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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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無新增 

 

(2) IPO 承銷概況 

掛牌日 公司名稱 產業 
申請股本

(仟元) 

2021 年

EPS(元) 

承銷時

P/E(倍) 
承銷制度 

競拍 

均價 

承銷 

價格(元) 

掛牌當天 

價格(元) 

當天 

漲幅(%) 

112.01.11 偉康科技 資訊服務業 130,000 5.54 10.47 
競拍及公

開申購 
80.79 58 82.50 +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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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26 上市 台灣汽電 現金增資 1,000,000 24 111.12.19 112.01.04   112.02.01 

6541 上市 泰福-KY 現金增資 160,000 90 111.12.29 112.01.03   112.02.10 

8038 上櫃 長園科技 現金增資 30,000 35 111.12.30 112.01.03   11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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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05 4977 眾達-KY 93.00 86.11% 930,000 公開申購 購置機器設備 1.33 

112.01.05 2380 虹光 10.00 74.63% 200,000 公開申購 
償還銀行借款 

充實營運資金 
2.05 

112.01.11 8097 
常珵 

(福邦主辦) 
46.00 70.86% 552,000 公開申購 充實營運資金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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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轉換公司債 

掛牌日期 
債券 

代碼 

發行 

公司 

發行總 

面額

(億) 

每張

發行

價格 

發行年

限 (年) 

有無

擔保 

轉換 

溢價率 

轉換

價格

(元) 

賣回/到期年收益率 ( % ) 
承銷 

方式 
資金用途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112.01.06 22304 泰茂 3 110.42 3 有 102.55% 29.00 - - 0   競拍 
償還銀行借款 

充實營運資金 

112.01.11 64862 互動 6 106.15 3 有 102.00% 60.7 - - 0   競拍 充實營運資金 

 

3. 財務顧問案件   

(1) 合併市況、股份轉換、股份交換、分割市況、公開收購  : 本期無新增。 

 

 

二、 福邦主辦案件快訊 

(一) 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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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6 綠茵生技 111.10.26 吳嘉峰 244,133 111.12.08 111.12.23 111.12.26  

 

(二) S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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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效日期 

8097 上櫃 常珵科技 現金增資 120,000 50.00 111.10.17 111.11.14 

4564 上市 元翎 現金增資 200,000 18.00 111.12.27 112.01.13 

3036 上市 文曄科技 
轉換公司債 

(海外無擔保) 

250,000 

(美元) 
 111.12.28 112.01.16 

8033 上市 雷虎科技 現金增資 100,000 30.00 111.12.29 11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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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期公告法規修正    

類別 公告機構 函號 公告訊息 

第一上市 交易所 
臺證上二字第

1111704301 號 

外國發行人在不牴觸其註冊地國公司法令規定下，應依修正後之

「外國發行人註冊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修正其公司章程

或組織文件，惟考量外國發行人配合修正公司章程或組織文件之調

整作業需要，訂定緩衝適用原則如下： 

一、112 年 7 月 1 日後送件申請股票第一上市、創新板第一上市之

外國發行人：於送件時，即應符合規定。 

二、公告日起至 112 年 6 月 30 日前送件申請股票第一上市、創新

板第一上市之外國發行人；已申請股票第一上市、創新板第一上市

而其上市案尚未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或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

通過而其股票尚未上市買賣之外國發行人及已上市掛牌之第一上

市公司：應於 112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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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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台灣 IPO 市場 資誠看好半導體產業持續發威 經濟日報 112.01.03 

證交所：去年面對疫情通膨 IPO 市場仍相對耀眼 中央社 112.01.06 

承億集團狂展店 拚明年 IPO 工商時報 112.01.06 

《興櫃股》東研信超去年營收連 3 年創高 今年 Q1 轉上櫃 工商時報 112.01.09 

今年 IPO 首發 偉康飆逾 4 成 工商時報 112.01.12 

櫃買董事長陳永誠：今年申請上櫃 IPO 目標 24 家 經濟日報 112.01.13 

2. SPO 焦點新聞 

新聞重點 來源 日期 

金融業增資潮 史上最大 經濟日報 112.01.04 

基米擬現增 800 萬股 每股發行價 18.8 元 工商時報 112.01.05 

永豐金現增 季底到位 經濟日報 112.01.12 

中華車 對新安產險增資 19.3 億 工商時報 112.01.13 

3. 財顧焦點新聞   

新聞重點 來源 日期 

鴻海集團啟動 EV 新引擎 1.86 億歐元併購德國車用元件廠 經濟日報 112.01.03 

平均地權條例三讀通過 哪些子法修完才上路？ 經濟日報 112.01.10 

金控敵意併購榜單 6 金控 7 銀行有資格 自由時報 112.01.12 

公司法第 185 條引發爭議 如何認定主要營業或財產？ 鏡周刊 112.01.12 

4. 總體經濟及重要產業概況   

新聞重點 來源 日期 

出口連四黑 本季恐衰退 經濟日報 112.01.08 

美拉攏對陸晶片制裁 南韓陷入兩難 工商時報 112.01.09 

歐洲央行估未來薪資成長「非常強勁」 強化進一步升息理由 鉅亨網 112.01.09 

平均地權條例三讀 打炒房最高罰 5,000 萬 經濟日報 112.01.11 

美國通膨降溫助長升息趨緩期望 亞股多收高 中央社 11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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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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資深協理 李莉綾 
02-2383-6825 

leelylee@mail.gfortune.com.tw 

 業務資深協理 徐斌惟 
02-2383-6835 

wolfganthsu@mail.gfortune.com.tw 

 業務協理 蔡易錢 
03-657-2758(中部) 

mosstsai@mail.gfortune.com.tw 

 業務資深協理 謝灼梅 
06-222-6156(南部) 

mayhsieh@mail.gfortune.com.tw 

財務顧問組 業務協理 顏培臣 
02-2383-6804 

cyrusyen@mail.gfortune.com.tw 

業務組 業務協理 連偉琦 
02-2383-6850(北部) 

vickylian@mail.gfortune.com.tw 

 業務經理 王姿文 
03-657-2758(中部) 

tinawang@mail.gfortune.com.tw 

 業務協理 王建中 
06-222-6156(南部) 

josephwang@mail.gfortune.com.tw 

    

 

 

 

 

 

 

 

 



  福邦承銷半月刊 第 141 期 (112/01/03~112/01/13) 出刊日 112 / 01 / 17 

 

6 
 

2023 年台灣 IPO 市場 資誠看好半導體產業持續發威 經濟日報 112.01.03 

半導體產業為 2022 年台灣 IPO 市場關鍵主力，12 家募資額共新台幣 192 億元、占 IPO 總募資額逾

5 成，資誠看好台灣半導體優勢 2023 年持續發酵，帶動「護國群山」壯大資本市場；具「輕資產、

重數據」特色的新經濟產業、比如資安，也有機會成為 IPO 市場亮點。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2022 年台灣 IPO 市場繳出不錯表現，上市櫃新掛牌

家數（含創新板、櫃轉市及轉投控上市）共 51 家；募資金額達 362 億元，為自 2016 年以來最高。 

在產業分布方面，資誠表示，半導體產業以 12 家居冠，占新掛牌總家數 24%，募資額為 192 億元，

占 IPO 總募資額 53%，對 2022 年台灣 IPO 市場貢獻甚鉅。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服務營運長徐聖忠認為，「護國群山」半導體產業是近兩年台灣 IPO 市

場的關鍵主力，若能克服 2023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因外部環境及庫存調整的干擾，相信將能持續帶

動台灣資本市場向上發展。 

同時，徐聖忠指出，證交所推出的「創新板」與櫃買中心推出「戰略新板」，提供創新類型公司更

為便利的籌資管道；舉凡具關鍵核心技術，及創新能力或創新經營模式、6 大核心戰略產業及其他

創新性產業，比如 IoT、AI、資安、生物醫療科技、航太及太空、綠電及再生能源等，皆是新板塊

鼓勵的目標對象。 

他表示，為鼓勵更多創新類型公司加入，創新板在 2022 年 9 月調降第一類市值及營收標準至 10

億元及 1 億元，並調降第二類（生醫類）市值標準至 20 億元；申請轉板年限，也由上市掛牌日起

屆滿 2 年縮短為 1 年，以增進新創公司上市計畫的營運彈性及籌資效率。 

徐聖忠指出，在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的持續支持下，可以期待 2023 年將有更多創新類型公司透過新

板塊進入資本市場籌資。 

此外，徐聖忠表示，2050 年淨零排放已是全球共識，投資人對 ESG 永續投資議題的關注程度也逐

年增加；他認為，ESG 永續議題的揭露，可能成為牽動企業未來募資成果以及順利與否的關鍵因素，

影響力不容小覷。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服務市場發展長徐明釧則指出，台灣 IPO 市場隨著邊境開放、疫後復甦

的正向氛圍下，2023 年上市櫃新掛牌家數有望延續 2022 年熱度；在政府持續積極營造有利投資環

境等利多因素下，創新類型產業、具「輕資產、重數據」特色的新經濟產業，比如 SaaS（軟體即

服務）、資安產業，也有機會成為 2023 年 IPO 市場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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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交所：去年面對疫情通膨 IPO 市場仍相對耀眼 中央社 112.01.06 

台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林修銘表示，去年資本市場面對疫情、國際地緣政治、全球通膨及美國聯準

會（Fed）連續升息，台灣加權指數波動相對劇烈，但初次上市（IPO）市場仍相對耀眼。 

台灣證券交易所資料顯示，去年申請上市公司包括創新板在內共 26 家。 

證交所發布新聞稿指出，林修銘 5 日在「111 年度中介機構頒獎典禮暨新上市家族聯誼會」指出，

台股上市量體、籌資金額及市值規模不受全球經濟影響，面對環境劇烈變化，依然展現高度韌性，

逆風高飛。 

林修銘表示，在政府的產業發展政策指導下，證交所參採國際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架構設立創新板，

去年有 8 家申請上市；期盼各證券承銷商及會計師未來繼續攜手合作，共同扶植創新產業發展，撐

起台灣資本市場下個一甲子的成長。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天牧致詞時表示，過去一年全世界面臨戰後不預期的改變，受戰爭、

通膨、中美貿易、供應鏈、疫情等影響，台灣資本市場仍逆風成長。 

黃天牧指出，台灣過去成長很高，產業結構多元化才能降低風險，勉勵大家謹遵 3T 原則，

Transformation（轉變）、Transboundary（打破藩籬）及 Transcend（超越），透過大數據、資安等改

變，讓交易所再邁向高峰。 

 

  



  福邦承銷半月刊 第 141 期 (112/01/03~112/01/13) 出刊日 112 / 01 / 17 

 

8 
 

承億集團狂展店 拚明年 IPO 工商時報 112.01.06 

台灣文創設計旅店龍頭品牌承億集團宣布，2023 年將一口氣在離島小琉球、嘉義仁義潭、台東池

上打造三家走高價路線的「曇」系列旅店，總投資額逼近 15 億元。這也是承億集團繼砸下逾 10

億重金打造高雄「承億酒店」之後，再度大手筆投資新旅店！ 

承億集團 2022 年營收 13 億元，2023 年在高雄「承億酒店」營運後，營收目標挑戰 25 億元。承億

集團透露，即將以「承億生活文創」名稱送件申請 IPO，目前規劃時程為 2023 年第三季股票公開

發行、2024 年第二季登錄興櫃，力拚 2024 年第四季完成掛牌上市目標。 

承億集團董事長戴俊郎表示，位於小琉球威尼斯海灘旁的「聽琉嶼」規劃 18 間客房，每間客房都

能看到海、戶戶都有游泳池，預計 2023 年第二季動工、2024 年中營運，投資額約 5 億元；嘉義仁

義潭「雲那裡」規劃 32 間客房，預計 2023 年第二季動工、拚 2024 年底營運，投資額約 5 億元；

台東「池上早稻」規劃 30 多間客房，預計 2023 年底動工、2025 年底營運，投資額約 4.5 億元。 

戴俊郎強調，「曇」系列旅店平均房價 1.5 萬，未來至少會有四家分館，除了上述三家外，還有一

家在阿里山腳下的埔尾。未來在台東「池上早稻」2025 年營運後，承億集團全台島鏈計畫將完成。 

承億集團自 2011 年成立「承億文旅」品牌至今，目前已在全台 6 縣市插旗，包括「淡水吹風」、「台

中鳥日子」、嘉義「桃城茶樣子」、「墾丁雅客小半島」、花蓮「山知道」、日月潭「潭日月」。 

此外，承億集團砸重金打造全新飯店品牌「承億酒店 TAI Urban Resort」自 2022 年 9 月試營運以來，

以「亞洲新灣區的文化客廳」為主題定位，配合位在酒店 24 樓「高空懸挑透明無邊際泳池」，成高

雄最熱門的打卡點，2023 年營收目標上看 10 億元。 

值得一提的是，高雄「承億酒店」勇奪 2022 年網路票選「最美都會飯店冠軍」與「最美房間」雙

料大獎；不僅如此，承億集團旗下「桃城茶樣子」與日月潭「潭日月」，2022 年也分別拿下「最美

設計旅宿冠軍」及「最美客房冠軍」雙冠王，蟬聯最美飯店冠軍四連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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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櫃股》東研信超去年營收連 3 年創高 今年 Q1 轉上櫃 工商時報 112.01.09 

東研信超(6840)2022 年 12 月營收 0.64 億元，年減 4.22％，累計 2022 年營收為 8.88 億元，年增 7.65

％，連續 3 年創下歷史新高。公司指出，受惠 5G NR 及 WiFi6/6E 產品市場滲透率逐步提升，帶動

公司相關檢測業務成長，此外，公司在網通產品與工控/工業電腦應用領域成長快速，全年營收占

比已分居第二與第三檢測業務類別。後續看好在 5G NR 及 WiFi6/6E 檢測業務基期仍低情況下，2023

年仍將有機會再挑戰新高。 

東研信超受到大陸實驗室暫時停止執行對出貨美國電子產品進行檢測認證，以及大陸對疫情採取鬆

綁政策後，造成檢測人力短缺影響，12 月營收下滑，但全年仍創高。大陸實驗室預計在今年第 2

季底重新取得認證後，即可恢復正常檢測認證業務；而疫情造成的影響，僅是訂單遞延，今年第 1

季營運即可重返成長軌道。 

東研信超預期 2023 年在 5G NR 與 WiFi6/6E 持續加大滲透率下，將帶動檢測案件數量與檢測時數亦

逐步攀升，仍會是今年的主要成長動能；此外，從應用領域類別來看，2022 年表現不俗的網通產

品與工控/工業電腦領域，預期今年仍會有雙位數的成長表現，尤其工控/工業電腦領域，在具有高

客製化與特殊規格特性下，東研信超在已搶占先機，居領先者地位下，可望大幅拉開與同業差距。 

東研信超 2022 年 11 月 25 日獲櫃買中心董事會通過上櫃案，預計今年年第 1 季掛牌上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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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IPO 首發 偉康飆逾 4 成 工商時報 112.01.12 

數位金融與數位身份軟體即服務（SaaS）解決方案業者偉康科技（6865）11 日以每股 58 元搶在農

曆新年前掛牌上櫃，成為 2023 年首檔 IPO 股，搭上資安議題的趨勢熱潮，甫掛牌就展現出強勁的

蜜月行情，首日上漲 42.24％，收在 82.5 元，相當每位中籤戶帳面獲利 2.45 萬元。 

偉康科技公開申購期間雖僅有釋出 251 張股票，卻因長假效應前夕，市場資金撤離股市，閒置資金

充沛，反倒轉向湧入風險較低的 IPO 新股抽籤，加上公司興櫃均價與承銷價存在不小價差，以及公

司營運前景樂觀等多項因素匯集，公開申購期間狂吸 23.04 萬張申購單，導致最後中籤率僅有 0.1

％，成為 2022 年遞件 IPO 股裡的最低紀錄。 

偉康科技主要以資安技術、智能數據、雲端服務，提供智能數位金融解決方案及全方位數位身分

SaaS 服務，聚焦金融產業並協助客戶進行數位轉型，包含銀行即服務（Banking as a Services）、銀

行即平台（Banking as a Platform）、開放銀行（Open Banking）等三大面向，快速建立數位金融全通

路服務。目前 39 家本國銀行，偉康科技已服務超過 7 成的銀行客戶。 

以 2022 年上半年來看，營收占比依序為智能數位金融服務 56.98％、雲端與智能數據服務 18.92％、

資安與系統運帷服務 11.85％、以及企業 e 化應用軟體服務 1.58％等。偉康科技 2022 年營收 5.07

億元，年成長 15.12％；前三季稅後純益 4,077.3 萬元，年成長 13.72％，每股稅後純益 3.14 元。 

IDC 報告指出，儘管受疫情衝擊，全球數位轉型（DX）投資持續成長，預計 2020～2023 年年複合

成長率（CAGR）將達 15.5％，且在企業逐步往未來企業（Future Enterprise）發展下，預期 2020～

2023 年總體市場規模將達到 6.8 兆美元。 

繼偉康科技後，目前已通過主關機關核准等待掛牌的準 IPO 股還包括睿生光電、長榮航太、龍德造

船、建德工業、永道-KY、泓德能源（創）、雲豹能源（創）、東研信超、南俊國際及綠茵生技等 10

檔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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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買董事長陳永誠：今年申請上櫃 IPO 目標 24 家 經濟日報 112.01.13 

櫃買中心董事長陳永誠表示，過去一年全球受到疫情、升息及戰爭等因素影響，櫃買指數下跌逾 2

成；今年持續面對變動的局勢，但沒有悲觀的權利，期望逆風而行，努力達成目標，今年上櫃掛牌

申請家數目標為 24 家。 

櫃買中心今天舉行媒體年終紀者會，陳永誠表示，去年包括上櫃、興櫃 IPO 家數及永續發展債券發

行都有達標，新年度目標希望上櫃公司 IPO 申請家數 24 家，較去年增加 2 家；興櫃 IPO 目標 45 家、

戰略板目標 10 家，維持去年目標。 

陳永誠指出，去年金融市場面臨諸多複雜狀況，是這輩子沒有碰過的情況，希望今年能穩健朝向健

康方向發展，逆風而行；但風險與報酬永遠攜手相伴，投資行為與人生重大決定時一樣，必須「膽

大心細」，要有冒險精神，但事前功課要先做好。 

隨著各國陸續解封，今年將持續海外推廣活動，金融業沒有悲觀的權利，持續努力達成目標，預期

今年仍然面對變動格局，日均值期望可以維持去年相當水準。 

回顧 111 年度，櫃買指數收盤 180.34 點，雖然較 110 年度下跌 24.08%，但上櫃股票成交日均值新

台幣 604.82 億元，仍為歷年次高；111 年外資成交比重達 20.47%，較 110 年的 17.45%提升 3.02 個

百分點，創下歷史新高。 

櫃買中心指出，111 年申請上櫃及申請登錄興櫃家數分別為 22 家及 67 家（含 12 家申請登錄戰略

新板），均達成櫃買中心目標，櫃買中心積極扶植優質企業進入資本市場效益持續顯現。 

櫃買中心統計，111年永續發展債券市場發行量與發行餘額分別突破新台幣1100億元及3600億元，

再創國內債市新的里程碑。111 年共計發行 44 檔永續發展債券，發行金額 1122.47 億元，發行檔

數及發行金額皆創歷史新高，分別較 110 年的 35 檔、1058.3 億元成長 26%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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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增資潮 史上最大 經濟日報 112.01.04 

2022 年受升息、俄烏戰、通膨、疫情、地緣政治等五大利空罩頂，股債市崩跌、防疫險掀理賠海

嘯，讓金融業啟動史上最大增資潮。據金管會昨（3）日統計，2022 年全年增資額高達 2,141.7 億

元，又以產險業增資額占了近半數、逼近千億元「最缺錢」。 

據統計，2022 年共五家金控辦現金增資共 844 億元，包括國泰金（2882）、台新金、新光金、國票

金、永豐金。除永豐金增資 114 億元是因申報生效、資金尚未到位外，其餘四家資金已在 2022 年

底全數到位。 

其中僅國票金 30 億元、國泰金剩餘 75 億元、台新金剩 3 億元共 108 億元留在金控帳上外，其他

增資款、及新光金與永豐金都將全數轉增資給子公司。 

七家銀行業辦現增共 347.66 億元；六家壽險辦現增合計 587 億元；六家產險業辦現增合計 985 億

元。 

換言之，2022 年共 24 家金融業辦現金增資，再剔除母金控現增給子公司的重複計算後，總增資規

模已高達 2,141.7 億元，創金融史上最大增資潮，其中又以產險業增資占了近五成居冠，壽險業也

占了近三成。 

若再將 2022 年增資需求、遞延到 2023 年的兆豐金估 250 億元，這一波金融市場五大利空，讓各

大金融業者增資潮已上探 2,40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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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米擬現增 800 萬股 每股發行價 18.8 元 工商時報 112.01.05 

為加速推動各項轉型升級計畫、強化核酸產業鏈的整合及充實營運資金，基米（4195）公告辦理

現金增資，將發行普通股 800 萬股，每股面額 10 元，暫訂每股發行價格 18.8 元，預計募集資金

1.5 億元，也將引進策略性投資人。現金增資認股基準日為 112 年 2 月 10 日。 

基米表示，除優化 GMP 核酸廠製程與擴增產線外，還有多項業務發展同步進行，希望透過本次的

現金增資加速落實，包括與 Illumina 共同推動伴隨診斷產品「TSO 500」的癌症基因體外診斷市場，

以及引進全台第一座 Olink 蛋白質體高通量檢測儀，最多可同時檢測 3,072 個蛋白質，樂觀看待營

運成長表現。 

基米近年積極藉由技術與設備升級將營運觸角從科學研究領域，擴大提升至臨床應用。開拓包括

TSO 500 癌症基因檢測、非侵入性胎兒染色體檢測，獨家引進全台第一座 Olink 蛋白質體高通量檢

測平台等產品等應用服務，強化營運利基，對今年營運審慎樂觀。 

基米認為，透過基因定序進行疾病臨床檢測，再把定序結果提供精準的個人化治療，已是全球醫療

發展主流。為補足臨床測檢缺口、擴大應用市場，基米投資數千萬進行設備升級，向 NGS（次世

代定序）基因定序龍頭廠 illumina 訂購 NovaSeq X Plus 定序平台。 

此外，為推動全基因體定序檢測至臨床應用，基米也與 illumina 展開合作，啟動 TSO 500 液態活檢

的癌症基因檢測，針對癌症病患提供全面性的癌症基因篩檢服務，醫師可參考定序數據，為病人打

造專屬的個人化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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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現增 季底到位 經濟日報 112.01.12 

永豐金控（2890）今年辦理現金增資案，預計現增 7.5 億股。永豐金控昨（11）日晚間公告，主管

機關申報生效現金增資認股，決議發行新台幣 75 億元以及普通股 7.5 億股，每股面額為新台幣 10

元整，實際發行價格將於訂價日另行公告。如果按照時程規劃，資金將可望在第 1 季底到位。 

根據公告內容，永豐金控此次現金認股基準日定在 2 月 13 日，最後過戶日為 2 月 8 日，停止過戶

日起始日期 2 月 9 日，停止過戶截止日期 2 月 13 日，股款繳納期限為 3 月 1 日到 3 月 7 日。永豐

金控此次現金增資用途，是用在投資子公司永豐銀，以及充實永豐金控營運資金。 

而此次永豐金控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股數 80%，計 6 億股由原股東按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持

股比例認購，預計每仟股認購新股 52.66038211 股，惟實際認股率以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的股

數為準。另外 7,500 萬股由員工認股，公開銷售股數為提撥發行股份的 10％、計 7,500 萬股。 

永豐金控去年董事會就通過辦理現金增資並將轉投資永豐銀行，強健其資本並助其業務發展，期能

進一步帶動母公司的獲利成長。全案擬於 2023 年第 1 季季底之前募集完成，如果以實際現金增資

100 億元進行試算，增資完成後預計可提升金控的資本適足率(CAR)6.35 個百分點、永豐銀行的普

通股權益第一類資本適足率（CET1）與資本適足率（BIS）各 0.74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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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車 對新安產險增資 19.3 億 工商時報 112.01.13 

中華汽車（2204）12 日臨時董事會決議，將對新安東京海上產險增資 19.3 億元，並提 3 月股東臨

時會追認。 

新安產險飽受防疫保單鉅額賠付損失衝擊，2022 年已經辦理兩次現增輸血，兩大股東－日本東京

海上集團與裕隆集團，合計注資新安產險 199.99 億元。2022 年新安產險董事會通過辦理第三次現

增 80 億元，兩大股東也將按持股比出資。 

中華車 12 日為此召開重大訊息記者會說明，中華車副總錢經武表示，主要是因應主管機關取得及

處分資產辦法規定，中華車累計近 12 個月參與新安增資金額已超過最近一期個體財報資產總額 10

％，須經股東會同意，故中華汽車於 12 日召開臨時董事會，通過參與新安第三階段增資及公告將

於 3 月 10 日召開臨時股東會，以利討論並決議繼續增資新安。 

新安產險強調，為穩健經營，兩大股東－裕隆集團、日本東京海上兩大股東都表態支持第三次增資

計畫，裕隆集團與日本東京海上兩大股東依據既有股權比 49.48％及 50.18％分別進行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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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海集團啟動 EV 新引擎 1.86 億歐元併購德國車用元件廠 經濟日報 112.01.03 

鴻海（2317）旗下鴻騰精密科技（FIT）今（2）日宣布併購德國 PRETTL SWH 集團，水平擴充 FIT

在電動車（ EV ）關鍵零組件實力。 

鴻騰是以 1.86 億歐元 100%收購德國汽車線束 PRETTL SWH 集團，水平擴充 FITEV 關鍵零組件實力。

預計第二季完成收購程序。 

FIT 看準 PRETTL SWH 集團產品組合專注利基型市場，與過去 FIT 在資通訊市場鎖定高毛利、高精

密製造的競爭策略不謀而合。不同於車用元件製造廠傳統按圖施工，PRETTL SWH 集團憑藉著紮實

的車用元件設計能力，長期與車用客戶群緊密合作而擁有相當穩定的訂單。 

PRETTL SWH 集團憑藉十多年汽車經驗，以其領導地位協助客戶開發、製造高階車用傳感線束及連

接器與車用電源解決方案。客戶遍及傳統車廠與新創電動車廠，也長期深耕全球大型車用一、二階

供應商。PRETTL SWH 集團歷史財報表現相當穩健、營運表現也逐年成長。短期可為 FIT 帶來約顯

著年營收貢獻，未來可望以更佳的產品組合提升 FIT 整體毛利率表現。 

該集團旗下三大事業體感測器部門(Sense)、車用電源管理部門(Electrify)、連接器數據傳輸系統部門

(Connect)，也與鴻騰現有 EV 產品互補，分別對應鴻騰現有 EV 策略發展方向 「電源管理(Power 

Connection)、車聯網(Data Connection)以及人機介面(Human to machine)」，將會為客戶帶來更全面

的解決方案，同時也將水平擴展 FIT 在 EV 關鍵零組件的全球製造、銷售及技術布局。 

近年鴻騰致力於改善產品組合以提高毛利率水平，提出「3+3」策略發展電動車、聲學及 5GAIoT

領域，並承諾 2023 年 3+3 新產品組合將突破 3 成，相信在本案帶動下，為 FIT 3+3 發展再添一顆重

要成長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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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控敵意併購榜單 6 金控 7 銀行有資格 自由時報 112.01.12    

去年國內完成首樁「非合意金金併」、即富邦金併購日盛金，不過，依照金管會規定，要發動金金

併必須符合四大條件，根據最新試算，目前具有資格已從 2020 年公布的「5 金 6 銀」，增加為 2022

年「6 金 7 銀」（6 家金控、7 家銀行）。 

所謂「金金併」，又稱為「民營金金併」或「非合意（敵意）金金併」。 

這是 2018 年金管會通過相關辦法，為提高國內金融機構合併的機會，凡金控或銀行只要符合「四

大條件」，就可以採取非合意公開收購，被併購投資對象，包括國內金控、銀行、保險公司及證券

商，但排除財政部具公股管理權者。 

其中，金金併的「四大條件」，包括「資本充實」、「經營能力佳」、「有國際布局發展能力」及「企

業社會責任良好」。金管會在 2020 年曾經公布，具資格可以發動者為「5 金 6 銀」，「5 金」是富邦

金、中信金、玉山金、台新金與元大金，「6 銀」是台北富邦、中國信託、玉山銀行、台新銀行、

元大銀行及國泰世華銀。 

由於最近兩年，金控與銀行的資本結構與經營能力都有所變化，具有發動金金併條件的業者是否有

變化不同？ 

銀行局局長莊琇媛回應，若以 2022 的數據來看，若把四大條件當中的「資本充實」排除，符合家

數是 7 家金控與 7 家銀行；不過，若把去年 11 月「資本充實」納入試算，也就是在四大條件下，

變成 6 金控、7 銀行符合。不過，莊琇媛強調，因為年底結算還是有可能變化，名單還有變動，目

前不會對外公布增減名單有誰。 

除了金金併，對於國內整體金融機構整併，金管會主委黃天牧有何看法或態度？他表示，主管機關

主要是提供有利的整併法規環境，至於那些金融機構要合併，發動權並不在主管機關，而是在業者。 

對此，黃天牧直言，金融整併已經進行很多年，從過去經驗來看，我們發現有一些案子是胎死腹中

未成功，有的是過程有很多波折，像是星展銀併花旗銀消金業務，就出現勞工問題等，「金融機構

不是一加一等於二，如此簡化的議題」，主要關鍵還是金融機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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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 185 條引發爭議 如何認定主要營業或財產？ 鏡周刊 112.01.12 

這幾年，從泰豐輪胎、中福紡織到泰山，都因為出售公司資產，涉及違反《公司法》第 185 條規定，

引發各界關注，因為根據法規，公司讓與主要營業或財產，應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但「主要部分」

如何認定，目前沒有一致的見解，導致市場爭議不斷。 

針對相關情事，近期有不少學者、律師都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同討論相關議題。台大法律系教授曾

宛如表示，《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第 2 款提到的「主要部分」，本身就是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

念，「依照過去最高法院較多的見解，偏向採認要使公司所營事業不能成就，才算是主要部分營業

或財產的讓與。」 

「然而，《企併法》對於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有不同的判定標準，如果企業採用的

不是企業併購的模式，而是單純從《公司法》第 185 條出發，這時候《企併法》的標準是否能夠沿

用，就會產生疑義。」曾宛如認為，這會涉及到公司董事會、股東會權限的劃分，究竟什麼情況董

事會就可以決議，還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應劃歸股東會處理，主管機關應該正視相關議題、建構審

查標準。 

台北大學法律系教授郭大維也說，目前實務對於「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認定確實有不同見解，

依照經濟部的函釋，應視各公司之營業及其經營性質而定，難以概括性釋明。 

郭大維指出，有學者提出應以質與量兩方面進行判斷。然質與量分析雖然較有彈性，法院得依不同

情形進行調整，但具不確定性，交易相對人將更難認知何時其與公司所交易之財產，對公司有重大

影響，而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將會影響交易安全。 

大尹法律事務所律師蔡宜芬則從會計上之處理進行分析，「一般來說，處分資產的種類包括商標權、

設備、不動產（土地或廠房）、股權等，實務上還是要依個案狀況，以及公司所屬產業、主要營業

項目等，才能判定讓與是否足以影響公司所營事業不能成就。」以股權投資的會計處理為例，通常

會依持股比例、交易目的而有不同認列方式，若放在營業外收支的項目，買賣其實不影響本業經營。 

看來，對於《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明定的「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不論學術或是

實務對其認定標準看法不一，有需要建立一套具體審查標準，以避免爭議持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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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權條例三讀通過 哪些子法修完才上路？  經濟日報  112.01.10 

平均地權條例修法今（10）日三讀通過，五重拳之一重罰炒作行為規定，將在蔡總統公布修正後生

效施行，內政部表示，其餘四項規定包含限制換約轉售、建立檢舉獎金制度、建立私法人購買住宅

許可制、以及解約申報登錄，皆要完成子法擬定後，再報請行政院核定施行日期。 

平均地權條例修法，明確規範若有散播不實資訊影響交易價格、透過通謀虛偽交易營造熱銷假象、

利用違規銷售影響市場交易秩序或壟斷轉售牟利，將按交易戶（棟、筆）數處罰 100 萬至 5,000 萬

元。 

針對何者行為會罰到 5,000 萬元？官員表示，處罰金額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裁罰，但凡是以電子

通訊、網際網路、說明會或其他傳播方式散佈不實資訊，影響不動產交易價格；或是以他人通諜或

虛偽交易，營造不動產交易活絡的表象；或是以他人名義或集結多數人違規銷售、連續買入或加價

轉售不動產，且明顯影響交易秩序或壟斷轉售牟利，都是炒作行為的樣態，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決定裁罰。 

官員表示，以上炒房樣態將列入子法修定，已有初步規劃，會盡快由內政部研擬，並和相關機關、

公會團體（例如：不動產開發商）等，討論擬定。 

據悉，在限制換約轉售規定，子法將納入可排除在外的特殊寬容情形，若民眾購屋後，有四大情形

將可排除在外，分別為買房簽約後受到強制執行、非自願失業等重大事故、因病需療養、重大變故

無力償還。 

針對私法人購買住宅許可制訂定的子法，內政部指出，針對私法人購買住宅做都更危老等項目的審

查，將明確規範申請書表，採簡捷的申請審查程序，申請案件原則也會在七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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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連四黑 本季恐衰退 經濟日報 112.01.08 

財政部昨（7）日公布去年 12 月出口 357.5 億美元，是近 20 個月最低水準，年減 12.1%、連四黑，

主要是全球經濟下修、大陸疫情擴大、庫存調整、原物料行情滑落、基期高等五大原因，財政部預

期，出口頹勢恐將延續，1 月鐵定「連五黑」，今年首季也將呈現負成長。 

若以 2022 年全年來看，在上半年出口強勁支撐下，總出口仍以 4,795.2 億美元寫新高，年增 7.4%；

總進口也以 4,276 億美元締創新猷。 

財政部統計處長蔡美娜表示，12 月 11 大出口貨類全數下挫，接續傳產貨類頹勢，電子零組件、資

通與視聽產品等兩大主力科技產品出口，看起來也進入下降周期。 

其中電子零組件方面，因客戶端庫存調整及大陸疫情波及生產活動，削弱對積體電路拉貨力道，12

月出口年減 1.4%，對照進口電子零組件已連五月走跌且減幅擴大，研判電子零組件出口短期內恐

不容易看到明顯回升。 

資通與視聽產品出口雖有部分顯卡新品效應支撐，但消費性電子市況疲軟，正負相抵後 12 月出口

年減 10.7%，減幅是 2016 年 5 月以來最大。 

光學器材因面板供需結構尚未改善，出口年減逾三成，已連 14 個月衰退。傳產貨類普遍面臨買氣

清淡、價格滑落庫存調整等下拉壓力，減幅多在二至三成之間。 

12 月出口結果印證財政部先前觀察，去年第 4 季轉為負成長，年減 8.6%，蔡美娜說，這是近七年

來再度上演「旺季不旺」。 

展望今年，蔡美娜指出，主計總處先前預估今年首季出口將為負成長 5.5%，2 月下旬會再修正預測，

可能會再往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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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拉攏對陸晶片制裁 南韓陷入兩難 工商時報 112.01.09 

去年 10 月，美國對大陸晶片業設下嚴格出口管制措施，未經許可的美國公民、組織與企業不得協

助或參與大陸研發、生產先進半導體，並持續拉攏日本、荷蘭及南韓加入制裁，但南韓考量大陸市

場態度始終相當低調，美國則持續施壓，駐日本大使 Rahm Emanuel 更是直接點名，希望南韓、日

本及荷蘭對大陸晶片管制採取相同行動，讓南韓的角色再次成為關注焦點。 

綜合外媒報導，Rahm Emanuel 公開喊話盟友們加入制裁，「美國正在與日本、荷蘭及南韓討論對大

陸的半導體出口禁令，大家都坐在談判桌上，需要各方達成協議，這中間有很多的工作要進行，尋

求的利益不只是雙向，更希望是多邊效應。」 

有趣的是，當 Rahm Emanuel 的發言傳到南韓耳裡，南韓貿易部發言人否認此事，強調目前南韓並

未參與美國對大陸進行晶片出口限制的討論，始終就制裁大陸晶片採取低調方式處理。 

去年 12 月初，日本與荷蘭原則上同意對大陸晶片實施出口管制，但詳細的內容仍待雙方深度談判，

至今都沒有確切的消息。南韓之所以陷入兩難，在於過去南韓相當依賴大陸的半導體市場，比重超

過 5 成，且記憶體晶片大廠三星、SK 海力士都在大陸有設廠，若出口管制真的生效，勢必面臨嚴

重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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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央行估未來薪資成長「非常強勁」 強化進一步升息理由 鉅亨網 112.01.09 

歐洲央行（ECB）預估未來幾季的薪資成長將非常強勁，作為通膨走向的關鍵指標之一，這強化了

該行進一步升息的理由。 

歐洲央行周一在其《經濟公報》（Economic Bulletin）上發表的文章中表示，對新冠疫情開始以來的

薪資發展研究顯示，潛在薪資成長「相對溫和」，目前接近其長期趨勢。 

即便如此，展望未來與歷史模式相比，未來幾季的薪資成長預料非常強勁。這反映出強勁的勞動力

市場迄今尚未升到經濟放緩、最低薪資上調以及薪資和高通膨率之間一些追趕的重大影響。 

過去一年半內，歐元區物價漲幅遠超歐洲央行 2% 的目標，並在去年底飆升至 10% 以上。儘管目

前通膨已從高峰回落，但剔除食品與能源等波動性較大的基本指標在去年 12 月創下歷史新高。 

由於歐洲央行預估到 2025 年底，2% 的通膨目標將難以實現，而企業工會正在推動慷慨的薪酬方

案，因此歐洲央行實施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升息措施，上個月將存款利率提高至 2%。 

歐洲央行總裁拉加德曾表示，為避免薪資－物價螺旋上升，在今年 2 月的貨幣政策會議上傾向再

升息兩碼（50 個基點），之後還可能再進行一次一樣規模的升息。 

報導指出，經濟成長疲軟在短期內不太可能有太大幫助，特別是在熟練勞動力短缺鼓勵企業留住工

人並支付高薪的情況下。 

歐洲央行經濟學家 Philip Lane 表示，薪資水準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完全適應近期的衝擊。他認為，

監控薪資水準將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解通膨趨勢的一部份。 

歐洲央行還在文章中提到，有跡象表明，服務業的薪資成長更為強勁，主要是那些人手缺乏的行業。

另外，短期之內歐元區預期的經濟放緩和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可能給薪資成長帶來下行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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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vest.cnyes.com/forex/detail/eurusd


  福邦承銷半月刊 第 141 期 (112/01/03~112/01/13) 出刊日 112 / 01 / 17 

 

23 
 

平均地權條例三讀 打炒房最高罰 5,000 萬 經濟日報 112.01.11 

立法院昨（10）日三讀通過《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案，祭出五大措施遏止炒房，包括限制換約轉售，

重罰炒作行為最多罰 5,000 萬元，建立檢舉獎金制度，私法人購屋改為許可制且五年內不得移轉，

解約申報登錄等。 

此次修正條文的施行日期，除重罰炒作行為修正規定，將於總統公布後生效施行外，其餘規定將等

內政部完成子法後，再另報請行政院核定施行日期。內政部先前表示，將儘速在三個月內完成施行

細則，然後正式上路。 

內政部代理部長花敬群表示，修法上路後有助於遏止投資客炒作預售屋，引導市場回歸長期置產，

並協助不動產產業永續經營；透過私法人購屋許可制，也可杜絕私法人炒房，未來房價軟著陸有機

會持續發生。 

內政部強調，投資客或部分業者藉由預售屋換約或營造熱銷搶購等手法，炒作哄抬房價，並將高房

價成本轉由全民負擔，因此內政部推動平均地權條例修法；修法五大重點包含限制換約轉售、重罰

炒作行為、建立檢舉獎金制度、建立私法人購買住宅許可制、解約申報登錄。 

一、限制換約轉售：規定簽訂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後，買受人除配偶、直系或二親等內旁系

血親，或符合內政部公告的特殊情形外，不得讓與或轉售第三人，建商也不得同意或協助契約讓與

或轉售；違規者將按戶處罰 50 萬至 300 萬元。官員表示，修法禁止轉售後，將抑制預售屋短期炒

作。 

二、重罰炒作行為：若有散播不實資訊影響交易價格、透過虛偽交易營造熱銷假象、利用違規銷售

影響市場交易秩序或壟斷轉售牟利，將按交易戶數處罰 100 萬至 5,000 萬元。業者透過飢餓行銷，

或排隊人龍營造購屋熱況，恐踩到紅線遭重罰。 

三、建立檢舉獎金制度：民眾對不動產銷售或申報實價登錄違規行為，可檢具事證向地方政府檢舉，

如經查證屬實，將由罰鍰中提一定比率作為獎金。 

四、建立私法人購買住宅許可制：私法人購買住宅將依其取得之必要性及正當性，分為「免經許可」

及「需經內政部許可」兩類；其中「需經內政部許可」，取得後五年內不得移轉。 

五、解約申報登錄：預售屋買賣契約若有解約情形，建商應於 30 日內申報實價登錄；違規者將按

戶數處罰 3 萬至 1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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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通膨降溫助長升息趨緩期望 亞股多收高 中央社 112.01.13 

由於數據顯示美國通貨膨脹趨緩，使市場更加料定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的貨幣緊縮政策將

走向溫和，亞洲股市今天多半收高。 

法新社報導，通膨數據連同今年初能源類股的正面走向，使投資人得以告別痛苦的 2022 年，轉而

關注中國解封所大力推升的全球經濟復甦。 

美國聯準會連月升息開始發揮作用，備受矚目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呈現 2021 年 10 月以來最

小增幅後，美股 3 大指數昨天收紅。 

前述消息使市場更加料定，聯準會下月升息幅度將只有 25 個基點（即 1 碼），從而紓緩了美國經濟

恐會衰退的疑慮。 

亞洲多數股市今天與美股反彈連動，上海綜合指數上揚 31.85 點或 1.01%，3195.31 點作收。台股

加權指數攀升 92.49 點或 0.63%，收在 14824.13 點。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漲升 25.97 點或 0.79%，收 3293.75 點。雪梨、首爾、孟買、威靈頓和馬尼拉

也都收高。 

儘管有媒體報導，中國政府考慮持有科技巨頭阿里巴巴和騰訊的子公司金股，以加強對科技業的控

制，港股仍延續漲勢。恆生指數勁揚 224.56 點或 1.04%，收 21738.66 點。 

在日圓匯價日益走強因而影響出口的情況下，東京日經 225指數挫跌330.30點或 1.25%，收 26119.52

點。曼谷股市也收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