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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唱衰中，看見台灣

經濟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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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感經濟初體驗

(一)春江水暖，股市最先知

台股指數

從8131.28→11270.18

股市市值

蔡英文

從27兆→35兆

1. 小英總統掛保證，經濟開始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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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

台股還會往上走
大戶回來，散戶也回來

2013年日均量 769.95億元
2016年日均量 687.34億元

台股日均量 1597億，
集中市場 1372.41億元

2017年日均量 974.4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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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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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殖利率穩定的公司大受歡迎

錢櫃
上海商銀
精誠資訊
崇友實業

台灣大聯大
眾多金控股

福邦證券1.38元，殖利率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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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C日線

160.41

O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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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資退、內資進，台股天蠶再變

－外資決定台股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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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占台股比重

2016年最高 30.4%

2017年底→25.9%

本國自然人比率

從2016年5月 47.7%

2017年→59.4%

集中市場交易量

2017年集中市場交易量23.97兆，6年新高
2018年挑戰30兆，週轉率84%

61.4%

金融海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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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股入摩，

台股表現逆勢崛起

• OTC指數 148.52→ 158.84 
(+10.32, +6.94%)

• 摩台指數 393.44→ 413.85
(+20.41, +5.18%)

• 香港恆生 29919.15→31512.63
(+1593.48, + 5.32%)

台股表現相對突出

• 國企指數 11709.3→12407.8
(+698.5, +5.96%)

•滬深300 4030.85→3831.01
(-199.84, -4.95%)

•深圳A 1986.42→1848.76
(-137.66, -6.93%)

•上海A 3463.43→3256.82
(-206.61, -5.96%)

• 台股指數 10642.86→11251.75
(+608.59, +5.72%)

6月

7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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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深300 日線

3708.11

44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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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A 日線

1734

21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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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A 日線

3158.88

37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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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環評無限上綱、工資高漲

台商紛紛出售工地

(四)台商的返鄉鮭魚效應

1. 西進高峰已過

→九○年代以來，台灣的人流、
物流、金流都往中國大陸流

現在回流加速

凱美售深圳廠，業外收益22億元

寶成黃江大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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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在弱台與強台之間拔河

對企業、人才和

資金的磁吸

中國惠台31項政策

中國已從低基期變高基期

投資環境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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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II的A股效應

P/E 17.09倍
低於A股23倍

富士康互聯網的磁吸

FII 35天快速通關

FII每股13.77元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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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迄今，台資企業在中國
上市只有廿幾家
從國祥製冷、成霖潔具、晉億
、漢鐘、斯米克……元祖

26家台資企業掛A股？
不是每一家企業都是鴻海

台企沒有因為上A股而

快速發展 郭台銘

鴻海股價下跌效應
2018年 外資賣超鴻海 778565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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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海 日線

79.5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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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額儲蓄率從0.32% →15.56%
每年超額儲蓄→3兆台幣

(五) 投資台灣是當務之急

上市櫃公司投資中國大陸 1192家

占76%→ 2.3兆
上市櫃公司不含中國的海外投資 1250家

占80% → 5.9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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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海外證券淨流出 289.1億美元

外資淨匯入 12.7億美元

流出 276.4億美元

經常帳順差 200.8億美元

金融帳淨流出連31季
→ 3677.8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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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基本面好轉

2017年GDP成長 2.86%

2018年(估) 2.41%

2017年失業率 3.76%
4月失業率 3.68%

（一）台幣升值，總體經濟表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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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從33.838→29.035 出口成長

上市櫃公司交出好成績單

出口
2017年出口 3176億美元, +13.2%
2018年Q1→ 797.4億美元, +10.6%

3月→ 299.99億美元, +16.9%

第二季新台幣從 29.116→30.058
出口商匯兌收益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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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
自2016年以來

33.838

29.035

3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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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體上市櫃公司 獲利2.19兆
2018年可達 2.4兆

+15.7%1. 上市公司的成績單

（二）上市櫃公司

成績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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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超過10元公司 超過70家
股價逾3位數 超過170家

獲利成長家數 595家

2018年上市櫃公司淨利5356億, +21.69%

台積電 897.4億
鴻海 2488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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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驊 954
股價800元

2. 台灣的高價股輩出

精華光學1025

精測1520

國巨1240
大立光6075

千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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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華科 509
康友 529
上銀 530
旭隼 607
亞德客 621
康控 624
譜瑞 640
環球晶 642

矽力 713

股價500元以上 股價300元以上

聯發科
儒鴻
創意
牧德
大江
穩懋
可成
華碩
華新科
祥碩

KY美食

台灣超過300元以上的公司有3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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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企業必須把競爭力擺中間

台股的低本益優勢

百元以上高價股170家

史上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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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最卓越的是企業領袖

2018年台灣企業贏家臉譜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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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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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40

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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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巨帶動整個被動元件族群

華新科、禾伸堂
大毅科、日電貿、奇力新、旺詮
蜜望實、立隆、凱美、立敦、光頡、佳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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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巨
自2016年以來

1240

41.7

6/8→市值145.65億美元
(4331億台幣)

13大市值企業，超過統一
、中鋼、日月光、台灣大

、兆豐金，直逼中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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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穩懋陳進財

從2004年博達破產中脫穎而出

穩懋股價→340元
最大市值1438.2億元

5/23市值1156億元

三五族化合物急先鋒

AVGO每股277元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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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懋
自2015年以來

340

24.7



37

4. 矽晶圓女王徐秀蘭

環球晶股價→642元
最大市值 2806.82億元

中美矽晶持有環球晶 50.84%

股價從27.6→153.5元
台勝科、合晶、嘉晶、漢磊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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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晶
自2015年以來

642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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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動化領航員上銀卓永財

上銀股價104→530元

市值1254億元

上銀、亞德客、直得、全球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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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銀
自2015年以來

530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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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紡織的儒鴻洪鎮海

上銀、亞德客、直得、全球傳動

儒鴻股價 549元

市值 101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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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小英參訪儒鴻

紡織業通常10元左右低價股

儒鴻的彈性針織布崛起

2017年 營收242.32億
淨利30.52億，EPS 11.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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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鴻
自2010年以來

549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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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掛牌申洲國際(2313)

馬建榮

股價 24.35→98.7港元
市值 1418.17億港元

2017年 營收208.54億港元
淨利43.39億港元

EPS 2.98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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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洲國際
自2016年以來

98.7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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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從主機板到電競：微星徐祥

股價 21.5→131元
市值 1163.52億元

2017年 營收1064.2億元
淨利49.37億元

EPS 5.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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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星
自2016年以來

131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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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牧德：AOI檢測急先鋒

汪光夏的奮進→

股價39.85→504元

2017年EPS 10.86元
2018年Q1→4.72元

毛利率66.4%

汪光夏

本業獲利8450.6

→2.52億元

五箭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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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德 日線

504

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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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TC TAIWAN, nVidia黃仁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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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nVIDIA最新伺服器DGX-2
人工智慧運算能力，相當於15個
標準機架充滿房間的電腦機房

營收成長 158%
EPS成長 588%
自由現金流 +339%

2014年迄今，nVIDIA

股價20→266.59

市值 1617.76億美元
黃仁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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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線

266.5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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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伺服器產業

台灣伺服器代工產業崛起

緯穎股價 118→504.67

信驊、博智、廣達



54

緯穎 日線

540.67

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