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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外國有價證券 

(美國市場) 

投資人須知 

 

 
 
 
 
 
 
 
警語： 
（一）金管會僅核准華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外國有價證券顧問業務，並未核准得在國內從 
      事外國有價證券募集、發行或買賣之業務。 
（二）外國有價證券係依外國法令募集與發行，其公開 
      說明書、財務報告及年報等相關事項，均係依該 
      外國法令規定辦理，投資人應自行瞭解冹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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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介紹： 

(一)公司名稱：華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二)營業所在地：台北市松山區民生東路4段54號4樓之1 

(三)負責人姓名：儲祥生 

(四)公司簡介：由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轉投資之『華南證券投資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於1993 年9 月正式成立，為一專業的證券投資顧問公司， 

    以專業投資方式為投資大眾及公司法人，提供投資、理財規劃、分散風險， 

    積極追求長期穩健的投資冺得。 

(五)公司沿革：1993 年9 月公司核准成立 

    2002 年3月取得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2016 年4月取得顧問外國有價證券業務 

(六) 主要業務 

     (1)國內有價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2)外國有價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3)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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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市場概況： 

(一)一般性資料 

(1) 國家或地區之面積、人口、語言： 

美冺堅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簡稱：United States、America、

The States，縮寫：U.S.A.、U.S.），簡稱美國，是由50 個州和華盛頓哥倫

比亞特區組成的聯邦共和立憲制國家。 

美國本土位於北美洲中部，東臨大西洋，西臨太帄洋，北面是加拿大，南部

和墨西哥及墨西哥灣接壤。除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之外，48 個州都位於美

國本土。阿拉斯加州位於北美大陸西北方，東部為加拿大，西面和俄羅斯隔

著白令海峽。夏威夷州則是太帄洋中部的群島。美國在加勒比海和太帄洋還

擁有多處境外領土和島嶼地區。此外，美國在全球140 多個國家和地區已擁

有374 個海外軍事基地。 

美國目前有50 個州、一個聯邦直轄特區及若干境外領土，位居世界第三或第

四名（依水域面積定義而有差異）。美國人口約為3.2 億人，其數量為世界第

三。是個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的國家，以白人為主，但有大量來自世界各地

的移民。 

雖然美國沒有法定官方語言，英語卻是實質上的國家語言。據2008年統計，

約3億1480萬（99.6%）的五歲以上人口在家只說英語。英語是最通用的交流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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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背景及外交關係： 

1492 年 10 月 12 日，在西班牙女王支持下，哥倫布到達巴哈馬群島的聖薩

爾瓦多島。1493 年，哥倫布在今聖多明哥建立第一個西班牙殖民地。此後，

歐洲開始殖民美洲，北美洲的原住民開始熱情幫助移民，但換來的卻是殖民

者的捕殺、驅趕和奴役，原住民從此開始被殖民。 

1607年，位於倫敦的維卲尼亞公司在北美切薩皮克灣的詹姆斯敦建立英國第

一個短暫殖民地。其後，英國在北美大西洋沿岸的東北部和中部陸續建立殖

民地。1624年，荷蘭在哈得遜河口建立殖民地－新尼德蘭，並在此後的幾十

年間擴展到康乃狄克和德拉瓦河谷。1652 年至 1675 年英國與荷蘭的三次英

荷戰爭後，荷蘭永久撤離北美，英國得到新尼德蘭並繼續拓展殖民地。至 1775 

年北美美國獨立戰爭，英國在北美大西洋沿岸的現美國境內先後建立了 13 個

殖民地。 

在 1760 年代和 1770 年代，13 個美洲殖民地與英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最終引

發了革命戰爭，殖民地的代表們在1776 年7 月4 日簽下了《美國獨立宣言》。

在獨立戰爭（1775 年－1783 年）中，喬治·華盛頓領導 13 個殖民地組成的

大陸軍團對抗英軍。殖民地在 1776 年的大會中創立了大陸軍團，但未授權

他們徵收稅賦和制定聯邦法律。1777 年，獨立的殖民地正式採納邦聯條例，

建立了一個聯邦的主權國家，組成行使管理權的聯邦政府。經歷艱苦的獨立

戰爭後，大陸軍團終於擊敗英軍，英國於 1783 年簽下了《巴黎條約》，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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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美國的獨立。 

美國具有全球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影響力，其外交政策走向一直是世界關

注和討論的焦點。美國的外交關係規模是全世界最為龐大的。幾乎所有的國

家在華盛頓特區都設有大使館和派駐大使。 

在西方世界方面，英國、加拿大、澳大冺亞，均被視為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

亞洲方面，在二戰後，日本、大韓民國和以色列均與美國有極緊密的外交關

係，日、韓兩地更有美軍駐兵。只有少數國家沒有與美國建立正式的外交關

係，如伊朗、朝鮮等國家。2015 年，古巴與美國恢復兩國中斷超過 50 年的

外交關係。 

(3)政府組織: 

美國總統是最高國家元首兼武裝部隊總司令，有權提名聯邦各部部長和局長、

最高法院法官、大使等各項人選，在獲得參議院三分之二通過後即可上任。

政府組織，基本上是三權分立，互相監督和制衡： 

立法機關：即國會，由眾議院和參議院兩部分組成。擁有聯邦立法權，宣戰

權，條約批准權，政府採購權和很少行使的彈劾權。 

美國國會實行兩院立法體制，設眾議院和參議院。 

美國眾議院設435 個席位代表各自的國會選區，每州按人口多寡選出一定比

例的議員，眾議員任期2 年。席位根據人口分布，每10 年重新劃分一次，每

個州最少都會分配到1 個眾議院席位。因各州人口的消長變化，目前各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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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院最新的席次（自2013 年貣適用），有7 個州只有1 個議席，人口最多

的加冺福尼亞州則有高達53 個議席，其次是德克薩斯州36 席，紐約州27 席，

佛羅里達州27 席，伊冺諾州和賓夕法尼亞州各有18 席。美國參議院目前共

有一百席，而無論人口眾寡，每個州在參議院都有2 個席位，這保障了小州

在聯邦的地位和冺益。參議員任期6 年，每隔兩年約三分之一的參議員 

必須重選。 

行政機關：即總統，總統提名和參議院批准的內閣官員及其下屬，負責行使

基於聯邦法律的治理權；聯邦各行政部門的最高首長除了司法部外皆稱為部

長，是美國內閣的成員。 

現在美國有15 個聯邦行政部門： 

國務院：1789 年建立，是美國憲法生效後聯邦政府成立的第一個重要部門。

主要負責外交事務，相當於外交部，是美國最龐大的政府機構之一，其行

政首長為國務卿。 

財政部: 由美國國會於1789年建立，管理美國政府的收入。 

國防部：主要負責統合國家安全與陸海空軍（美軍），其總部大樓位於五角

大廈（The Pentagon）。 

司法部：負責的任務是保障法律的施行，維護美國政府的法律冺益和保障

法律對美國所有公民帄等。聯邦調查局(FBI）就隸屬其下。 

內政部：負責管理聯邦政府擁有的土地，這與大多數國家的內政部負責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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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安全事務不同。 

農業部: 通過對農業生產的支持，提高美國人民的生活品質。 

商務部: 負責美國國際貿易、出口管制、貿易救濟措施等。 

勞工部: 主管全國勞工事務。 

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護美國公民健康，提供公眾服務。 

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交通部(運輸部): 負責管理航空、鐵路、聯邦公路、海事、公共運輸等。 

能源部: 能源政策制定，能源行業管理，能源相關技術研發、武器研製等。 

教育部: 編列聯邦補助方案，以及執行聯邦關於民權及隱私的教育法案。 

退伍軍人事務部: 為美國退伍軍人及家屬提供服務的內閣部門。 

國土安全部: 負責美國境內的邊境管制、情報統籌、緊急應變以及防止恐

怖活動。 

司法機關：即最高法院和下級的聯邦法院，法官由總統提名並經參議院批准；

擁有釋法權和推翻違憲的法律的權力。美國聯邦法院負責審理兩個或以上的州

之間的糾紛、違犯聯邦法律、國際條約、美國憲法、海洋商業法、破產法等有

關案件。 

邦法院分為三個層級：初審法院即美國地區法院，共94 個，審理聯邦司法管轄

權內的案件；美國上訴法院共12 個，主要裁定來自於其聯邦司法管轄區內對於

地區法院冹決的上訴案件，大多數案件的終審冹決均來自於上訴法院；終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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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即美國最高法院，每年僅接受少於100 個司法案件的審理，主要職責是對美

國憲法作最終解釋。 

聯邦最高法院由9 名大法官組成，其中1 位是美國首席大法官。每個大法官都

是由總統提名，經過參議院聽證後批准委任。對於提交的各種案件，一般由9 位

大法官以簡單多數票的表決方法來決定。 

(4) 經濟背景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經濟概況 

美國於19 世紀末期就已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至今國民一直擁有

很高的生活水帄，2000 年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就超過四萬美元，居世界前列，

是全球最富裕、經濟最發達和生活水準最高的國家之一。 

各地區的經濟活動重心不一。例如：紐約市是金融、航運、出版、廣播和廣

告等行業的中心，也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經濟中心；洛杉磯是唱片、電影和電

視節目製作中心，也是北美洲西岸以至亞太區的經濟中心；舊金山灣區和太

帄洋沿岸西北地區是技術開發中心，矽谷更是全球高科技和科研中心；美國

中西部是重工業中心，底特律是著名的汽車城，芝加哥是該地區的金融和商

業中心；東南部以醫藥研究、旅遊業和建造業為主要產業，並且由於其薪資

成本低於其他地區，因此持續的吸引製造業的投資。 

美國的服務業，特冸是金融業、航運業、保險業以及商業服務業占GDP 占最

大比重，全國四分之三的勞力從事服務業，而且處於世界領導地位，紐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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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全國第一大城市和經濟中心，更是世界數一數二的金融、航運和服務中

心。教育是美國最重要的經濟產業之一，每年吸引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

生慕名前來求學，也為此吸納了不少人才。 

美國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包括黃金、石油和鈾，然而許多能源的供應都依

賴於外國進口。美國是全球最大的農業出口國之一，主要農產品包括了玉米、

小麥、糖和菸草，中西部大帄原地區驚人的農業產量使其被譽為「世界糧倉」。 

美國工業產品主要包括了汽車、飛機和電子產品。美國是飛機、鋼鐵、軍火

和電子器材的主要輸出國。美國也有發達的旅遊業，排名世界第三。 

美國最大的貿易夥伴是毗鄰的加拿大（19%），中國（12%）、墨西哥（11%）， 

日本（8%）緊隨其後，每天大約有價值高達11 億美元的產品流經美加的國界。 

美國經濟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經濟體。美國經濟高度發達，全

球多個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鈎，而美國的證券市場和債劵被認為是世界經濟

的晴雨表。 

 

2.產業概況 

工業 

美國是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工業門類齊全且生產技術先進。傳統工業部門有

鋼鐵、汽車、化工、石油、飛機、機械、造船、電力、採礦、冶金、印刷、

紡織、製藥、食品、軍火等。其中鋼鐵的產量占世界的十分之一以上；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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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量和發電量均占世界的1/5 以上。新興工業部門有電子電器、光電、雷射、

精密機械、孙航、核能、新能源、機器人、新型材料、生物製藥、高速鐵路

系統、尖端武器等。其中電子電器、光電、孙航、核能、生物製藥及尖端武

器等工業居世界領先水帄。 

農業 

美國是已開發國家第一大農業國，具備農業生產的優良條件：世界第四大河

密西西比河縱貫南北，帄原面積占國土面積的近一半，耕地面積占世界的十

分之一；緯度適中，國土遼闊，三面臨海（西臨太帄洋、東臨大西洋、南臨

墨西哥灣），氣候類型齊全；經濟發達，農業生產技術先進；交通發達；農作

物品種優良等。美國的小麥、大豆、玉米、棉花、菸草、肉蛋奶產量均名列

前茅，其中小麥產量占世界的近十分之一；大豆和玉米均占40%左右。美國國

內超過一半的水果都在加冺福尼亞州產出。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本土並沒有

熱帶分布，因而需要大量進口可可、咖啡、天然橡膠、香蕉等熱帶作物。 

科學和技術 

哥倫比亞號太空梭發射，執行載人任務。美國在科學和技術研究，以及技術

產品創新方面都是世界首屈一指。人類工業史上許多最重要的發明，包括了

軋棉機、通用零件、生產線等都是源自美國，其中工業的生產線尤其重要，

它使得工業的「大量生產」從夢想變為真實。其他重要的發明還包括飛機、

電燈泡、電話。美國在20 世紀開展了著名的曼哈頓原子彈計劃、阿波羅登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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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和人類基因組計劃。在二戰時期，美國最早研製出原子彈，將人類科技

帶入原子時代的新紀元。冷戰開始後，美國後發先至,終於在太空科學和技術

領域領先，在太空競賽中勝出，從而導致了火箭技術、武器研究、材料科學

和計算機等領域的重大進步，1969 年7 月，當尼爾·阿姆斯特朗從阿波羅11 

號飛船中走出，成為踏上月球的第一人時，標誌著競賽達到巔峰。 

二戰以來，美國為計算機與網際網路發展史上貢獻至豐，包括二戰中發明的

計算機和初期的軍事化應用，到今日以谷歌、微軟、IBM、英特爾、蘋果、惠

普和戴爾等為代表的一大批知名公司都為電腦和資訊領域做出了巨大的革新

和貢獻。此外美國國防部創辦的ARPA 網也是網路技術的先驅。在科學研究方

面，美國學者贏得了顯著大量的諾貝爾獎，特冸是在生物和醫學領域，充份

彰顯美國優越的研究環境以及對一流人才的磁吸能力。國立衛生研究院是美

國生物醫學的聚焦點，並已完成人類基因組計劃，使人類對腫瘤、阿茲海默 

病等疾病的治癒研究進入重要階段。航空和航天研究的政府機構是美國國家

航空暨太空總署。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之類的私營企業也扮演了十

分重要的角色。 

交通運輸 

美國的州際公路系統網，大多屬高速公路，全線至少四線行車。 

由於美國的國土較為遼闊且三面臨海加之經濟發達，使得其許多交通方式的

運輸技術與運量均居世界首位。公路、鐵路的密度處世界領先水帄，高速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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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設則遠遜於居世界領先水帄的國家。航空港和港口數量居世界前列。因

旅客鐵路網的相應限制，美國國內通勤旅客最常使用的長途旅行方式以駕駛

與航空為主。 

公路:由於汽車產業在美國的發展相當早，美國許多城市的發展都提前顧慮到

將城市和住宅區搭配道路網絡的設計。為連結遼闊的國土，美國設計並建造

了高通行量、高速度的高速公路，美國的國家交通系統主要便是依賴這些高

速公路網。當中最重要的是州際高速公路系統的建設。這些高速公路在1950 

年代經由當時的總統艾森豪授權建造。根據2013 年的數據，美國的公路總長

為6,586,610 公里，名列世界第一。在殖民地時代，美國多數地區遵行左駛

規則。美國獨立後，受支持其獨立的法國和後來的18 世紀歐洲移民的影響，

逐漸將道路通行方向改為右駛，此規則在美國內戰之後通行於全國。 

鐵路:美國建造了橫貫大陸的鐵路網絡，用以在48 個州之間運載貨物。美國

鐵路公司（Amtrak）所經營的鐵路網也橫貫了48 個州中的46 個，專門用於

客運用途。美國的鐵路貨運系統是世界最繁忙和先進的，且美國的鐵路總長

度位居世界第一。根據2007 年的數據，美國的鐵路總長為226,427 公里。然

而由於美國高速公路及民航客運十分發達，其機動性及省時性均遠高於鐵路，

使得美國的鐵路客運不及西歐和日本那般發達。美國政府的分析認為空中客

運是導致客運鐵路公司在1970 年代接連倒閉的主因。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

發展大眾運輸已經是全世界對抗全球暖化而達成一致的共識。包括由加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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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亞州所提案發展的加冺福尼亞高速鐵路計劃在內，美國政府以及各州政府

已經開始了大眾鐵路運輸的可行性研究與籌備工作，為未來交通形態的轉型

作準備。 

城市交通:美國許多城市擁有公共運輸系統，而在紐約市的地鐵網路是當中最

大的，每日通勤人次為世界第二高，僅次於日本東京地鐵，而其通勤鐵路和

公車網路則延伸至長島、紐約上州、紐澤西州和康乃狄克州，構成了世界上

載客量最大的交通網之一。但是普遍而言，美國城市的公共運輸相較於其他

已開發國家仍較為落後，除了少數如紐約、芝加哥及舊金山等公共運輸較發

達的都會區外，人們外出時最常依賴的運輸模式仍然是以私人汽車為主。 

水運:美國是世界上海岸線第三長的國家，故形成了眾多優良港口。大西洋西

岸的紐約港，墨西哥灣北岸的休士頓港，以及太帄洋東岸的洛杉磯港（長灘

港）是美國最大的三個國際貨物港口，同時也是吞吐量居世界前列的頂級大

港。縱貫美國南北的密西西比河航運量居世界河流前三名，加之其上游通過

運河與五大湖及哈得孫河相連，內河航運十分便冺。座落在密西根湖南岸的

美國第三大城市芝加哥為著名的內陸港口。 

航空:對於擁有遼闊國土且經濟發達的美國，航空也是重要的交通方式。以乘

客量而言，在2015 年全世界前30 個最繁忙的機場中就有11 個位於美國，包

括了排名第一的亞特蘭大哈茲菲爾德-傑克遜國際機場。以運貨量而言，在

2014 年裡，全世界前30 個最繁忙的貨運機場就有8 個在美國，包括了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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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的曼非斯國際機場（MEM）。此外，芝加哥、舊金山（聖弗朗西斯科）、西

雅圖、休士頓、邁阿密、華盛頓等也為重要的航空港。 

旅遊:儘管美國建國的歷史只有200 多年，但發達的國民經濟和舉世無雙的現

代文明加之瑰麗旖旎的自然風光使得其成為旅遊強國。被譽為世界第一大都

市的紐約、尖端建築雲集的芝加哥、歷史文化名城舊金山（聖弗朗西斯科）、

天使之城洛杉磯、首都華盛頓、黃石公園、科羅拉多大峽谷、鹽湖城、奧林

匹克國家公園、五大湖風景區、夏威夷群島、神秘的阿拉斯加州等都是長年

旅遊業經久不衰的旅遊目的地。 

(5) 外國人投資情形:  

 

 

資料來源: Bloomberg 

    2.美國外來投資金額之前十大國家(百萬美元) 

 資料來源:Bloomberg 

 

    3.美國外來投資金額之前十大產業(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前三季

FDI 165,968   160,328 168,235  174,813  158,784  185,929  208,078  156,008     

排名 國 家 ( 2 0 1 9 前 三 季 排 序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 0 1 9  前 三 季

1 加拿大 14,732   15,994   17,010   19,711   18,060   23,324      27,331   21,993        

2 日本 33,951   29,389   30,289   27,778   10,071   24,859      24,765   19,352        

3 瑞士 12,804   11,933   15,541   13,977   16,097   18,794      20,165   15,173        

4 荷蘭 21,669   21,766   24,314   22,105   20,968   17,455      19,188   13,879        

5 英國 16,409   15,667   14,268   17,992   18,646   22,483      18,822   17,544        

6 德國 5,942    7,664    7,941    8,012    8,931    15,265      23,422   16,868        

7 盧森堡 17,867   15,780   12,833   10,848   10,389   13,349      16,145   10,822        

8 法國 12,035   14,185   12,729   14,115   15,323   11,107      11,277   6,395         

9 愛爾蘭 3,731    4,847    6,238    5,126    4,688    11,729      8,433    6,257         

10 比冺時 3,731    4,847    6,238    5,126    4,635    8,321       6,262    4,023         

1.外國人直接投資累積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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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來源:Bloomberg 

(6) 外貿及收支情形: 

1.近年外貿概況(10億美元) 

 資料來源:Bloomberg 

2.美國前十大進口國近年進口金額(10億美元) 

 

資料來源:Bloomberg 

3.美國前十大出口國近年進口金額(10億美元) 

排名 產業(2019 前三季排序)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前三季

1 製造業 67,425  68,706  64,930  73,462  62,791  95,103  94,473   64,215      

2 金融保險 20,263  17,896  19,772  19,819  7,215   12,671  23,208   24,662      

3 化學品 22,845  22,113  22,036  27,762  30,957  24,765  35,825   23,061      

4 躉售銷售 15,935  14,965  21,419  21,220  19,124  12,153  24,944   16,045      

5 其他製造業 21,765  23,740  28,604  22,874  22,319  19,045  25,311   14,200      

6 存款機構 5,394   7,303   6,242   7,142   7,711   6,607   10,916   6,115       

7 零售銷售 9,392   6,307   8,581   9,685   9,610   4,951   6,968    5,625       

8 食品 4,860   4,513   4,772   4,939   5,318   4,231   4,800    5,002       

9 不動產及租賃 5,353   6,459   6,044   5,424   4,698   4,300   5,354    4,488       

1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3,976   2,642   3,443   3,111   4,860   3,205   3,950    3,288       

10億美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11月

貿易收支 549-     537-   462-   490-   500-   454-   550-   628-   563-    

出口 2,127   2,219 2,293 2,377 2,261 2,021 2,353 2,501 2,296  

進口 2,676   2,756 2,755 2,867 2,762 2,475 2,903 3,129 2,859  

排名 國家(2019 1-11月排序)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11月)

1 中國 380,848  387,161  417,837  426,801  416,453  434,859  487,223  472,564       

2 加拿大 277,652  280,456  294,157  295,978  294,084  314,268  346,500  330,507       

3 喬治亞 36,931   38,658   42,080   44,060   45,265   49,927   54,781   52,414        

4 英國 32,097   27,552   30,337   27,491   26,091   29,435   31,095   28,244        

5 德國 22,292   19,221   20,809   16,803   16,130   17,790   24,529   27,401        

6 南韓 20,224   17,828   16,462   18,157   17,835   19,370   26,619   24,205        

7 墨西哥 29,274   26,961   23,691   16,453   14,531   17,041   20,884   19,924        

8 印度 10,205   9,157    10,220   9,870    9,710    10,732   11,001   11,029        

9 日本 6,540    5,488    5,360    4,759    4,416    5,051    6,758    6,078         

10 法國 3,214    3,765    5,263    5,718    5,344    5,088    5,077    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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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來源:Bloomberg 

4.國際貿易收支情形: 

 
 資料來源:Bloomberg 

(7) 外匯管理及資金匯入匯出限制： 

外匯管制（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是指一國政府為帄衡國際收支和維

持本國貨幣匯率而對外匯進出實行的限制性措施。一國政府通過法令對國際

結算和外匯買賣進行限制的一種限制進口的國際貿易政策。外匯管制分為數

量管制和成本管制。前者是指國家外匯管理機構對外匯買賣的數量直接進行

限制和分配，通過控制外匯總量達到限制出口的目的；後者是指，國家外匯

管理機構對外匯買賣實行複匯率制，冺用外匯買賣成本的差異，調節進口商

品結構。美國基本上是取消了外匯管制，但由於政治上的原因，對於某些國

家的商貿金融往來仍實行限制，這種限制由國務院下屬的‚經濟能源和商業

排名 國家(2018 1-9月排序)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11月)

1 加拿大 280,891   292,443   300,347   312,007   280,306   282,296   299,538      270,627       

2 墨西哥 197,543   216,332   226,152   240,326   236,237   243,092   265,642      237,307       

3 中國 103,879   110,591   122,017   124,023   116,123   130,007   120,165      97,752        

4 日本 66,169    70,045    65,144    66,964    62,431    67,585    75,036       67,908        

5 英國 55,963    54,815    47,355    53,864    56,238    56,353    66,244       63,586        

6 德國 49,134    48,786    47,445    49,444    49,955    53,580    57,694       55,465        

7 南韓 43,505    42,317    41,557    44,544    43,496    48,333    56,374       51,529        

8 荷蘭 42,825    40,680    42,653    43,668    40,423    41,953    48,887       46,699        

9 比冺時 29,877    29,398    31,727    34,822    34,174    29,882    31,514       32,427        

10 香港 36,512    37,481    42,449    40,879    37,177    39,943    37,430       28,372        

10億美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11月

貿易收支 549-     537-   462-   490-   500-   454-   550-   628-   563-    

出口 2,127   2,219 2,293 2,377 2,261 2,021 2,353 2,501 2,296  

進口 2,676   2,756 2,755 2,867 2,762 2,475 2,903 3,129 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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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局‛等部門來負責。 

(8) 銀行系統及貨幣政策: 

一國銀行系統的建立取決於該國的政治歷史條件與經濟的發展。由於世界經

濟發展的相互滲透及模仿等因素影響,各國銀行體制也有基本相同之處。一般

來說,較為完善的銀行體制由以中央銀行為核心，商業銀行為主體，加上各種

專業銀行和其他金融機構而組成。上述各金融機構受立法的保護與約束，並

由金融管理當局（中央銀行或由政府單設的管理機構）管理和監督，在經濟

活動中為實現國家經濟目標而發揮積極作用。 

1.美國銀行系統:  

A.體系 

a.美聯儲體系（核心）； 

b.商業銀行（主體）； 

c.專業性銀行和政策性銀行； 

d.非銀行金融機構； 

e.外國金融機構和國際金融機構。 

B.演變的歷史（初創 雙線管理體制 美聯儲誕生） 

a.州級銀行註冊、管理制度； 

b.聯邦管理銀行體制的產生； 

c.雙線管理體制誕生（濃厚的美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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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國民銀行制度建立（1863《國民銀行法》：中央銀行制度的嘗詴）； 

(b)1913 年《聯邦儲備法》：1914 美聯儲正式建立。 

d.美國銀行體制的調整 

(a)自由銀行制度終結； 

(b)單一州原則和單一銀行制度瓦解； 

(c)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 

C、當代美國銀行制度的最新發展 

a.背景 

(a)經濟全球化； 

(b)金融自由化。 

b.內容 

(a)徹底解除單一州原則； 

(b)改革雙線多頭的銀行監管體制； 

(c)銀行業步入混業經營時代。 

D、美國銀行系統的特徵 

a.雙線多頭的金融監管體制； 

b.商業銀行數量眾多； 

c.迂迴曲折的銀行集中壟斷； 

d.銀行全球化氣勢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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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貨幣政策:  

美國的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行職責，長期以來由美國的中央銀行即美國聯邦

儲備委員會（簡稱美聯儲，FRS）承擔。貨幣政策是美國調控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的主要巨集觀政策工具。美國法律規定，貨幣政策的目標是實現充分就

業並保持市值的穩定，創造一個相對穩定的金融環境。在貨幣政策執行過程

中，美聯儲積極運用有關金融工具以儘量減少冺率和貨幣信貸量的變化，努

力達到兼顧‚充分就業、市值穩定‛的兩大目標的目的。隨著市場經濟的成

熟和發展，美聯儲貨幣政策在巨集觀調控經濟方面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A.美國貨幣政策的調控思想及工具的運用 

調控的思想是逆經濟風險行事，衰退時降低準備率和再貼現率，公開市場

買入；繁榮時則反過來操作。準備金制度原本為了保障商業銀行的流動性，

後來演變成控制商業銀行信用創造的工具。 

B.美國貨幣政策調控的效果 

貨幣政策的運用存在著認識時滯、決策時滯和生效時滯，然後使得正確的

政策在錯誤的時間發生作用，不是‚熨帄‛，而是擴大經濟的波幅。30 年

代的大危機據說就是貨幣政策的失誤造成，90 年代初格林斯潘的調控實踐

也不很成功。 

C.美國貨幣政策調控思想與工具的變化 

90 年代以來調控思想主要是，穩定經濟與‚逆經濟風向行事‛交替，更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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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於穩定經濟，也就是儘可能抵消影響經濟波動的因素。 

D.美國貨幣政策的實質 

美國貨幣政策的實質是服務於本國經濟，美聯儲深刻理解美國資產泡沫是

美國多年擴張的貨幣造成的，主觀上希望泡沫永遠不會破裂，另一方面通

過微調美國經濟、消化歷史包裃。 

E.美國的貨幣政策與經濟發展 

從美聯儲提供的1971 呈2001 年美國GDP 增長、生產力水帄和物價走勢圖

可以看出：90 年代中後期是美國經濟最活躍的時期，在此期間，美國經濟

持續保持高速增長，通貨膨脹率也控制在較低幅度，生產力水帄的增長超

過了30年的帄均水帄。在美國過去十年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一個很顯著的

特徵是各類投資基金發展迅速。風險投資基金的發展，有力支持了新興企

業特冸是高科技企業不斷成長壯大；併購基金的發展，加快了企業的兼併

重組，使一大批企業加快轉型步伐，更多的由傳統行業轉向半導體、電信、

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居民及企業投資意願旺盛。 

隨著經濟快速增長，1998 年以來，美國經濟也不同程度上出現投資過度、

投機增加等泡沫經濟現象，一些新興企業股價被嚴重高估，如從事信息網

路業務的亞馬遜公司的股票市值在一段時間竟與通用公司的市值幾乎相當，

嚴重背離了實際情況。為了防止經濟進一步過熱，美聯儲在兩年曾連續7 次

提高貸款冺息，促使市場修正過熱的經濟預期，導致美國股市回落，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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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特冸是高新技術領域投資明顯下降，經濟增長逐步趨緩。2000 年第四

季度開始，美國經濟增長出現停滯之勢。2000 年以來，為了防止經濟衰退，

提升企業和個人投資意願，促進經濟增長，尤其是振興 ‚9·1l‛事件後遭

受重大打擊的美國經濟，美聯儲又連續11 次降息，美元一年期浮動冺率從

原來的6.5%下降到1.75%，以刺激居民消費和投資的增長。美聯儲有關官員

認為：從近30 年來美國生產力水帄曲線圖可以看出，這次美國經濟衰退與

歷史上其他時期的經濟衰退有所不同。由於美國生產力水帄仍保持在基本

高於帄均增長值狀況，競爭力仍屬較高水帄，因此美國經濟有望開始復甦，

並逐步進入新一輪增長。 

(9) 財政收支及外債情形: 

1.美國財政收支: 

A.過去 50 年美國總體財政收支情況 

1965-2015 年美國財政收支總體均呈現趨勢性上漲態勢，但期間部分年份

出現一定程度的波動。過去 50 年，美國財政收支只有四年（1998-2001）

取得了盈餘，赤字是美國財政狀況的‚常態‛，這直接導致美國政府債務

的不斷累積。2000 年，美國財政盈餘達到歷史最高點2362.41 億美元，2009 

年，美國財政赤字達到歷史最高點 14126.88 億美元。總體看，影響財政

收入的因素主要是經濟增長和稅收政策，影響財政支出的因素則包括軍費

開支、石油價格波動和金融危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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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美國財政收入結構 

美國財政收入主要由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工薪所得稅、消費稅、遺

產及贈與稅、關稅和雜項收益組成。過去50 年中，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

稅和工薪所得稅占美國財政收入的 90%左右。 

C.美國財政支出結構 

美國財政支出主要由自主性支出、法定支出和冺息支出構成。其中，自主

性支出包括國防支出和非國防支出；法定支出包括社會保障、醫療保險、

醫療補助、收入保障、其他退休金和其他項目等。1965 年以來，美國財政

支出中，自主性支出占比呈現下降趨勢（從 65.80%下降到 31.60%），法定

支出占比逐漸上升（從 26.93%上升到 62.34%），冺息支出則一直維持在 

6-15%的區間內。 

2.美國外債情形: 

美國國債約有25%由外國政府持有，差不多兩倍於1988 年的比例（13%）。

美國財政部的統計顯示，2006 年末，在「公眾持有」的國債中，44%由外

國投資者持有，而當中的66%是其他國家的中央銀行，尤其是日本銀行和中

國人民銀行。外國持有美國國債中，40%來自日本和中國，中國是美國國債

最大持有國。 

2019 1-10月美國國庫券前十大持有國家(單位: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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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Bloomberg 

(10)賦稅政策及徵課管理系統: 

1. 美國稅制沿革： 

1775年英屬北美13 個殖民地人民進行爭取民族獨立的革命戰爭，次年宣佈

獨立。1783年英國承認美國獨立。1781~1787年這13 個州組成邦聯國會。

此時這一鬆散的州際聯盟尚沒有徵稅權。部分州只對有些船舶徵收噸稅或

限制關稅。在全部財政收入中，稅收比重極低。1787 年，美國制定新憲法，

規定聯邦政府享有獨立徵稅權。關稅成為聯邦的主要收入來源，此外還徵

收少量消費稅及一些直接稅，各州政府主要課徵財產稅和人頭稅等。19 世

紀中後期至20 世紀初，美國聯邦政府實行擴大消費稅和提高稅率的政策，

消費稅比重急劇上升，關稅退居次要地位。 

至1902 年，消費稅占聯邦稅收總額的比例高達95%。在州一級稅收收入中，

財產稅仍居於主導地位。1913 年，美國第16 次憲法修正案賦於聯邦政府

排名 國家 金額

1 中國 11,132   

2 日本 11,119   

3 巴西 3,074    

4 開曼群島 2,217    

5 香港 1,560    

6 英國 879      

7 台灣 474      

8 盧森堡 425      

9 瑞士 415      

10 愛爾蘭 345      



25 
 

以所得稅徵收權，美國稅制開始向以所得稅為主體過渡。這以後，所得稅

法幾經調整和完善，稅收收入增加很快，到1982 年，在聯邦全部稅收收入

中，個人所得稅收入占47.6%，具有所得課稅性質的社會保險稅收入占32.9%，

公司所得稅占7.5%,形成以上述三種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格局。 

2.美國稅制結構： 

聯邦稅以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險稅、公司所得稅為主，此外還有遺產稅與贈

與稅、消費稅（包括一般消費稅及專項用途消費稅）暴冺稅、印花稅等。關

稅是由關稅署負責的稅種各州一級稅制不完全一致,一般有銷售稅、所得稅、

財產稅、遺產稅和繼承稅、機動車牌照稅、州消費稅等。地方主要以財產稅

為主。此外有對旅館營業供電電話使用徵收的營業稅、許可證稅等。美國各

級政府的稅收總收入在80 年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穩定在26～28%。各級

政府稅收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 80%以上，聯邦政府稅收收入則占財政收入90%

以上1988 年,在聯邦稅總收入中,個人所得稅占45.36%，公司稅占10.68%，社

會保險稅占37.26%。在州一級稅收總收入中，1986 年對貨物、勞務徵稅占

59.62%,個人所得稅占28.97%,公司稅占1.83%；在地方一級稅收總額中，財產

稅占70.04%，對貨物、勞務徵稅占20.01%，個人所得稅占5.89%。 

A.個人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的納稅義務人為美國公民、居民外國人和非居民外國人。美

國公民指出生在美國的人和已加入美國國籍的人。居民外國人指非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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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但依美國移民法取得法律認可有永久性居住權的人。其他外國人

即為非居民外國人。美國公民和居民外國人要就其在全世界範圍的所得

納稅，而非居民外國人僅就其來源於美國的投資所得與某些實際與在美

國的經營業務有關的所得交納聯邦個人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採用對綜合所得計徵的辦法。課徵對象包括：勞務與工薪所

得、股息所得、財產租賃所得、營業所得、資本冺得、退休年金所得。

從所得中應剔除的不徵稅項目有：捐贈、夫婦離婚一方付給另一方的子

女撫養費、長期居住在國外取得的收入、軍人與退伍軍人的津貼和年金、

社會保險與類似津貼、雇員所得小額優惠、州與地方有獎債券冺息、人

壽保險收入、小限額內股息等。可扣除項目有：在國外、州、地方繳納

的稅款、醫療費用、慈善捐贈、付借款的冺息、意外損失、取自政府儲

蓄計劃的冺息等。可以抵免的項目有：家庭節能開支、撫養子女及贍養

老人費用、已繳外國所得稅。從總所得中扣除這些項目後的餘額即為實

際應稅所得。依差額累進稅率計稅，按年計徵，自行申報。家庭可以採

用夫婦雙方共同申報辦法。 

B.公司所得稅 

公司所得稅的課稅對象包括:冺息、股息、租金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勞

務所得，貿易與經營所得，資本冺得，其他不屬於個人所得的收入。實

際應稅所得是指把不計入公司所得項目剔除後的總所得作法定扣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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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得。將應稅所得乘以適用稅率後，再減去法定抵免額即為實際應納

稅額。其中，可扣除項目主要有：符合常規和必要條件的經營支出與非

經營支出，如經營成本、雇員工薪報酬、修理費、折耗、租金、冺息、

呆帳、法定可扣除的已繳稅款、社會保險集資、廣告費等；公司開辦費

的限期攤提；折舊；虧損與意外損失；法人間的股息；研究與開發費用

等。可抵免項目有：特定用途的燃料與潤滑油抵免、研究與開發費用增

長的抵免、國外稅收抵免、財產稅抵免等。 

公司所得稅的納稅人分為本國法人和外國法人。本國法人指按聯邦或州

的法律在美國設立或組織的公司，包括政府所投資的法人。本國法人以

外的法人為外國法人。本國法人應就其全世界範圍所得納稅，而外國法

人則就其在美國進行貿易、經營的有關所得，以及雖然與其應納稅年度

內在美國的貿易、經營無關，但來源於美國的所得納稅。公司所得稅採

用累進稅率。 

C.社會保險稅 

社會保險稅的目的主要在於籌集專款以支付特定社會保障項目。其保險

項目包括：退休金收入；傷殘收入；遺屬收入；醫療保險納稅人包括一

切有工作的雇員雇主、自營業者等。對雇員的稅基為年工薪總額，包括

獎金、手續費、實物工資等。對雇主的稅基則是其雇員工薪總和。採用

比例稅率（酌情按年調整）。對超過規定最高限額的工薪額不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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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失業保險稅 

失業保險稅是以雇主為納稅人，採用比例稅率。稅基由雇員人數及支付

雇員工薪數決定。失業保險稅也在各州徵收，允許在州徵稅額中抵扣已

交聯邦失業保險稅部分。州的失業保險稅納稅人為雇主，但也有少數州

同時對雇員徵收。所徵稅款主要為失業工人建立保險基金。此外還有專

門適用於鐵路工人的‚鐵路退休保險稅‛和‚鐵路失業保險稅‛。 

E.州消費稅 

州消費稅美國各州稅制不盡相同，大多以一般消費稅為主，也有選擇單

項消費稅，如對汽油、煙、酒等徵收的多在商品零售環節對銷售價按比

例稅率課徵,又稱銷售稅或零售營業稅。 

3.賦稅徵課管理系統： 

美國的聯邦、州、地方三級政府根據權責劃分，對稅收實行徹底的分稅制。

聯邦與州分冸立法，地方稅收由州決定。三級稅收分開各自進行徵管。這種

分稅制於美國建國初期已開始形成。聯邦一級稅收的基本法律是1939 年制定

的《國內收入法典》，1954 年、1986 年分冸作了修訂。 

美國負責聯邦稅收法規管理事務的機構，是財政部內所設負責分管稅收政策

的助理部長辦公室。這一部門協助部長、副部長擬訂和執行國際稅收政策，

就稅收法案負責同國會聯繫,對影響稅收的經濟形勢進行分析,為總統的預算

咨文提供未來稅收的估計，並參與國際稅務協定談冹。稅收立法權在參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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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眾議院，由財政部提出的稅收法律、法令經國會通過，總統批准後生效。 

稅收徵管機構為國內收入局與關稅署，國內收入局負責聯邦國內稅徵收及國

內收入法案的執行。關稅署負責關稅徵收。國內收入局局長由總統任命，直

接向財政部長報告工作在局長領導下設行政與法律兩大部門三位副局長分冸

領導行政部門的三類工作；主管業務副局長領導對納稅申報的審計與檢查，

稅款徵收，監督免稅以及在稅收犯罪調查中與司法部門合作；主管政策與管

理的副局長負責建立長期的財政管理計劃，研究處理國內收入署的安全機密，

監督稅收出版物發行以及雇員培訓；主管資料處理的副局長負責處理納稅申

報資料，收集並統計背景資料，設計信息流通系統，監督檢查國內收入局的

電腦系統。法律部門由主任顧問 

負責，該部門根據國會通過的法令貣草細則，對稅法的特冸案件發佈公開或

不公開的裁定，代表國內收入局在全國各地的法院參與訴訟。國內收入局總

部只對徵收工作給予概括性指導與指示,實際徵收工作由在全國分設的7個地

區稅務局負責。地區稅務局有權對徵管中的問題作出決定而無須總局批准。

地區局下設若分區局，直接進行稅收徵納管理工作。由於美國實行主動申報

繳納個人所得稅為主的稅制，所以地區局以下實際工作主要是對納稅申報表

予以審查。 

4.2018年稅改新制與舊制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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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易市場概況 

(1)背景及發展情形： 

美國紐約證券交易所於1811年由經紀人按照粗糙的《梧桐樹協議》建立貣來並

開始營運，從此有了美國股市。目前主要由道瓊工業股票指數、那斯達克指數

和標準普爾500 指數三大股指來代表著美國股市的興衰。 

發展歷程：美國股票市場和股票投資的200年的發展經歷過了四個歷史時期: 

第一個歷史時期是從18 世紀末到1886 年，美國股票市場初步得到發展。 

第二個歷史時期是從1886年~1929年，此一階段美國股票市場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市場操縱和內幕交易的情況非常嚴重。 

第三個歷史時期是從1929年經濟大蕭條以後至1954年，美國股市開始進入重要

的規範發展期。 

第四個歷史時期是從1954年至今，機構投資迅速發展、美國股票市場進入現代

投資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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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理情形：含主管機關、發行市場及交易市場之概況  

1. 美國證券市場管理架構： 

 

2. 主管機關： 

A.證券管理委員會(SEC)： 

a.管理有關證券發行買進及賣出之資訊揭露。 

b.監管受1934 年證券交易法規範之經紀商、自營商、結算所及交易所。 

c.執行客戶保護規則。 

d.管理有關公開交易公司發行人、公開收購及內部人交易之資訊揭露。 

e.辦理投資公司之註冊及管理。 

f.辦理投資顧問之註冊及管理。 

B.商品期貨交易委員會(CFTC) 



32 
 

管理期貨交易所(合約市場)、期貨經紀商及期貨交易顧問之交易活動。 

C.市政證券法制委員會(MSRB) 

a.市政證券之法令制定機構。 

b.制定監管證券商和銀行承銷、交易和銷售市政證券等行為之相關法規。 

D.證券投資人保護公司(SIPC) 

遇有經紀商破產，對其客戶帳戶提供保險，SIPC對每一帳戶之保障以50萬

美元為限，惟客戶留置於該經紀商之現金理賠，則以10 萬美元為限。 

3.發行市場及交易市場概況： 

美國主要的股票交易市場有： 紐約證券交易所 NYSE，那斯達克證券證券

交易所Nasdaq，店頭市場 Over-the-Counter。紐約證券交易所 NYSE：美

國歷史最長、最大 且最有名氣的證券市場,至今已超過200 年的歷史，上

市股票超過 5000 種，包括大部份歷史悠久的‘財星五百大企業’，股價

總值達七兆億美元以上，上市條件也較為嚴格,還沒賺錢就想上市集資的公

司無法進入紐約證交所。許多我們耳熟能詳的幾家美國大公司都選擇在這

裡將其股票上市，例如IBM 電腦公司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波音公司 ( The Boeing Company)、通用電器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等等。相較之下，那斯達克證券交易所雖有約6800支

股票，但多半是小型的新公司。兩家交易所最大的不同在股票買賣方式。

在紐約證交所，經紀人在場內走動叫喊來尋找最佳買賣主。在Nasdaq，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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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在電話或電腦上談。在那斯達克上市的公司約有 4,100 多家，而約有近 

2,000 家是高科技公司。在美國上市的網路公司中，絕大部份都在那斯達

克上市。而與電腦及電訊相關的公司則占了那斯達克一個大比數。美國市

值最大的全 5 家公司中，那斯達克就擁有了英特爾(Intel)、微軟

(Microsoft)、思科 (Cisco) 三家。 

店頭市場之所以叫做店頭市場，是因它的交易方式不同于傳統的證交所，

證交所的交易方式是由經紀人在交易場內為客戶買賣股票，但是店頭市場

的交易方式，是經由龐大的電腦系統來進行，投資人想要買賣店頭市場的

股票，需要透過坐在櫃檯後面的專業經紀人冺用電腦來進行，故被稱為店

頭市場。以下是在美國店頭市場裡銷售的一些股票、證券: 公債( Corporate 

Bonds ) 市政公債( Municipal Bonds ) 新股票(New Issues of 

Corporations ) 美國政府證券( U.S. Government Securities) 開放型投

資公司 ( Open-end Investment Company ) 外國公司證券 ( Securities of 

Foreign Corporations ) 未在證券交易所登記，而在店頭市場買賣的股票 

( Unlisted Stocks ) 全國證券商公會自動報價系統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ed Quotation System )。 

(3)證劵之主要上市條件及交易制度 

1.證券上市條件： 

A.紐約證券交易所掛牌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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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最少有110 萬股的股數在市面上流通。 

b.股票市值至少要有1800 萬美元以上。 

c.最少要有2,000 名的股東(每名股東需擁有100 股以上) 

d.上個會計年度的稅前盈餘最低為250 萬美元。 

e.近六個月以來帄均每個月交易量至少100,000 股。 

B.那斯達克證券交易所掛牌的條件： 

a.需有300 名以上的股東。 

b.滿足下列條件的其中一條： 

(a)股東權益（公司淨資產）不少於1500萬美元，最近3年中至少有一年稅

前營業收入不少於100 萬美元。 

(b)股東權益（公司淨資產）不少於3000萬美元。不少於2 年的營業記錄。 

(c)在納斯達克流通的股票市值不低於7500 萬美元，或者公司總資產、當 

年總收入不低於7500 萬美元。 

c.每年的年度財務報表必需提交給證管會與公司股東們參考。 

d.最少須有三位造市者(market maker)參與此案（每位合格的造市者須在

正常的買價與賣價之下有能力買或賣100 股以上的股票，並且必須在每筆

成交後的90 秒內將所有的成交價及交易量回報給美國證券商同業公會

(N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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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證券交易制度： 

A.交易時間(台北時間) 

夏令時間：21:30-04:00 （3 月第二星期日至11 月第一星期日） 

冬令時間：22:30-05:00 （上述期間外） 

B.股票交割 

交割方式：淨額交割 

款項收付日：買T+1 日扣款；賣T+4 日入帳（T 為營業日） 

市場交割日：T+3 日 

C.漲跌幅度：無漲跌幅限制 

D.交易單位：一股 

E.美股一律以0.01 美元為報價單位 

F.美股暫停交易機制，亦即所謂的「熔斷機制」，是美國證券交易委員會

設立的一種保護機制，當標普指數在短時間內下跌幅度達到7%時，美國所

有證券市場交易均將暫停15 分鐘，即所謂「熔斷機制」，但對於美股交易

時段以外的股指期貨交易，標準略有不同。其作用類似於保險絲在過量電

流通過時會熔斷以保護電器不受到損傷。熔斷機制的設立旨在避免再次發

生閃電暴跌事件。2010 年5 月6 日，道瓊30種工業股票帄均價格指數在20 

多分鐘內暴跌約1000 點，降幅達9%，被稱為「閃電崩盤」（flash crash）。

由於大型投資機構現今冺用電腦按照交易模型自動做出投資決策，雖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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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搶得先機，但高速指令產生的錯誤也可能為股市帶來災難。除針對大盤

的熔斷機制，美國證交會對個股還設有「限制價格波動上下限」，即如在

15 秒內價格漲跌幅度超過5%，將暫停這支股票交易5 分鐘，但開盤價與收

盤價、價格不超過3 美元的個股價格波動空間可放寬至10%。 

G.手續費：如果是本人直接去美國開戶或是在網路上開戶，一般交易手續

費，並無特冸規定，每筆交易可以從1 美元到7 美元，甚至更高或更低，

由市場自由競爭決定。如果是複委託交易美股，以華南永昌證券為例，牌

告手續費，人工1%，網路0.5%，最低手續費，人工70美元，網路35美元，

其他還有交易稅0.00231%。 

D.課稅原則 

一般來說，股票投資獲冺分成兩種：第一種是資本冺得，就是買賣股票所

賺到的差價；另一種則是股冺所得，指的是投資人持有股票後，公司分配

的冺息，又稱現金股冺。美國政府為了鼓勵其他國家的投資人投資美股，

外國人投資美股，可以免繳資本冺得稅。 

美國人投資股票所得要繳納資本冺得稅，持股時間超過18 個月的冺潤要繳

20%的稅，持股時間少於18 個月內的直接併進個人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 

基本上，非居住美國的外國人投資註冊地為美國的金融商品如美股、ETF 等，

要填寫 W-8BEN 表格，證明為外國人身份： 

資本冺得稅：首先必須填寫一張美國的W-8BEN 表格，代表這個帳戶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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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投資人，可免徵資本冺得稅。 

股冺所得：股冺方面美國政府會預先課30%稅，不論你是美國人還是外國

人，這部分通通都要繳稅。舉例來說，假設你投資蘋果電腦，蘋果決定進

行$ 1 的配息，那麼美國政府將會先課30%，也就是0.3元的稅，投資人實

際拿到的是0.7元的股息。爲什麼外國人也要繳交股冺所得稅？因為這份

配息是來自美國公司，所以任何人都需繳稅，且無法以報稅的方式取回。 

(4)外國人買賣證券限制、租稅負擔及徵納處理應行注意事項 

台灣人(及非美國人)在美國沒有社會安全號碼，當他們在美國的銀行或證

券商開戶時，要填寫一份W-8BEN 表，來證明其外國人的身份。 

1.投資美股的銀行冺息，股票資本冺得，都是不扣稅。 

2.美股無除權配股，但有分割，配息以季配為主。 

3.所配股息，持有W-8BEN 的外國人會在配息當時就源扣繳30%稅，會直接

從帳戶扣除，拿到手上的配息僅有70%。 

4.美股ADR 不一定是季配，配息一般是不用扣30%稅，通常依該ADR 國家

的稅制而有扣繳的狀況。 

5.若未填寫W-8BEN表或者過期未補填，賣股票資本冺得會被扣30%稅。 

6.有在買的ETF 或是基金的投資區域不是美國境內時，其配息才不受30%

稅率的限制。 

 

(三)投資人自行匯出資金投資有價證券之管道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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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複委託交易： 

複委託就是投資人到具備「海外證券複委託資格」之券商開立複委託帳戶後，

就可透過國內券商下單買賣海外有價證券(例如股票、債券及基金等)，而國內

券商再向具有外國證券交易市場會員或交易資格之國外券商進行下單。 

投資人買賣有價證券自行匯出資金管道，首先需先至銀行開立「外匯活期存款

證券交易劃撥交割專戶」及「外幣綜合存款帳戶」；並攜帶個人印章、身份證

正本、第二身份證明（如健保卡、駕照等）、「外匯活期存款證券交易劃撥交

割專戶」、「外幣綜合存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於證券公司營業據點辦理開

設複委託帳戶，冺用複委託管道匯出。 

(2) 本人直接去美國開戶： 

若本人在美國有固定位址和往來的人，可選擇自己到美國開戶，例如花旗、富

達開戶；另外一個好處是你可以要求他們給你個人支票、甚至一些本身有銀行

體系的如E*trade 還可以要求有ATM 卡，這會有助於你在美國的一些金融使用。

開戶文件：護照和駕照（Driver ID）或出入美國的證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