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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國際股市摘要 

 美洲股市：由於油價暴跌至一年低位，衝擊能源股，華爾街持續受到聯準會主席鮑爾部分鷹派言論的影響，

美股三大指數同步收黑，所幸 AMD 等晶片股同步上揚，促使費城半導體指數收高。美股四大指數表現：道

瓊指數下跌 0.46%，收 26307.79 點。那斯達克指數下跌 0.16%，收 8036.77 點。標普 500 指數下跌 0.21%，

收 2917.52 點。費城半導體指數上漲 1.11%，收 1560.61 點。巴西股市在房地產，消費和工業類股領跌下走

低，Bovespa 下跌 0.79％，收在 95527.62 點。 

 歐洲股市：歐洲股市週四收低，投資人反應聯準會暫時不降息的談話，及令人失望的歐元區數據。泛歐 Stoxx 

600 指數下跌 0.58%，收於 388.84 點，大多類股均下跌。歐洲主要國家股市亦大多下跌：英國 FTSE-100 指

數下跌0.46%至7351.31點。德國 DAX-30 指數上漲0.01%至12345.42點。法國 CAC-40 指數下跌 0.85%

至 5538.86 點。 

 受全球需求疲弱、貿易保護主義升高，以及英國退出歐盟的相關疑慮影響，歐元區 4 月製造業活動連續第 3

個月萎縮。Markit 歐元區 4 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為 47.9，略高於初值 47.8 和 3 月創下 6

年新低的 47.5，但仍為連續第 3 個月處於 50 榮枯分界點之下。其中，產出分項指數終值為 48.0，低於初值

48.1，但高於 3 月終值 7.2。未來產出分項指數終值為 55.7，高於初值 55.0 和 3 月終值 55.5，但與歷史水

準相比仍顯疲弱。新訂單分項指數雖從近期低點反彈，但仍為連續第 7 個月呈現萎縮。 

 亞洲股市：中國、日本股市均逢國定假日休市，雖韓國公布經濟數據稍差，但外資敲進韓股，買超韓股 673

億韓圜，KOSPI 指數上漲 0.42%，收 2,212.75 點。南韓 4 月份出口年減 2.0%，為連續第五個月萎縮；其中

記憶體出口減少 13.5%，提高第二季 GDP 重回成長的難度。4 月出口減幅縮小，低於 3 月的年減 8.2%、2

月的年減 11.4%，市場預期出口或許反彈有望。南韓 4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 0.6%，為連續第四個月低

於 1%。今年 1~4 月通膨提高 0.5%，為 1965 年有數據以來新低。南韓 Nikkei/Markit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4 月份來到 50.2，高於 3 月的 48.8，並創 6 個月高。不過，新出口訂單指數連續 9 個月萎縮，創 2015

年以來最長連跌紀錄。另外，新訂單指數指數也連六個月下滑。港股恆生指數早盤開低 0.19%，盤中保險股

走強，加上大陸五一假期帶動消費股走揚，恆指全日震盪攀升，連續收復 5 日、10 日及月均線，終場上漲

0.83%，收於 29944.18 點。受到美國降息預期下降影響，大多數東南亞股市下跌，國際信評機構標準普爾

（S&P）發布主權評等報告表示，菲律賓長期信用評等為 BBB+，創下菲國歷年來最佳紀錄，菲律賓股市此

激勵上漲 0.6%，為東協股市中表現最佳。泰國股市消費品和公用事業股帶動下，上漲 0.3%，創半年高點。

印尼股市受到銀行類股拖累，下跌 1.25%，為東南亞股市中表現最弱，馬來西亞、新加坡分別下跌 0.6%及

0.2%。印度股市早盤上揚，但在公布 PMI 數據後漲幅收斂，受到 IT 和製藥股拖累，Sensex 下跌 0.13％，

收於 38,981.43 點。4 月份 Nikkei-Markit 印度製造業 PMI 為 51.8，不及 3 月的 52.6，為 2018 年 8 月以來

新低，主要因新訂單增幅減緩對印度製造業帶來骨牌效應，增加印度央行降息的可能。 

 中國股市：大陸滬深兩市早盤開低，盤中養殖、券商等類股拉升，帶動市場人氣，三大指數震盪攀升，滬指

升至 3088.41 點、漲約 0.8%，深成指與創業板更齊漲逾 1%。午後，雲端運算等科技股走弱，兩市漲幅見收

斂，滬指終場收漲 0.52%，於 3078.34 點，終止連三日下跌。滬指本周 2 個交易日共下跌 0.26%，本(4)月

累計跌 0.4%，終止連續三個月上漲走勢。深證成指上漲 0.54%，收於 9674.53 點，本月累計跌 2.35%，均

終止連續三個月上漲走勢；創業板指數上漲 0.51%，收於 1623.78 點本月累計跌 4.12%，終止連續兩個月上

漲態勢。成交量較前一交易日量縮逾兩成。大陸 A 股 5 月 1 日至 5 日休市。 

 中國國家統計局上午發布稱，中國 4 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為 50.1，比上月回落 0.4，繼續保持在擴張區

間。小型企業 PMI 繼續上升，顯示減稅降費與支援政策效果逐步顯現，4 月份大型企業 PMI 為 50.8，較上

月低 0.3，高於臨界點；中型企業 PMI 為 49.1%，較上月低 0.8，位於臨界點之下；小型企業 PMI 為 49.8%，

較上月高 0.5。 

 台灣股市：台股受到亞股交投清淡，呈現量縮震盪，雖蘋果執行長庫克指出，iPhone 銷售逐漸好轉，大中華

區銷售回溫，但蘋概指標台積電、鴻海表現平淡，終場平盤作收，大立光更是收跌，未反映蘋果財報、展望

正向的利多。蘋概三王雖然表現不佳，但在金融股帶動下，成為指數收復萬一的主要功臣。指數終場上漲 36.76

點，收在 11004.49 點，不過成交量僅 1011.68 億元，創 5 周來新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