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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本市場動態 
1. IPO 初次上市櫃  

(1) 上市櫃送件審查概況 

申請 
類型 

公司 
代號 

公司 
簡稱 

申請 
日期 

董事長 
申請時 
股本         

(仟元) 

審議委員會
審議日期 

董事會通過
上市櫃日期 

主管機關核准
(備查)上市櫃
契約日期 

備註 

上櫃 8089 康全電訊 109.04.28 任冠生 495,960 109.07.08   
股本含私募

24,312 仟元 

上櫃 6650 帝圖 109.07.10 劉熙海 178,642     

上櫃 6751 
智聯 

(福邦主辦) 
109.07.20 施宣輝 111,300     

(2) IPO 承銷概況：本期無新增 

2. SPO(國內外籌資) 

(1) 籌資案送件審查概況 

證券

代號 

公司

型態 
公司名稱 案件類別 

金額 

(仟元) 

發行價格

(元) 

收文 

日期 

自動補正 

日期 

停止生效 

日期 

解除生效 

日期 
生效日期 

2429 上市 銘旺科技 現金增資 150,000 20 109.04.29  109.07.09   

3260 上櫃 威剛科技 
轉換公司債

(有擔保) 
1,000,000  109.06.24  109.07.13   

1338 上市 廣華-KY 轉換公司債
(無擔保) 600,000  109.07.06    109.07.22 

6130 上櫃 星寶國際 
轉換公司債

(有擔保) 
180,000  109.07.06    109.08.03 

6492 上櫃 生華生物 現金增資 150,000 120 109.07.07    109.08.04 

4760 上櫃 勤凱科技 
轉換公司債

(有擔保) 
150,000  109.07.08    109.07.24 

6547 上櫃 高端疫苗 現金增資 240,000 86 109.07.09    109.08.06 

8466 上市 
美(吉吉) 

-KY 

轉換公司債

(無擔保) 
600,000  109.07.10    109.07.28 

3036 上市 文曄科技 
現金增資 

(特別股) 
1,350,000 45 109.07.13    109.07.29 

2618 上市 長榮航空 
轉換公司債

(無擔保) 
10,000,000  109.07.15    109.07.31 

1586 上櫃 和勤精機 
轉換公司債

(有擔保) 
200,000  109.07.17    109.08.14 

javascript:go_detail('6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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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代號 

公司

型態 
公司名稱 案件類別 

金額 

(仟元) 

發行價格

(元) 

收文 

日期 

自動補正 

日期 

停止生效 

日期 

解除生效 

日期 
生效日期 

1586 上櫃 和勤精機 
轉換公司債

(無擔保) 
200,000  109.07.17    109.08.14 

(2) SPO 掛牌概況 

A. 現金增資 

掛牌日期 證券代碼 發行公司 
發行價

格 (元) 
折溢價率 

募集金額 

(仟元) 
承銷方式 資金用途 中籤率(%) 

109.07.14 3512 皇龍 24 82.19% 312,000 公開申購 償還銀行借款 0.62 

B. 可轉換公司債 

掛牌日期 
債券 

代碼 

發行 

公司 

發行金

額(億) 

票面

金額 

發行年

限 (年) 

有無

擔保 

轉換 

溢價率 

轉換價

格(元) 

賣回年收益率 ( % ) 
資金用途 

1年 2年 3年 4年 5年 

109.07.17 81041 
錸寶 

(福邦主辦) 
3.5 100 3 無 102.05% 50.8 - 0.5 0   

償還銀行借款及 

充實營運資金 

3. 財務顧問案件 

(1) 公開收購 

收購人 被收購公司 
公開 

收購期間 

預計收購 

股數(仟股) 

最低收購 

股數(仟股) 
收購金額 

折溢價 

(註 1) 
資金來源證明 

台泥 

(1101.TSE) 

信昌化 

(4725, TSE) 

109.7.20~ 

109.9.7 

共 50 天 

75,890 

(57.49%) 

6,600 

(5%) 

每股 18 元 

共 13.66 億 
23% 

誠品聯和會計師

事務所 

註 1: 以信昌化減資後參考價 14.64 元為計算基礎。 

(2) 合併、股份轉換、股份交換、分割之市況：本期無新增。 

 

二、 福邦承銷快訊： 

申請 
類型 

公司 
代號 

公司 
簡稱 

申請 
日期 

董事長 
申請時 
股本         

(仟元) 

審議委員會
審議日期 

董事會通過
上市櫃日期 

主管機關核准
(備查)上市櫃
契約日期 

備註 

上櫃 6751 智聯 109.07.20 施宣輝 11,300,000     

三、 近期公告法規修正：本期無新增 

javascript:go_detail('6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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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近期焦點新聞 
1. IPO 焦點新聞 

新聞重點 來源 日期 

帝圖今日送件股票上櫃案 中時電子報 109.07.10 

太陽光電+節能+儲能 聚恆拼年底轉上櫃 經濟日報 109.07.16 

〈連展投控法說〉連騰、連訊下半年如期登興櫃 鉅亨網 109.07.16 

亞獅康將下櫃 上櫃生技股 9檔重挫跌停 經濟日報 109.07.17 

廈門銀行 IPO 過關 台資背景首家 工商時報 109.07.17 

2. SPO 焦點新聞 

新聞重點 來源 日期 

海悅擬發行 6億元 CB 籌資 規模僅次新潤建設 鉅亨網 109.07.06 

王道銀 折價現增 34億元 經濟日報 109.07.08 

長榮海首發海外可轉債 88億 優化船隊結構 經濟日報 109.07.09 

台中銀將現增 25億元 經濟日報 109.07.10 

3. 財顧焦點新聞 

新聞重點 來源 日期 

鴻海 Fii斥 23.3億元入股鼎捷軟件 成第一大股東 鉅亨網 109.07.09 

大聯大收購台驊 價格提高至 32元 經濟日報 109.07.09 

〈台泥私有化信昌化〉動用集團資源 三方嘗試改善信昌化現況 鉅亨網 109.07.15 

緯創代工 iPhone 中國廠擬以 138 億元售予立訊，年底前完成 科技日報 109.07.20 

4. 總體經濟及重要產業概況 

新聞重點 來源 日期 

國發會目標：2024年人均 GDP3萬美元、步入已開發國家 經濟日報 109.07.16 

出口商的憂愁 台幣REER連 5月高過韓元 差距創近 11年新高 鉅亨網 109.07.16 

經濟解封也沒用？法人估全球 GDP 恢復至少要等 2年 鉅亨網 109.07.17 

陸第二季 GDP 可望超過美國 工商時報 109.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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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福邦承銷部專業服務團隊 

組別 職稱 各組主管 聯絡方式 

部門主管 副總經理 陳松正 
02-2383-6860 

fredchen@mail.gfortune.com.tw 

輔導組 業務協理 李莉綾 
02-2383-6825 

leelylee@mail.gfortune.com.tw 

 業務協理 徐斌惟 
02-2383-6835 

wolfganthsu@mail.gfortune.com.tw 

 業務協理 許雅芬 
02-2383-6816 

avonhsu@mail.gfortune.com.tw 

 業務經理 洪士傑 
06-222-6156(南部) 

jerryhung@mail.gfortune.com.tw 

財務顧問組 業務副總經理 熊永鳳 
02-2383-6859 

jeanhsiung@mail.gfortune.com.tw 

業務組 業務資深經理 連偉琦 
02-2383-6850(北部) 

vickylian@mail.gfortune.com.tw 

 業務副總經理 朱瑋齡 
(03)657-3995 中部 

jacqueline@mail.gfortune.com.tw 

 業務協理 王建中 
06-222-6156(南部) 

josephwang@mail.gfortun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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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圖今日送件股票上櫃案 中時電子報 109.07.10 

櫃買中心今（10）日表示，帝圖科技文化公司（6650）今日送件申請股票櫃檯買賣，產業別是文

化創意業。 

根據櫃買中心資料顯示，帝圖科技文化公司成立於民國 98 年 2 月間，董事長兼總經理為劉熙海，

主要經營業務是實體藝術品拍賣、藝術電商、藝術廣告服務等，送件時資本額為 1 億 7,864 萬元。

該公司去（108）年營收 1 億 793 萬元，稅前盈餘 2,222 萬元，稅後盈餘 1,622 萬元，每股稅後盈

餘（EPS）1.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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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節能+儲能 聚恆拼年底轉上櫃 經濟日報 109.07.16 

位於台南學甲的地面型太陽能發電站，是聚恆科技（4582）歷來最大的太陽能電廠開發案，系統

容量高達 76MW，由大亞集團子公司心忠電業持有，4 月已動工，預計年底完工併網，將為聚恆帶

進超過 30 億元營收，推升全年營收登上 40 億的歷年高點，也預計第四季自興櫃轉上櫃掛牌。 

董事長周恆豪表示，聚恆在太陽光電有 20 多年經驗，從屋頂型跨入地面型，成功打造光電系統品

牌。為加快作業流程，選址以爭議性少的土地優先，以學甲地面型電站為例，原為多年未使用的漁

塭，如今轉型為光電專區，不但活化土地，也為地主帶來收益，與環境共創三贏。 

副總經理周恆安分析，明年各縣市會有多個新案場開出，聚恆將持續與業界密切合作。據了解，學

甲地面型電站由大亞提供線纜，聚恆代理 SMA 逆變器，也自行開發支架、水泥基礎樁及維運監控

軟體，逆變器及 EPC均不假外求，為順利併網，也投下巨資自建變電站。 

除了持續開發太陽光電廠，近年聚恆也搶進節能及儲能市場，形成營運三隻腳，下半年將舉辦三場

「最新創儲節能源研討會」，邀請空調技師公會吳理事長、儲能專家郭博士、節能專案經理蘭佳霏

及太陽能發電專員曾順暉主講，分享空調節能手法、ESCO 節能續效分享方案，及太陽能創能三大

主題。 

三場研討會為：8/13（四）在南科三路 26 號的南科 201 會議室；9/15(二) 在中科路 6 號的中科 702

會議室；10/14(三)在竹科展業一路 2 號的竹科 202 室，均為下午 1:30 起。 

聚恆從超高能效冰水主機、節能健康照明、智慧型空壓系統、熱泵及鍋爐系統、高能效馬達系統同

步著手，提供整合型節能改善服務(ESCO)，陸續累積許多能源大戶實績。包括台中英雄館案整合型

節能改善案、大亞電線電纜導入磁懸浮冰水主機案，為節能量保證型的指標案例。掌握先進的創能、

儲能及節能技術，可協助提升企業形象，並帶來豐厚的收入。 

聚恆 1998 年成立，工廠位於台南永康科技工業區，目前區內有 80 家廠商進駐，10 多家建廠中。

周恆安去年 12 月接任廠商協進會理事長，以強化廠商交流、改善工作環境、服務會員及增進廠商

權益為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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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展投控法說〉子公司上櫃計畫未受疫情影響連騰、連訊下半年如期登興櫃 鉅亨網 109.07.16 

連接器廠連展投控 (3710-TW) 積極推動子公司上櫃計畫，公司今 (16) 日表示，旗下天線廠連騰科

技，以及光通訊廠連訊通信，上櫃計畫目前未受疫情影響，將如期在年底前辦理公發登錄興櫃。 

連展指出，連騰科技主要從事無線通訊技術的天線研究與開發，第二季筆記型電腦無線天線銷售創

下佳績，隨著今年 3GPP Rel-16 標準將制訂完成，定義如 5G 專網等架構之外，更針對 uRLLC 與 

IIoT 等直產業應用相關技術標準進行擴充，可望帶動網路基礎需求。 

此外，連展看好，R17 標準將朝向 5G 智慧工廠、5G 醫院等應用需求功能強化，連騰也將持續發

展 AI 天線，以及 WWAN、WLAN、NFC、WIFI 等相關通訊天線產品研發，搶攻市場商機。 

至於連訊通信方面，過去主動元件以  10GBASE 為主的光收發模組，目前漸漸移轉到 

25GBASE(28Gbit/s) 的應用，連展表示，連訊通信營收第二季營收比去年同期成長 16%。 

連展認為，由於目前影音傳輸介面 HDMI1.4 版已被破解有遭盜拷之疑慮，全球主要影業要求相關

傳輸設備搭配加碼影像保護升級功能，刺激 HDMI1.4 升級至 HDMI2.0，可望帶動部分影音產品的

升級或換機需求。 

連展強調，為吸引及留任優秀人才，提升競爭力、帶動組織變革，積極推動子公司上櫃計畫，目前

各項作業進度均符合專案規劃期程規劃，預計下半年 2 家子公司都將登錄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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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獅康將下櫃 上櫃生技股 9 檔重挫跌停 經濟日報 109.07.17 

生技股人氣王合一（4743）、中天股價再吞跌停後，上櫃生技股今天盤面一片慘綠，盤中成交量還

是占整體上櫃比重近 20%，然而跌幅達 5%。其中合一、杏國、順藥及太景*-KY、亞獅康-KY 等 9 檔

跌停鎖住。 

上櫃生技股轉熱，上周五寫下總成交量 300 億元歷史新紀錄，成為台股近期人氣指標。隨著指標股

合一、中天被打入跌停鎖住，生技類股短線出現漲多回檔整理，今天上櫃生技股指數跌幅近 5%，

11 點時成交量已達 77 億元。其中亞獅康-KY 公告申報 109 年第二季財務報告淨值為負數，每股淨

值為-1.36 元，櫃買中心已公告自 8 月 25 日起終止櫃檯買賣。 

不只是上櫃，今天上市生技指數也是走低，跌幅也有 2%，其中杏輝、亞諾法跌停。 

法人指出，今天生技股的成交量還是很大，早盤是成交量約占上櫃成交量的 2 成。法人推估，今天

上櫃的成交量預估為 750 億元，上櫃生技股成交量預估也會有 150 億餘元，然而，個股上下震盪

顯著，投資人投資生技股風險增加。 

台微體表示，根據科學報告顯示，極低劑量的微脂體羥氯喹寧吸入劑型可降低心毒性並提高肺暴露

量，可望成為新冠肺炎新解方。雖然今天生技股殺聲隆隆，然而台微體的股價還是相對走強，早盤

一度攻漲停來到 107.5 元，盤中雖然自漲停打開，還走勢還是相對強勁。 

台微體指出，長期致力於供應醫療界尚未被滿足的需求，並精於奈米藥物之研發與商品化，宣布其

治療新冠肺炎新方案的科學報告已由 bioRxiv 預印網站公開。該科學報告中指出，台微體開發中的

羥氯喹寧微脂體吸入懸浮劑具有成為有效治療新冠肺炎的潛力。 

就產業面來看，國內有政策面的加持推動，還有許多的生技人材，台灣擁有絕佳發展生技的契機，

這次的新冠疫情讓全球看到台灣防疫的成果，生技股從防疫股開始到新藥研發，許多個股都已經大

漲，搶低價進場的追價風險增加，也因為漲多，最近回檔修正也是正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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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銀行 IPO過關 台資背景首家 工商時報 109.07.17 

由台灣富邦金控投資、持股 19.95％的廈門銀行，16 日下午傳出已經通過中國證監會發審委會議，

意謂著廈門銀行在大陸 A股上市已鋪平最後一哩路。可望成為 2020 年第一檔登陸 A 股，並且是首

家具有台資背景的銀行股，其上市動態備受兩岸台商圈與金融業界關注。 

財聯社報導，大陸投行人士透露，廈門銀行 16 日順利通過中國證監會召開的年內第 105 次發審委

會議（大陸稱為過會）審核，這是繼渤海銀行登陸港交所之後，今年首家將在 A 股上市的銀行。

招股書顯示，廈門銀行擬於上交所上市，發行完成後總股本不超過 36.17 億股。 

富邦金控從投資廈門銀行到 A 股上市這段路，整整走了 12 年。富邦金 2008 年透過子公司富邦銀

行（香港）間接參股廈門銀行，首開台資金融機構參股陸銀先河。2018 年 11 月，富邦金受讓富邦

銀行（香港）持有的廈門銀行普通股，直接持有廈行 19.95％股權，成為第二大股東。 

中國證監會官網顯示，自 2017 年底申報上市算起，廈門銀行闖關 A股 IPO 已經歷兩年半之久，期

間有不少申報時間晚於廈門銀行的銀行股早已完成上市。 

報導指出，與 2019 年大陸銀行股上市火熱情況相比，2020 年陸銀 IPO則遭遇冰封期，中國證監會

的審批步調明顯放緩，排隊銀行數量創下歷史新高。在廈門銀行過會後，A 股仍有 18 家銀行在排

隊，且均為中小銀行。 

作為 2020 年首家登陸 A 股的銀行股，廈門銀行的規模並不大。截至 2019 年底，廈門銀行的總資

產為人民幣（下同）2,468.68 億元，在已上市的 36 家 A 股銀行中排倒數第七。該行的不良率、撥

備覆蓋率分別為 1.18％、274.58％。2019 年營收、淨利潤分別為 45.09 億元、17.36 億元，年增 7.73

％、22.69％。 

另一方面，成立 15 年、號稱「中國最年輕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渤海銀行，16 日在港交所掛牌上

市，為 2020 年首家在港 IPO 的陸銀。但受當日港股重挫影響，渤海銀行股價收報 4.8 港元，與發

行價持平，募集資金約 134.7 億港元。 

  



  福邦承銷半月刊 第 081 期 (109/07/06~109/07/17) 出刊日 109 / 07 /21 

10 
 

海悅擬發行 6億元 CB籌資 規模僅次新潤建設 鉅亨網 2020.07.06 

地產代銷業者海悅 (2348-TW) 擬發行 6 億元無擔保可轉債 (CB) 自市場籌資，向金管會提出申報

今 (6) 日生效，主辦承銷券商為兆豐證券，籌資規模是今年來僅次新潤 (6186T-W) 的 6.9 億元，

預計最快 8 月完成籌資。 

海悅股東會每股將配 4.5 元現金股利，盈餘配發率 67.83%，除息日期為 7 月 13 日，現金股利

預計 8 月 14 日發放。海悅擬發行 6 億元 CB 籌資案，主要用途在於償還銀行借款及改善財務

結構。 

海悅指出，2020 年代銷本業強勢成長，除北台灣推案持續增加，中、南部代銷市場業務，今年也

將開收成果，總銷 100 億元的皇普建設台中「皇普莊園」案熱銷。 

海悅今年自地自建開發業務也將有顯著表現，子公司悅大建設於鶯歌鳳鳴重劃區推出「微笑海悅」

案，開賣至今銷售狀況也熱，預計 2021 年完工認列挹注投資收益。同時，海悅也將持續投入自

地自建開發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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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銀 折價現增 34億元 經濟日報 109.07.08 

王道銀行昨（7）日董事會決議辦理普通股現金增資，增資額度 34 億元，但考量股價等因素，實際

增資定價預估每股在 6 元至 7 元之間，也就是採取折價辦理現增，預估現增實際可募得資金約 20

億元。王道銀預估辦理現增後，普通股權益比率將可提高到 11.5%以上，惟每股淨值因折價影響，

將可能較現有稀釋約 15%左右，概估大約會在 11 元多。 

這是王道銀行首度辦理普通股現增，2018 年第 4 季王道銀曾辦理特別股現增，特別股發行定價 10

元。不過，考量強化普通股權益比率需求，因此王道銀此次擬辦理普通股現增，在股價低於票面之

下，因此王道銀預估折價現增募得資金約 20 億元，亦即現增新股發行價大約在 6 元至 7 元之間，

預計在 10 月間可望啟動現增作業，以強化資本並支應業務擴張所需，厚實與純網銀競爭的籌碼。 

王道銀的資本額則預估在現金增資 3.4 億股後，將擴增至 305 億元，但因增資新股採折價發行，因

此實際募得資金不足面額 34 億元，估約 20 億元，每股淨值屆時可能微降至 11 元多。 

王道銀今年第 1 季全行資本適足率 13.28%，第一類資本適足率 11.16%，普通股權益比率 10.86%，

預估此次現增後，資本適足率將提升至 14%以上，第一類上升至近 12%，普通股權益比率則增至逾

11.5%。王道銀過去沒有辦過普通股現金增資，前年是發特別股增資，其他還有發行次順位金融債，

可強化資本適足率，因此普通股權益比率相對增加較少，所以決議辦理普通股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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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海首發海外可轉債 88 億 優化船隊結構 經濟日報 109.07.09 

長榮海運（2603）著眼強化長期競爭力，持續進行船汰舊換新計畫，優化船隊結構，因應未來船

舶交船資金需求，長榮海運提供準備資金，今（9）日日公告發行海外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發行總額暫定以 3 億美元為上限（約新台幣 88.7 億元)，包括超額認購部分。 

長榮這發行海外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暫定為五年期，資金主要用來支應海外購料包括船舶燃油

等，購置船舶與船舶設備及承租船舶等的長期資金需求。 

長榮目前訂造中的船舶共有 61 艘，包括 2.3 萬 TEU的船舶 10 艘，1.2 萬 TEU的船舶 18 艘，2500TEU

的船舶 14 艘，1800TEU船舶 19 艘。考量到長期的船舶交船資金求，長榮海運董事會決議發行海外

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長榮加入海洋聯盟（Ocean Alliance），是目前全球第二大的海運聯盟，隨著這些新船加入，可望大

幅優化長榮集團的船隊結構，也會進一步推升長榮海運的全球競爭力。 

長榮海運也表示，新船的油耗量低，船期準確率高，可以全面提升長榮海運的運送服務品質，進一

步強化營運競爭力，再加上新船的環保配備比較高，持續引進新船、優化船隊，隨著全球環保法規

變嚴格後，長榮的競爭力會也會跟著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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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銀將現增 25 億元 經濟日報 109.07.10 

台中銀行昨（9）日董事會決議，將辦理現金增資額度 25 億元，以提高全行資本適足率與普通股權

益比率等相關資本結構，以利擴大業務與經營規模。 

原則上，增資新股定價將不低於票面 10 元，預計今（2020）年 10 月左右可望落實執行，加計盈

餘轉增資，台中銀資本額屆時將突破 410 億元。 

台中銀也決議通過子公司台中銀證券轉投資申設創投公司案，預計創投新設資本額為 3 億元，未來

創投可與銀行、證券法人業務資源整合，並掌握台商資金回流投資的機會。 

台中銀指出，該行預計辦理現增後，全行資本適足率將可拉升到 13.25%，普通股權益比率與第一

類資本適足率可望分別達到 11%、13% 左右水準。 

提升資本強度有利於擴大營運衝刺業務，因此考量長期發展需要，決定辦理現金增資。 

台中銀 6 月底股東常會通過去年盈餘分派股利每股 0.8 元，其中包含股票股利每股 0.52 元、現金

股息每股 0.28 元，即盈餘轉增資約 19 億餘元，加上本次現增額度 25 億元，屆時實收資本額將達

到約 415 億元。 

由於今年遭逢新冠肺炎疫情、3 月底資本市場大幅震盪，金融業者營運艱辛。 

台中銀為了因應有關情勢，經營團隊除了全力嚴控授信風險，也兼顧業務與客戶紓困需求，增資將

有利於台中銀擴張各項業務，以維持獲利穩健、股利水準令股東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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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海 Fii斥 23.3億元入股鼎捷軟件 成第一大股東 鉅亨網 109.07.09 

鴻海 (2317-TW) 旗下工業富聯 (Fii) 今 (5) 日宣布，斥人民幣近 5.6 億元，約合新台幣 23.3 億元，

取得 ERP 大廠鼎捷軟件 15.19% 股權，交易將使工業富聯成鼎捷軟件第一大股東，後續預計取得 

2 席董事席次。 

工業富聯指出，在工業互聯網和智能製造的業務領域中，ERP、MES、WMS、SCM 等工業軟體的應

用和產品能力，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藉由與鼎捷軟件工業軟體方面的設計、研發、運維等能力深度

結合，能強化產線營運科技 (OT) 與資訊科技 (IT) 技術發展。 

工業富聯透過此次交易成為鼎捷軟件第一大股東，更與鼎捷軟件核心管理團隊簽訂協議，通過穩定

的股權架構，支持管理團隊在工業軟件領域持續深耕。 

雙方合作方向將圍繞在工業自動化、工業軟件、工業大數據、工業人工智能等方面各自的優勢能力，

打造更成熟的智能工業系統，為整體產業由數位化發展到智能化提供厚實基礎。 

此外，工業富聯也看好，借助雙方在大中華區及東南亞多年的佈局，可進一步將智能製造、工業互

聯網的能力輸出到全球各地。 

鼎捷軟件是台灣鼎新電腦與中國神州數碼合資成立，以 ERP 產品和解決方案為核心，向外擴充並

衍生 ERPII 產品互為補充，應用領域涵蓋汽車零部件、裝備製造、IC 設計、電子等製造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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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大收購台驊 價格提高至 32 元 經濟日報 109.07.09 

大聯大 4 日董事會決議將提高對台驊投控收購價格為每股 32 元。大聯大日前宣布以每股 28 元，

最高收購台驊 20%股權，但台驊上周五股價達 30.55 元，因此決定提高收購價。 

大聯大表示，此一決議將於明日向金管會申報後公告；台驊昨日表示，對大聯大收購一事樂觀其成，

且若收購成功，雙方未來會談合作，至於調高價格後，投資人是否參與應賣，則須自行判斷。 

業界指出，大聯大此次提高收購價，不僅在海運業界首見，在產業界也實屬罕見，換言之，大聯大

對台驊收購案有志在必得的決心。 

大聯大為亞洲半導體通路龍頭，5 月 28 日宣布擬以每股 28 元公開收購台驊股權，昨日宣布提高收

購價格至 32 元，以台驊當日收盤價 24.1 元計算，溢價率逾 32.7%，預計最高收購 23,432 張，約占

台驊兩成股權，總收購金額將來到 7.49 億元。 

據大聯大公告，將公開收購台驊國際投資控股普通股 5%~20%，原先收購價格為每股 28 元。但大

聯大昨日董事會決議，綜合考量整體狀況，擬將本次公開收購對價提高至每股 32 元，提高後價格

仍在合理區間。 

業界指出，以貨攬三雄來看，中菲行 3 日股價收 41.35 元，捷迅 59 元，下半年海運市況將迎來旺

季，三雄中海運比重以台驊最大，因此大聯大若要用 28 元買台驊，當然是買不到，提高收購價格

事屬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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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泥私有化信昌化〉動用集團資源 三方嘗試改善信昌化現況 鉅亨網 109.07.15 

台泥 (1101-TW) 擬私有化信昌化 (4725-TW)，公司透露，未來除了長期持有，透過集團整合外，

也有可能出售信昌化股權、資產，或引進策略聯盟夥伴共同經營，多方嘗試協助信昌化突圍。 

由於近年大陸地區興建原料廠的大量投產致石化產品價格下滑，信昌化自 2012 年開始，除了 

2018 年轉正外，其餘均陷入虧損；去年在美中貿易戰、區域性貿易組織關稅政策，更加劇衝擊產

業市況，在終端需求保守下，整體石化產業獲利呈現衰退，信昌化去年稅後虧損也超過 20 億元。  

今年全球市場更受新冠疫情影響，化工產品供需失調，原油供過於求價格弱勢也拖累產品報價及利

差，信昌化第一季稅後虧損也達 3.43 億元，每股虧損 1.17 元，減資前的每股淨值更降至 4 元，

跌破 5 元關卡，被打入全額交割。 

台泥表示，此次私有化讓信昌化下市，以利調整其業務經營模式及財務結構，也有初步規劃，除了

不排除由長期繼續持有，整合集團資源，調整信昌化體質。 

除了透過集團內部力量協助信昌化外，台泥坦言，也有在考慮出售信昌化股權或資產，或者引進策

略聯盟夥伴共同經營，改善信昌化現況，也能創造集團整體利益。 

台泥集團董事長張安平先前就坦言，上半年化工產業表現不太好，下半年看起來也不會好，信昌化

全年對台泥是負的影響，內部仍在討論下一步該怎麼做。 

 
 

  

https://invest.cnyes.com/twstock/tws/1101
https://invest.cnyes.com/twstock/tws/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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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創代工 iPhone 中國廠擬以 138 億元售予立訊，年底前完成 科技新報 109.07.20 

緯創宣布將旗下代工 iPhone 的中國廠賣給蘋果紅色供應鏈指標廠立訊，消息一出震撼業界。緯創 

17 日宣布，公司召開董事會，會中通過出售集團旗下緯新資通（昆山）有限公司、緯創投資（江

蘇）有限公司及其相關業務予立訊集團，交易之對價暫定為 33 億人民幣（約台幣 138 億元），

並預計於今年底前完成所有程序；未來緯創將持續聚焦於業務組合及全球布局之優化，並加速投入

如 5G、人工智慧（AI）、車載裝置與智慧醫療等新事業領域的發展。 

緯創指出，本交易後續簽署正式交易文件及相關合約後，未來需依法登記、備案或取得相關主管機

關之核准，預計於今年底前完成所有程序；公司將於交易實際完成時，依相關法令規定另行辦理公

告申報。 

展望未來，緯創也表示，公司將持續聚焦於業務組合及全球布局的優化以因應外在環境的快速變遷。

而完成此交易後，緯創將更加積極於未來關鍵技術的投資與開發，加速投入如 5G、人工智慧、車

載裝置與智慧醫療等新事業領域之發展，以進一步強化公司的產品組合與獲利提升。 

此外，緯創指出，為了更加完善支援並滿足不同客戶之業務與生產需求，緯創不僅對做為營運總部

的台灣將加重投資，同時對於墨西哥、印度、馬來西亞、越南、捷克與中國等製造據點也將持續發

展。 

 

  

http://technews.tw/2020/07/20/wistron-lux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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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目標：2024 年人均 GDP 3 萬美元、步入已開發國家 經濟日報 109.07.16 

行政院今（16）日通過新一期國發計畫，訂下要在 2024 年、蔡英文總統任期結束前，人均 GDP 達

到 3 萬美元之目標。即使受到疫情衝擊，國發會副主委鄭貞茂表示，蔡總統任期結束（2024 年）

前可望達成目標，屆時台灣將邁入已開發國家，國人不能再自視開發中國家。 

國發會於今日行政院院會提報國家發展計畫 (2021 至 2024 年)，並獲得行政院長蘇貞昌拍板通過。

新一期國發計畫訂定未來四年（2021 年制 2024 年）經濟成長率平均 2.6%至 3.4%、失業率平均 3.5%

至 3.8%及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平均 1.0%至 1.5%之總體經濟目標，作為政府努力的方向。 

此外，國發會前一期國發計畫也訂定的台灣人均 GDP 目標，並預估 2020 年將可達到 2 萬 7,131 美

元，而 2017 年到 2020 年的目標平均值為 2 萬 5,000 到 2 萬 6,000 美元 ，實績為 2 萬 5,974 美元；

2021 年到 2024 年的目標則定為 2 萬 9,006 至 2 萬 9,584 美元。 

對於 2024 年要達到人均 GDP 近 3 萬美元的目標，鄭貞茂在院會後記者會中表示，只要能達成國發

計畫設定的各項目標，就能達成人均 GDP3 萬美元，3 萬美元凸顯的並非金額而是國家經濟實力。 

鄭貞茂期許，在達成人均 GDP3 萬美元後，屆時台灣就是已開發國家，國人也要改變心態，別再抱

持開發中國家的思維，而要步入先進國家的立場，而非開發中國家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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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的憂愁 台幣 REER連 5 月高過韓元 差距續創近 11 年新高 鉅亨網 109.07.16 

國際清算銀行(BIS)今(16)日公布最新統計，6 月台幣實質有效匯率指數(REER)連 4 升，來到 109.72，

反映 6 月以來台幣狂飆的現象，而出口主要競爭對手國南韓的韓元實質有效匯率雖較上月轉升至

105.44，但台幣已連 5 個月高於韓元，且兩者間差距更擴大至 4.28，續創 2009 年 10 月以來最大差

距。 

據統計，6 月台幣兌美元升值多達 1.24%，反觀韓元兌美元僅升值 2.59%，進入 7 月後，韓元截至

今日對美元貶值 0.56%，而台幣則是繼續升值 0.21%，不排除 7 月兩貨幣間的實質有效匯率指數還

會再擴大。 

6 月台幣實質有效匯率指數衝上 109.72，是 2006 年 10 月以來，不過，韓元僅是 2 個月高點，令市

場憂心，恐怕台灣出口商的出口報價競爭力將越來越弱。 

不過，央行明示，已有進場調節匯率穩定性，主要是因資金大量匯入導致外匯市場過度波動，然而，

資金匯入是外資買股停泊在股市，匯率還是兩面刃的問題。 

而央行總裁楊金龍則認為，出口商營運受衝擊主要是疫情因素，並非匯率問題，且匯率沒辦法照顧

到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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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解封也沒用？法人估全球 GDP 恢復至少要等 2 年 鉅亨網 109.07.17 

後疫情時代世界各國經濟陸續解封，法人認為，經濟復甦期程緩慢，預估最快要到 2022 年，多數

國家 GDP 才能恢復到疫情爆發前的規模。 

PIMCO 以樂觀、悲觀兩大情境模擬後疫情時代可能出現的經濟模式，其中樂觀模式前提是新冠肺

炎疫情問市，促使經濟迅速重啟，並恢復至疫情爆發前的正常速度。 

但如果出現疫情大規模二度爆發，迫使政府重啟社交距離政策，導致全球經濟二度衰退、企業永久

倒閉，可能部分就業機會將永久消失。 

PIMCO 指出，相較樂觀情境，目前朝向悲觀情境發展的風險更加顯著，但也不排除，如果未來各

國政府與央行將持續鬆綁政策，也有可能實現樂觀情境。 

在資產價格部分，PIMCO 表示，經濟活動萎縮與失業率攀升導致經濟基本面惡化，儘管各國政府

力推刺激政策，但在經濟衰退與刺激政策的相互拉鋸，導致市場無法預期風險性資產的合理價格。 

PIMCO表示，過去 10 年來，股票評價大多處於「低廉」的區間，但在資金行情堆砌下使得股票目

前已來到「合理」的價位。 

法人提醒，面對當前環境，投資人不應僅仰賴長期歷史評價作為判斷依據，而是要設法將悲觀與樂

觀情境納入考量，過去 10 年美股評價大多處於低廉狀態，直到 2020 年初美股評價才進入「合理」

的區間。 

PIMCO 認為，未來幾個月順景氣循環型資產表現將容易受到消息面影響，建議投資人應維持適度

的風險承受度，加強布局市場錯置所造就的相對價值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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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第二季 GDP 可望超過美國 工商日報 109.07.17 

大陸 16 日公布上半

年經濟數據，GDP 增

速從第一季的衰退

6.8％，大幅反彈至第

二季的年增 3.2％，

遠優於市場預期，經

濟率先復甦。因美國

第二季經濟持續萎

靡，如按部分機構預

期衰退三至五成，大

陸第二季經濟總量

或將首度超越美國，

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大陸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上半年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為年減 1.3％，第二季 GDP 總額超

過人民幣 25 兆元。有機構分析，若按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預測美國第二季 GDP 將衰退逾 35％

計算，其 GDP 或降至 3.32 兆美元，以人民幣兌美元 7 的匯率計算，相當於人民幣 23.24 兆元。也

就是說，中國第二季 GDP 有可能首次單季超越美國，問鼎全球第一。 

但也有專家抱持不同看法，認為美國第二季 GDP 負成長在 10％以內，若以此計算，則美國的經濟

總量還是高於中國。 

2019 年美國以 21.48 兆美元的 GDP 總值排名全球第一，中國 14.17 兆美元排名第二，中國和美國

GDP差距仍高達 7.31兆美元。IMF等機構曾預估，中國可能在 2030年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

不過，隨著疫情打亂全球經濟成長步伐，該時間點或有所調整。 

整體而言，大陸第二季帶動經濟成長的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均有所改善，唯獨消費動能

的復甦力道還有待加強。 

統計局發言人劉愛華指出，上半年大陸逐步克服疫情衝擊帶來的不利影響，經濟開始逐漸復甦。但

上半年 GDP 年增率、工業、服務業、消費、投資等主要指標仍處於下降區間，第二季的回升仍屬

於恢復性的增長。 

此外，疫情衝擊造成的經濟損失尚未完全彌補，即便下半年新業態發展與宏觀政策效應將為經濟成

長提供支撐，但仍須付出艱苦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