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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國際股市摘要 

 美洲股市：美國三大股指收紅，道指漲 0.06%，標普 500 漲 0.47%，納指漲 0.78%，儘管美國五月 CPI 大幅

跳增 5%，然市場解讀低基期現象所造成的高通膨不見得會影響聯準會的政策走向，並接受高通膨為短期現

象的解釋，美十年期公債殖利率不增反降，跌至 1.44%，實質利率更跌至-0.94%，重回五月初來最低水位，

科技股再一次成為領漲族群，帶動美股上揚。主要關注焦點如下: (1) 美國 5 月 CPI 年增 5%，增速創 2008

年 8 月以來最高，核心 CPI 年增 3.8%，亦超市場預期 3.5%，並創 1992 年來最快增速，其中又以二手車和

卡車指數跳增 7.3%為最大，相關增長占所有項目增長的三分之一。(2) 聯準會隔夜附買回操作規模達 5349

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已連續兩天超過 5000 億美元，顯示出市場流動性的仍舊十分充裕，以致聯準會持

續積極的回收超額流動性。(3) 傳美國政府取消對部分伊朗前石油業管理者的制裁，不過仍舊維持對為伊朗

軍方提供資助的上黑名單個人和企業施加制裁，美國官員指出，此舉似是想傳達若伊朗政府改變行為，對伊

朗的大範圍制裁壓力就將緩和的訊號，油價短線一度跌超 1.7%，但隨後又迅速回補跌幅。巴西股市小漲

0.13%，重新站回 13 萬點關卡之上，巴西最大國內線航空公司巴西航空股價大漲 15%，該公司宣布收購巴

西第五大航空公司 MAP，此舉有助於巴西航空維持其領先地位，帶動工業股表現，惟權值金融及原物料類股

表現疲軟限制了大盤升幅。 

 歐洲股市：道瓊歐洲 600 指數漲 0.03%，連續五個交易日創收盤歷史新高，因歐洲央行於上調經濟預期的同

時，承諾將保持超寬鬆政策立場，帶動市場樂觀情緒持續發酵。歐洲央行宣佈維持三大利率及總購債規模不

變，同時表示將在 6 至 9 月顯著加快緊急抗疫購債計畫（PEPP）的購買速度，重申該計畫將至少持續到 2022

年 3 月底，行長拉加德指出，預計待時機適當時，將對退出 PEPP 進行討論，但目前仍維持過早，即雖對經

濟復蘇的前景抱有信心，承認通膨預期上行但向上壓力有限，長期通膨料仍舊低迷，歐洲經濟復甦尚未完成，

不宜過早退出緊急抗疫購債計畫。經濟預期方面，預估 2021 年 GDP 將增長 4.6%(此前為 4%)、2022 年增

長 4.7%(此前為 4.1%)，2021 年 CPI 增速為 1.9%(此前為 1.5%)、2022 年為 1.5%(此前為 1.2%)，歐洲央行

對短期經濟前景的描述，由「偏向於下行」轉變為「大致平衡」，「平衡」一詞為 2018 年底以來首見。 

 亞洲股市：半導體類股持續引領日股向上，加上因工機具訂單持續破億，工機具類股全面上揚，日股收漲

0.34%。韓股收漲 0.26%，由於美十年債利率回落至 1.5%下方，激勵科技股表現，其中通信軟體公司 Kakao

的數位保險業務獲得監管機構初步核准，SK 電訊宣佈於 11 月分拆旗下一家新投資公司，並進行股票分割，

上述兩公司股價紛紛強漲，帶動市場人氣。港股收平，受美國取消對中科技股部分禁令，緊張關係略降溫所

帶動，科技股一度引領大盤上揚，惟指數逢 29000 整數關卡，且美國即將公布重磅通膨數據，指數回吐早盤

漲幅翻黑。東協股市漲跌不一，市場靜待美國關鍵通膨數據出爐。印尼股市漲 0.99%，印尼央行公布 4 月零

售銷售年增 15.6%，為七個月來首次正增長，且為 2016 年來最快增速，主要受開齋節假期，輔以大規模折

扣活動，所帶動的假期消費潮。新加坡股市上漲 0.29%，隨著該國疫情趨於緩和，當局宣布自 6/14 起，群

聚活動限制人數由兩人提升至五人，並自 6/21 起開放餐廳內用、健身房及表演活動也重新開放。印度股市

上漲 0.69%，追隨亞股樂觀情緒，金融股引領大盤上漲，加上權值股信實工業也對大盤形成推助。 

 中國股市：中國三大指數連袂上漲，上證指漲 0.54%，深成指漲 1.19 %，創業板漲 2.43%，人行行長暗示中

國不存在立即性通膨疑慮，貨幣政策可望延續，加上拜登政府取消對 TikTok 與微信禁令，市場樂觀情緒升溫，

除科技股的強勢表現外，太陽能、鋰電池、電動車及生技板塊集體躁動，推升創業板漲幅居前，滬深兩市成

交金額衝破人民幣兆元，北向資金則買超 68.2 億人民幣。中國人行行長易綱於上海陸家嘴論壇表示，考慮到

中國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今年 GDP 增速接近於潛在增長水準(潛在經濟增長率係指在資源得到最佳且充分

配置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率，根據發改委預測，「十四五」時期的 GDP 潛在增長率為 5%-5.5%)，

物價整體可控，貨幣政策要與新發展階段相適應，堅持穩字當頭，堅持實施正常的貨幣政策，預計 2021 年

CPI 增速將呈現前低後高，全年的 CPI 平均增速將在 2%以下。經濟數據方面，中國五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

1.92 兆元，低於預期的 2 兆元，較去年同期降幅近 40%，針對實體經濟發放的新增人民幣貸款則增加 1.5 兆

元，高於預期的 1.4 兆及前值得 1.47 兆元。 

 台灣股市：市場聚光燈回歸電子股，台積電、聯發科、聯電及大立光集體上攻，加上因 MCU 第三季價格將

再度調漲，IC 設計族群聯袂上揚，激勵大盤一舉站回萬七之上，惟貨櫃三雄、運輸股則表現相對黯淡，從成

交比重也可看出類股輪動端倪，電子成交比重達 52%，航運則下滑至 25%。大盤最終上漲 1.14%，並收在

日內最高點，成交值上升至 4000 億以上，外資終結連 4 賣，回補 161 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