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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國際股市摘要 

 美洲股市：美股週二續漲且三大指數漲幅皆逾 1%，其中道瓊工業指數更首度站上 3 萬點以上的大關，主要

由於美國政權交接程序即將啟動，大選不確定性明顯降溫所致。消息面上，美國總統川普發起的法律戰接連

受挫，昨日(11/24)賓州州務卿認證賓州總統大選的結果，確認拜登擊敗川普，加上美國總務署(GSA)週一

(11/23)致函拜登，告知將啟動交接程序，亦即川普多說無益、翻盤無望，數週以來的政治不確定性將因此消

散。此外，市場傳出前 Fed 主席葉倫就任財長後的第一個決定可能為重啟一系列刺激措施，並支持 Fed 和財

政部年初推出的貸款計劃，也使得市場風險偏好情緒升溫，對大盤形成利多。巴西股市同步攀揚，一方面受

惠於不確定性降溫、里耳走強的提振，另一方面在油價大漲下能源及鋼鐵股持續引領大盤向上。 

 歐洲股市：歐股週二全面收紅且漲幅擴大，主要受到法國或將放鬆封鎖以及疫苗的利多消息提振，使得道瓊

歐洲 600 指數創 2 月底以來的最高收盤水準，本月至今已飆升 14.5%，有望創下有紀錄以來的最大月度漲幅，

其中油價也大漲並觸及 3 月底以來最高，因此大盤由能源及旅遊休閒類股領漲。消息面上，法國週一(11/23)

單日新增確診數創 9/28 以來最低，且最早可能將在明年初接種疫苗，投資人則在等待總統馬克宏在週二

(11/24))晚些時候發表講話，屆時他可能會宣佈放鬆封鎖措施；此外，先前英國表示將引入新系統，允許使

用病毒檢測來縮短入境旅客的隔離要求。上述消息對歐股形成激勵。經濟數據方面，德國第三季 GDP 終值年

增 8.5%創歷史新高，高於初值與市場預期的成長 8.2%，同樣推升歐股向上。 

 亞洲股市：亞洲股市週二漲跌互見，一方面受到疫苗研發的正面消息，以及川普允許拜登團隊進行交接，消

弭不確定性的利多激勵，另一方面則面臨高檔獲利了結賣壓的干擾。其中日股大漲，呈現假日後補漲行情，

除了受到上述利多提振外，半導體類股飆漲為大盤形成最大助力，根據日經新聞報導，因預估企業將持續推

動遠端辦公、數位化腳步，帶動數據通訊量增加、數據中心需求擴大，讓資金湧向半導體相關族群，加上電

子產品高性能化、電子零件需求也料將增加，提振電子零件股股價創新高，進一步帶動日經 225 指數創 1991

年 5 月以來的逾 29 年高點；韓股同步上漲，由於瑞穗分析師表示，在臉書和微軟帶頭下，明年第一季雲端

數據中心的記憶體需求將反彈，因此南韓記憶體巨擘隨之歡慶，其中三星電子股價上揚 0.3%破歷史收盤新

高，加上現代汽車週一(11/23)宣佈，與英國化學巨擘 Ineos 結盟拓展歐洲的氫燃料電池市場，進而引領汽車

股攀揚，令 Kospi 指數創歷史新高。港股震盪收紅，早盤時受制於疫情再起的負面影響，大盤一度走低，所

幸昨日(11/24)陸媒報導指出，香港計劃將把二度上市的企業納入港股通內，這表示阿里巴巴、京東、網易等

11 家公司有機會入選，使得相關個股漲幅居前，連帶拉抬恆生指數尾盤攀揚，收盤創 3/6 以來的逾八個月新

高。東協股市漲跌互見，主要受到獲利了結賣壓的影響，至於新加坡股市在疫苗利多消息下漲勢延續、表現

居冠。印度股市連續第三天上漲並創歷史新高，由於該國為肺炎疫情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因此持續受惠於

疫苗正面消息激勵。 

 中國股市：陸股週二於平盤下方震盪走弱，三大指數同步收黑，主要由於市場上並無重大利多訊息發佈，使

得投資人交易意願降低，並轉向留意中國債市發展，另一方面也等待消息面的進展，令滬深兩市成交額降至

8,200 億人民幣，較前天日減約 13%，北向資金合計淨流出 1.37 億元(滬股通淨流出 9.24 億元，深股通淨流

入 7.87 億元)，同樣呈現觀望的態勢。消息面上，中國銀保監會原則同意包商銀行進入破產程序後，北京市

第一中級法院表示，已受理包商銀行破產清算申請，若果如此則此一中國最大地方商銀將成為中共 1949 年

建政以來首家被實施破產的商業銀行金融機構，未來此一現象會否擴大或成常態將是市場關注重點之一。 

 台灣股市：台股週二開高走低、終場收黑，加權指數早盤在晶圓雙雄台積電、聯電領漲下一度漲至 13951.17

點再創歷史新高，不過隨即面臨獲利回吐賣壓，包括鴻海、大立光與聯發科等電子權值股，以及台塑四寶、

金融權值股等均無力撐盤，使得大盤一度失守 13800 點關卡並回測五日均線，成交額則擴大至 2,632.1 億元。

從盤勢觀察，被動元件族群受惠於漲價題材激勵，股價表現強勢，而 PCB 族群也獲得資金青睞，因此在大盤

相對高檔之際，預期個股或族群仍有表現契機。短期來看，由於台股年底進入產業與法人作帳旺季，加上全

球資金寬鬆、外資積極買超台股，預料整體多方格局不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