金融制度呈現另一種嶄新的面

貌。 

（一）分工體系 

日本的金融制度就分工體系而言，包括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長期信用銀行、信託銀行、中小

企業金融機構、農林漁業金融機構、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及其他金融機構等。 

日本銀行係日本的中央銀行，創立於 1882年，為政府之銀行、銀行之銀行，並發行通貨，根

據日本銀行法為財務省主管的認可法人，獨立於日本政府運作的法人。總裁是日本銀行的代表

者，與副總裁及審議委員皆須經參議院及眾議院同意後，由內閣任命，任期五年。現任央行總

裁為植田和男。 

日本銀行的職能根據日本銀行法為：發行紙幣現鈔並對其進行管理、執行金融政策、作為政府

銀行的同時，擔任最後貸款者的角色、執行與各國中央銀行及公共機關之間的國際關係業務(包

含介入外匯市場)、蒐集金融經濟資訊並對其進行研究。 

商業銀行又稱為普通銀行，可分為都市銀行與地方銀行，前者分支機構遍布全國各地，後者以

地方為發展中心，2000年起開放設立 5家新型態之電子網路銀行。此外在日之外國銀行亦屬

商業銀行。長期信用銀行原有三家現均已不存在。信託銀行係由普通銀行兼營信託業務，並從

事長期資金的供給。中小企業金融機構包括信用金庫、信用協同組合、勞動金庫以及其上層之

地區連合會或全國性之連合會或中央金庫。農林漁業金融機構包括農業協同組合、林業協同組

合，漁業協同組合以及其上層之地區連合會以及全國性之農林中央金庫。保險公司則包括生命

（人壽）保險公司與損害（產物）保險公司。其他金融機構則包括短資公司（相當於我國之票

券金融公司）、證券金融公司、住宅金融公司、無盡（合會）公司等。 

（二）大型銀行整編、金融版圖重劃 

1999 年 8月 20日日本第一勸業銀行、富士銀行、興業銀行三行共同宣布合併成立，一家資產

規模全球第一的金融集團於焉誕生，從此以都市銀行為中心，經合併再編成為四大金融集團。 

促成大型銀行急速整編的背景為 1997年的金融危機，而直接促成大型銀行整編的另一背景為

日本版金融大改革的進展，金融商品與業務的多樣化，使得金融機構得以提供種種的金融服

務。相對的因競爭的激化，收益機會也大不如前。金融控股公司的解禁、公司分割制度的引進、

組織整編相關法令的完備，增加了銀行調整組織型態的彈性，也多少克服了因合併帶來的管理

成本上升及因企業文化不同的摩擦。 

（三）四加一巨大集團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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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第一勸業等三行於 1999年 8月共同宣布合併成立瑞穗集團之後，同年 10月 7 日東海銀行與

旭日銀行、一周後的 14日住友銀行與三井銀行、隔年 3月 14日三和銀行、東海銀行與旭日銀

行、4月 19日東京三菱銀行與東京三菱信託銀行。其後 6月 15日旭日銀行從三和東海集團離

開，7月 5日又加入東洋信託銀行，誕生 UFJ 集團。自瑞穗集團的統合發表後，僅短短半年時

間，日本大型銀行版圖重劃，加上後來大和集團與旭日銀行成立的理想集團，形成為 4+1巨大

集團。 

貨幣政策 

自 1990年日本陷入經濟蕭條，並面臨長期通縮壓力，日本央行陸續推出以下貨幣政策 

量化寬鬆（QE）： 

是一種貨幣政策，中央銀行購買政府債券或其他金融資產以刺激經濟活動。日本央行於 2001

年 3月 19日採取量化寬鬆政策，目的是為了穩定物價以及促進經濟的溫和成長，當時主要是

以金融機構存放於日本央行的活期帳戶餘額為主要操作目標。在量化寬鬆政策下，日本央行向

商業銀行注入過剩流動性以促進民間借貸，使它們擁有大量超額準備金。日本央行在 2001 年

3 月開始的四年內將商業銀行經常帳餘額從 5 兆日圓增加到 35 兆日圓（約合 3,000 億美元）。 

 

量化質化寬鬆（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onetary Easing）： 

日本央行於 2013 年 4 月提出的貨幣政策，作為現有量化寬鬆的新階段。日本央行的 QQE基

於「定量和定性」的表述，旨在透過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量」增加和「質」變化來克服該國的

通貨緊縮。 

關於資產負債表的量化，透過購買各種資產，主要是日本政府債券（JGB），日本央行在推出

這項政策時，計劃在兩年內將基礎貨幣從 138萬億日元翻一番。 2012年底增至 2014年底 270

兆日圓。 

關於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品質，也發生了變化：銀行增加了 ETF和 J-REIT的購買，以影響風險

資產的溢價。央行也批准了所有現有期限的日本國債，包括 40 年期債券。 

該工具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發展，自 2016 年以來，日本央行一直在使用帶有殖利率曲線控

制的定量和定性貨幣寬鬆 (QQE) 。 

殖利率曲線控制(Yield curve control)： 

假設央行確定特定期限政府債券殖利率曲線（例如 3年期、5年期或 10年期債券）的長期利

率，然後根據需要購買或出售盡可能多的債券達到目標率。 

例如，2016年底，日本央行從通常的量化寬鬆（QE）政策轉向殖利率曲線控制（YCC）政策，

力求維持日本 10年期公債殖利率日本公債（JGB）利率為 0%，以刺激日本經濟。每當日本國

債的市場殖利率偏離其目標範圍時，日本央行就會買進或賣出債券以影響殖利率。截至 2023

年 9月，日本央行的殖利率曲線控制，為允許 10年期公債殖利率波動區間於+/-0.5%，但不硬

性規定在該區間，殖利率上限設定於 1%無限量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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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財政收支及外債情形 

根據彭博(Bloomberg)資料顯示，日本 2022年財政收入為 79.7兆日圓，財政支出為 875.8兆

日圓，財政赤字為 7.9兆日圓，約佔同年度名目 GDP 1.4%。財政運用狀況不及前一年的財政

盈餘 1.6兆日圓。而根據 IMF 統計資料顯示，日本一般政府債務佔 GDP比超過 260%。 

外債部分，截至 2023年第二季季底為止，日本總共累積外債金額為 627.1兆日圓， 

 (10)賦稅政策及徵課管理系統 

日本的稅金大約有 50種類別。這些稅金分為繳納給國家的國稅與繳納給都道府縣、市町村等

地方自治體的地方稅。另外，根據繳納稅金的方式不同，還有直接稅與間接稅的區分。 

直接稅：納稅義務人和稅金負擔人為同一人的稅金 

間接稅：納稅義務人和稅金負擔人為不同人的稅金 

稅賦政策 

2012 年底安倍晉三出任日本首相後，推動金融改革、機動財政政策與喚醒民間投資產業結構

調整為主軸，推出「安倍三枝箭」。在稅制改革上，以提高消費稅稅率與降低法人稅稅率為主

體，改善日本消費稅率長期偏低的問題，以提高財政收入，因應人口老化、社會保障支出快速

增加等負擔。而法人稅率相對其他已開發國家則略高，不利於投資及企業國際競爭力，故日本

政府近年積極降低法人稅稅率以喚醒民間投資，支撐景氣復甦。 

所得稅  

從個人的所得(收入減去經費後的數字)所產生的稅金。領公司薪水或自己進行商業買賣產生利

益的人等皆需要繳納。所得稅是將一整年度所有的所得減去各種所得扣除後(依據個人狀況調

整稅額負擔)，將剩餘的所得(即課稅所得)乘以稅率計算。稅率是採用所得越多稅率越高的累

進稅率，是能夠根據自身可負擔支付能力的公平稅率計算方式。個人事業主需要將一整年的所

得與對應稅額自行進行計算後向稅務署提出申報(即確定申告)並納稅。 

法人稅 

向株式會社（股份公司）等公司法人的所得所課徵的稅金。公司會在決算期(各公司決定的年

度)時，將該段期間的所得進行稅額計算後申報並納稅。 

住民稅 

地方自治體(都道府縣、市町村)為了執行住民服務而徵收的稅金。繳納給個人的住處、法人的

事務所等所在地的自治體。住民稅有兩種，一種為「均等割」，不論所得多少都要支付一定的

稅額，另一種為根據所得決定稅額的「所得割」，各自治體的「均等割」和稅率都不一樣。 

消費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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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時所產生的稅金。消費者(顧客)支付稅金給事業者(店鋪)，事業主保留從

顧客預收的消費稅並繳納。 

印花稅 

印花稅是對日常經濟交易中伴隨的合同及帳單等特定憑證徵收的資產稅，屬於日本國稅。印花

稅中幾項代表性的應收憑證包括企業間交易合同、不動產買賣合同、租賃合同、現金或證券的

帳單及收據、股票等。印花稅額通常根據合同金額確定。 

證券交易稅 

稅法規定，證券交易稅實行差別比例稅率，單向收取，稅率最高為 0.3%，最低為 0.01%，對債

券類及股票類交易，場內交易和場外交易實行差別稅率，以限制場外交易，對政府債券則免稅 

稅收管理體制 

日本稅收的主管機關為國稅廳，是日本財務省的外局，任務是「適當和公平地徵收國內稅，確

保酒業的健全與發達和稅理士的業務有適當地營運」，包括國稅的徴收、販賣酒類的許可、釀

酒的許可等酒類業界的管理。稅制的企劃和法制化是財務省主稅局的職責，國稅廳的定位是執

行賦稅制度的政府機關。 

2.交易市場概況 

(1)背景及發展情形 

背景及發展情形 

證券市場是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包括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70 年代以前，日本的

金融體系專注於發展間接金融，證券市場發展緩慢。1975年日本政府開始大規模發行國債，

證券市場因而迅速發展， 1980 年代的金融國際化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進程。 同時，由於金融

自由化和金融創新，新的金融工具層出不窮，如可轉股債券，附認股證債權，武士債券，將軍

債券等先後出現。  

證券初級市場的主要參與者是發行人和認購者，此外還有中介人。 中介人包括承銷商和受託

公司。 證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機構都可以承銷政府債券、市政債券和政府擔保債券；但只有證

券公司可以作為企業證券的承銷商。受託公司有兩類，一類是認購受託公司，負責為發行者處

理公司債認購過程中的事務，另一類是擔保品受託公司，負責為有擔保公司債的持有人管理擔

保債權。認購受託公司主要由長期信用銀行和信託銀行擔任，而擔保品受託公司必須獲得相關

部門的許可。 

與其他國家一樣，證券二級（流通）市場包括交易所和場外市場兩部分。股票交易以交易所為

主，債券交易則以櫃檯交易為主，目前約 95％的債券交易是在場外市場上進行的。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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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了大筆交易系統以方便政府債券的大筆交易。1985年，東京證券交易所設立了債券期貨

市場。 

目前在場外市場交易中有兩個價格指數，一個是每日指數，由交易量最大的約 20 種證券組

成；另一個是每週指數，由約 230 種有代表性的債券組成，該指數每週四公佈。 

(2)管理情形：含主管機關、發行市場及交易市場概況 

主管機關 

證券交易法於 1948年制定時，原係仿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SEC）之架構，設證券交易委員會

為主管機關，為獨立行政機關。爾後於 1952年修法廢立證券交易委員會，改由大藏省（財政

部）下之理財局負責擔任證券管理業務主管機關，並於 1964年成立證券局，承接理財局的證

券業務，因此證券主管機關實由大藏省（財政部）下之證券局負責，此與我國現行之架構近似。

大藏省下另設有與證券局平行的證券交易審議會、企業會計審議會與公認會計師審議會。另於

1992 年大藏省下又成立證券交易等監視委員會，為半獨立行政機關，負責證券市場重大不法

行為之監視及調查。 

1997 年金融改革法制定後，日本金融監督檢查制度產生重大之變革，大藏省對金融事業之監

督權被大幅消減，而由 1998 年 7月 1日新成立金融監督廳（FINANCIAL SUPERVISORY AGENCY）

取代，由金融監督廳統籌負責銀行、保險、證券機構業務之發照、監督及檢查工作，該機構係

隸屬於金融再生委員會管轄。而大藏省因不再監督個別之金融機構，乃統合原銀行局及證券

局，另設金融企劃局負責財務企劃之擬定及法案之修正。2000年 7月 1日更進一步整合金融

監督廳及大藏省金融企劃局，成立金融廳（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負責與金融制度相

關政策之擬定及法案之制定，以及對證券公司、銀行、保險公司之檢查及監督，以確保金融機

能之安定及保障投資大眾。2001 年 1月 6日金融再生委員會亦併入金融廳。 

幹部: 

✓ 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金融擔當）（政務官） 

✓ 內閣府副大臣（金融擔當）（政務官） 

✓ 內閣府大臣政務官（金融擔當）（政務官） 

✓ 金融廳長官（事務官） 

✓ 金融國際審議官 

內部布局: 

✓ 綜合政策局 

✓ 企劃市場局 

✓ 監督局 

✓ 證券交易等監督委員會，以確保市場的公平性與保護投資者為使命。 

✓ 公認會計士・監査審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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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市場概況 

日本全國計有東京、大阪、名古屋、福岡、札幌等五個主要證券交易所，其中東京及大阪交易

所皆隸屬日本交易所集團。 

日本交易所集團下轄東京證券交易所、大阪交易所、日本交易所自主規制法人及日本證券結算

機構四主要子公司。新成立的日本交易所集團於 2013年 1月 4日，同時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一

部和大阪證券交易所 JASDAQ 市場上市。2013年 7月原大阪交易所之現貨市場改由東京證券交

易營運，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清算業務則由日本證券結算機構負責。2014年 3月日本交易所集

團內的期貨市場則由大阪交易所統合。東京證交所大部分營收來自於股票交易，而大阪交易所

主要營收則來自連結日經 225 指數、高流動性的期貨契約交易；透過營運與科技的共享，兩家

交易所的合併預料將可以省下約八分之一的綜合營運成本。此舉也是日本政府規劃在 2013年

前創造所謂的「綜合交易所」，並在 2020年前使日本再度成為亞洲金融中心的一項措施。 

最近兩年發行及交易市場的概況如下： 

發行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 

股票發行情形 債券發行情形 

上市公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十億美金) 
種類 

金額 

(十億美金) 

年度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日本交易所集團 3824 3871 6544.3 5380.5 362 364 102 67.3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 

交易市場概況： 

證券市場 

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別成交金額(十億美元) 

股票 債券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日本交易所集團 28791.7 26094.5 6343.2 5858.1 0.12 0.09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Bloomberg 

最近二年市場之週轉率及本益比 

證券市場 週轉率(%) 本益比(倍) 

年度 2021 2022 2021 2022 

日本交易所集團 96.9 108.9 16.23 18.2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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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證券之主要上市條件及交易制度(含交易時間、價格限制、交易單位、暫停

買賣機制、交易方式、交割清算制度、及佣金計價等) 
 

東京證券交易所： 

上市條件： 

東京證券交易所於 2021 年 4 月提出市場別重劃分計畫，2022 年 4 月完成市場重新劃分，

目前分別為主要(PRIME)、標準(STANDARD)及成長(GROWTH)3 種市場。 

 主要(PRIME) 標準(STANDARD) 成長(GROWTH) 

股東人數 800 人以上 400 人以上 150 人以上 

流通股數 20,000 單位以上 2,000 單位以上 1,000 單位以上 

流通股市值 100 億日圓以上 10 億日圓以上 5 億日圓以上 

流通股票比率 35%以上 25%以上 25%以上 

財務狀況(淨資產額) 50 億日圓以上 不為負值 - 

營利基礎 

A. 最近 2 年總利

益超過 25 億日

圓以上 

B. 銷售額 100 億

日圓以上且市

值 1,000 億日

圓以上 

兩者條件滿足一項

即可 

最近 1 年總利益 1 億

日圓以上 
- 

 

交易時間：當地星期一至星期五 9：00~11：00，12：30~15：00 

交易方式：股票：電腦自動搓合，債券：人工搓合 

交割制度：T+2 日 

交易單位：上市普通股票的交易單位統一為 100 股，以 100 股整數倍數進行下單  

暫停交易：當市場發生對投資判斷影響甚巨的重要訊息時，爲了確認該訊息的真僞及周知

投資人，東京證券交易所會暫停該股票的買賣。當上市公司發表公司合併，增資等會對投

資人的投資判斷造成影響的資訊時，為周知市場投資人，東京證券交易所會立即暫停該股

票的買賣 15 分鐘後再開放交易。 

除此之外，如果上述資訊並非是上市公司的公開訊息而是新聞，電視等媒體的報導，爲了

確認該訊息的真僞及周知市場投資人，東京證券交易所亦會暫停該股票的交易。此時，交

易所會自該上市公司正式公告該訊息的真僞及内容起算 15 分鐘後始重新開放該股票的交

易。 

交易暫停期間，證券公司及投資人仍舊可以下單，改單，取消買賣申報單。惟每一家證券

商的規定不盡相同，細節請洽往來券商。同時，重新開放交易時，買賣暫停前所下的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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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單及買賣暫停期間所下的買賣申報單會採用集合競價方式重新恢復交易。恢復交易後

的第一筆買賣成立之前所有下的買賣申報單均視爲同時申報單。 

如果公司公開揭露民事公司重整法的適用及破產等抵觸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條件的情事

時，在暫停買賣期間如果東京證券交易所認定有其下市必要時，那麼有可能發生當天無法

恢復買賣的情況。 

委託種類： 

✓ 市價委託 

✓ 限價委託 

✓ 開盤委託 

✓ 收盤委託 

✓ 限價委託盤中未成交收盤轉為市價委託 

價格限制：漲跌停價格原則上以前一營業日的收盤價爲基準（稱爲“基準價格”）， 

【漲跌幅一覽表】 

 

佣金計價：人工手續費或電子下單手續費依券商實際公告為準。 

名古屋證券交易所： 

上市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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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證券交易所也於 2022 年 4 月完成市場重新劃分，與東京證券交易所不同之處在於，

東證屬於重劃分市場別，開放讓各上市企業依自身能力選擇新市場別，名證屬於市場別更

名，將原本三個市場別重新命名，分別為 PREMIER、MAIN 與 NEXT 市場。 

 PREMIER MAIN NEXT 

股東人數 800 人以上 300 人以上 150 人以上 

流通股數 20,000 單位以上 2,000 單位以上 - 

流通股市值 250 億日圓以上 10 億日圓以上 3 億日圓以上 

流通股票比率 35%以上 25%以上 - 

財務狀況(淨資產額) 50 億日圓以上 不為負值 - 

營利基礎 

A. 最近 2 年總利

益超過 25 億日

圓以上 

B. 銷售額 100 億

日圓以上且市

值 1,000 億日

圓以上 

兩者條件滿足一項

即可 

最近 1 年總利益 1 億

日圓以上 
- 

 

交易時間：當地星期一至星期五 9：00~11：00，12：30~15：30 

交易方式：投資者下達的買賣指令透過證券公司（交易參與者）發送至證券交易所。這些

訂單大多已電腦化，股票等均使用以電腦為基礎的交易系統在名古屋證券交易所進行交

易。 

交割制度：T+2 日 

價格限制：名古屋證券交易所將每日價格變動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以維持股票價格的合理

形成。此外，為了防止價格突然波動，建立了一個價格範圍，並在某個時間更新，稱為限

制價格範圍。     
價格 限價範圍 價格 限價範圍 

100日圓以下 30 日圓 10 萬日圓以上～15萬日圓以下 30,000日圓 

100日圓以上～200日圓以下 50 日圓 15 萬日圓以上～20萬日圓以下 40,000日圓 

200日圓以上～500日圓以下 80 日圓 20 萬日圓以上～30萬日圓以下 50,000日圓 

500日圓以上～700日圓以下 100日圓 30 萬日圓以上～50萬日圓以下 70,000日圓 

700日圓以上～1,000 日圓以下 150日圓 50 萬日圓以上～70萬日圓以下 10 萬日圓 

1,000 日圓以上～1,500 日圓以下 300日圓 70 萬日圓以上～100 萬日圓以下 15 萬日圓 

1,500 日圓以上～2,000 日圓以下 400日圓 1,000,000日圓以上～1,500,000日圓以下 30 萬日圓 

2,000 日圓以上～3,000 日圓以下 500日圓 1,500,000日圓以上～2,000,000日圓以下 40 萬日圓 

3,000 日圓以上～5,000 日圓以下 700日圓 2,000,000日圓以上～3,000,000日圓以下 50 萬日圓 

5,000 日圓以上～7,000 日圓以下 1,000 日圓 3,000,000日圓以上～5,000,000日圓以下 70 萬日圓 

7,000 日圓以上～10,000 日圓以下 1,500 日圓 5,000,000日圓以上～7,000,000日圓以下 1,000,000日圓 

10,000日圓以上～15,000日圓以下 3,000 日圓 7,000,000日圓以上～10,000,000日圓以下 1,500,000日圓 

15,000日圓以上～20,000日圓以下 4,000 日圓 10,000,000 日圓以上～15,000,000 日圓以下 3,000,000日圓 

20,000日圓以上～30,000日圓以下 5,000 日圓 15,000,000 日圓以上～20,000,000 日圓以下 4,000,000日圓 

30,000日圓以上～50,000日圓以下 7,000 日圓 20,000,000 日圓以上～30,000,000 日圓以下 5,000,000日圓 

50,000日圓以上～70,000日圓以下 10,000日圓 30,000,000 日圓以上～50,000,000 日圓以下 7,000,00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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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日圓以上～100,000 日圓以下 15,000日圓 50,000,000 日圓以上 10,000,000 日圓 

交易單位：上市普通股票的交易單位統一為 100 股，以 100 股整數倍數進行下單 

佣金計價：人工手續費或電子下單手續費依券商實際公告為準。 

暫停交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名古屋交易所可以按照交易所的規定停止證券交易： 

(1)有必要對債券、新股認購權之可轉換債券進行抽籤贖回情況  

(2)有證券或其發行人的資訊被認為對投資者的投資決策有重大影響，且該資訊的內容不明

確時，或者交易所認為有必要傳播該資訊的內容時 

(3)當發現交易情況存在異常時，或當發現存在此類異常的風險時，或當以其他方式認識到

不宜出於交易管理目的繼續交易時 

(4)交易系統運作出現問題 

(5)可能取消的交易必要公開資訊時 

 (4)外國人買賣證券限制、租稅負擔及徵納處理應行注意事項 

外國人與日本國民享有相同之證券投資權利，並未對投資額度、範圍及資金匯入出做出特

別規範。 

3.投資人自行匯出資金投資有價證券之管道簡介 

目前台灣要買賣日本股票，有以下二種方法: 

1. 國內券商複委託 

投資人可攜證件與相關文件於台灣券商營業據點開立複委託帳戶，透過券商以受託買賣外國有

價證券之方式投資日本股票，相關交易流程則依「證券商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辦

理。 

2. 海外券商直接下單 

投資人可向外國券商在台灣的分支機構或於網路線上辦理開戶，並自行匯出資金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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