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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本次研討會由富蘭德林證券(股)公司及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主辦，贊助

單位為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公司，本次研討會主要針對臺灣資本市場優勢、台商回

台上市、十三五計畫、一帶一路及如何利用臺灣當前環境進行產業升級等議題，

進行分享與探討。 

隨著大陸整體經濟的放緩，「新常態經濟」概念因此產生，也帶出「亞投行」

及「一帶一路」發展計畫，藉由基礎建設的投資，創造更大的經濟產值，將為台

商帶來許多的機會與挑戰，有助於提升產業競爭力。 

 

 

 

 

 

 

 

 

 

 

 

 

 

 



 

 

 

目  錄 

壹、目的 .................................................................................................................... 1 

貳、過程 .................................................................................................................... 2 

參、論壇內容 ............................................................................................................. 3 

肆、心得與建議 ....................................................................................................... 13 

伍、附錄 .................................................................................................................. 14 

陸、資料來源 ........................................................................................................... 15 



1 

 

壹、目的 

本次研討會由富蘭德林證券(股)公司及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主辦，贊助

單位為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公司，於上海陸家嘴金茂君悅酒店舉行，本次研討會主

要針對臺灣資本市場優勢、台商回台上市、十三五計畫、一帶一路及如何利用臺

灣當前環境進行產業升級等議題，同時邀請金融業與產業進行分享與探討。 

2014 年臺灣對中國大陸投資總額為 51.8 億美金，為全球投資大陸國家排名第

3 位，核准對大陸投資案件共 388 件，台商家數已超過 8 萬家，台商發展實與大陸

經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隨著大陸經濟的發展，產業的壯大，台商如何利用當前

環境的優勢，藉用產業轉型及升級，來發展精緻化與差異化產業，來迎擊大陸企

業的竄起與購併，將是目前最重大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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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本次研討會由富蘭德林證券(股)公司及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主辦，贊助

單位為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公司。於 104 年 12 月 1 日，假上海金茂君悅酒店舉行。

本公司參加人員共計 4 位。 

本次論壇之重點內容如下： 

一、議題一-如何運用臺灣資本市場協助企業發展 

(一)臺灣資本市場 

(二)台商回台 F 股上市成功實務 

二、議題二-台商轉型之機會與挑戰 

(一)十三五、FTAAP、一帶一路下台商新機遇 

(二)台商如何善用臺灣優勢進行產業升級、應對大陸環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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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論壇內容 

一、議題一-如何運用臺灣資本市場協助企業發展 

(一)臺灣資本市場 

 臺灣資本市場特色 

1. 本益比、股價淨值比合理 

單位:倍 

項目 臺灣 香港 新加坡 上海 韓國 日本  美國 

P/E 15.41 9.96 13.66 15.45 29.21 21.08 17.37 

P/B 1.72 1.32 1.38 2.00  0.97 1.69 2.11 

資料來源:Bloomberg、臺灣證券交易所 

 

2. 週轉率高、交易活絡 

單位:% 

項目 臺灣 香港 新加坡 上海 韓國 日本  美國 

週轉率(股票

交易數量/股

票發行總數) 

83.6  47.0  27.8  154.7  111.4  124.4  82.0  

資料來源:Bloomberg、臺灣證券交易所 

 

3. 殖利率高、投資報酬率佳 

單位:% 

項目 臺灣 香港 新加坡 上海 韓國 日本  美國 

殖利率 3.12  3.83  3.27  2.05  1.11  1.47  2.47  

資料來源:Bloomberg、臺灣證券交易所 

 

 外國企業來臺上市好處 

1. 籌資便捷路徑、改善財務體質及加速資本形成 

2. 彰顯公司價值、提高企業知名度及永續經營競爭力 

3. 結合臺灣產業及地理優勢拓展亞太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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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企業來臺上市家數及上市後市場表現 

 

 

 

 

 

 

 

 

 

項目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市家數 6 12 8 10 7 10 

累積數 6 18 26 36 43 60 

資料來源:臺灣證券交易所 

 

項目 
第一上市公司 全體上市公司 

2014 2013 2014 2013 

週轉率(%) 224.62 169.44 81.48 77.3 

本益比(倍) 17.18 15.19 15.42 18.04 

殖利率(%) 3.43 3.01 3.59 3.32 

資料來源:臺灣證券交易所 

 

(二)台商回台 F 股上市成功實務 

所謂的 F 股，指的是來臺第一上市、上櫃及興櫃外國企業，為依照外國

法律所登記註冊之公司，未在國外證券市場掛牌交易，來臺進行第一上市或

上櫃發行股票者。由於來臺掛牌的公司多設在英屬開曼群島，起初在臺掛牌

簡稱以「KY」開頭，為了廣納各國企業來臺上市，自 2012 年 1 月 2 日起，

其簡稱改以 F 開頭。而股票面額，亦與國內上市櫃公司稍有不同，股票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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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額 10 元者，以「F-」開頭，而股票為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 10 元者，以「F*」

為開頭。 

項目 第一上市  第一上櫃  

設立年限  
申請公司或任一從屬公司有 3 年以

上業務紀錄  

有 2個完整會計年度(投資控股公司得以其

被控股公司之實際營運年限認定)  

票面金額  每股面額為 NTD 10 元整，代號為 F；每股面額非 NTD 10 元整，代號為 F* 

股東權益  6 億元以上(實收資本額或股東權益)  1 億元以上  

獲利能力  

稅前純益： 

過去三年度稅前純益達 2.5 億台

幣，且最近一年度 1.2 億台幣及無累

積虧損  

1.稅前純益：最近年度達 400 萬元以上 

2.稅前純益占股東權益比率：最近年度 4%

以上，且無累積虧損 或最近二年度均(或

平均)達 3%以上，且最近年度較前一年度

為佳  

股票集中保管

規範  

董、監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0%以上之股東，持股全數集中保管  

上市(櫃)滿 6 個月領回½ ，滿一年全數領回  

股務及訴訟非

訟代理人  

股份無實體發行 需委任臺灣境內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及訴訟非訟代理人  

股權分散  

股東人數：記名股東人數 1,000 人以

上 公司內部人及該等內部人持股

逾 50%之法人以外之股東人數不少

於 500 人，且其總持股份總額合計

占發行股份總額 20%以上或逾 1 千

萬股  

公司內部人及該等內部人持股逾 50%之法

人以外之股東人數不少於 300 人，且其總

持股占公司總股份 20%或逾 1 千萬股 

輔導期  輔導滿 6 個月或興櫃股票登錄滿 6 個月  

承銷股份來源  增發 10%以上新股 

合併財務報表  最近 3 年度及申請年度最近期財務報表應由臺灣之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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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第一上市  第一上櫃  

2013 年起全面適用 IFRS 國際財務會計準則編制財務報表。(註)  

其他  

於上市(櫃)掛牌日起至其後二個會計年度持續委任主辦推薦證券商協助遵循

國內證券市場規範  

註：2013 會計年度起第一上市(櫃)公司各季之期中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核閱、提報董事會並

公告投資大眾。  

 

聯德控股董事長指出，回台第一上市（掛牌 F 股）四年，年營收從人民

幣十一億成長到卅一億(約新台幣一百億元)。聯德控股原本是在昆山郊區的

一座小型沖壓廠，申請上市，對企業來說是「組織再造、脫胎換骨」，成功

上市後，聯德控股透過再次增資與發行可轉債，四年內共募得 7.5 億台幣，

讓聯德控股可以擴充產能，還搬進昆山工業區。此外，原本有家美國客戶認

可聯德控股的技術，但在下單前要看三年財報，看完後決定不下單，因為該

客戶一筆訂單是聯德控股一年營業額，擔心聯德控股無法承擔風險。成功上

市後，聯德控股再把財報給客戶看，終於拿到這筆大訂單。透過股票上市，

聯德控股建立了限制型股票與員工分紅制度，不但留住許多重要人才，還找

到更多好人才。與大陸申請 A 股上市相較，審查時間難以預期，與臺灣的上

市流程的明快不同。  

 

二、議題二-台商轉型之機會與挑戰 

(一)十三五、FTAAP、一帶一路下台商新機遇 

 十三五規劃 

中國大陸訂定「十三五」規劃編制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於 2014 年 4 月 17

日在北京召開會議，啓動以及部署「十三五」(2016 年至 2020 年)規劃工作；

此外，1953 年至今，大陸已完成 12 個 5 年規劃（前 10 個爲 5 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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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編制工作。「5 年規劃（計劃）」被各方視爲觀察大陸國民經濟發展的重

要窗口。在經濟貿易趨勢下，「十三五」規劃將面臨實現 2020 年任務目標

的壓力。 

國家規劃編製主要分為三大階段，今年的重點工作是前期研究、起草基

本思路、啟動相關規劃編制、推動規劃立法相關議題等。 

強調重點為中長期規劃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

手段，是健全調控體系的著重的重點目標。面對深刻變化的世情國情，面對

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重任，規劃編制工作必須與時俱進、改革創新，在規劃

性質和功能定位、規劃編制方法和程式、規劃內容和表現形式等各方面積極

探索、大膽創新，強化全球視野和戰略思維，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科學設定規劃目標指標，積極推進市縣規劃體制改革，堅持開放民主編制規

劃，使「十三五」規劃更加適應時代要求，更加符合發展規律，更加反映人

民意願。 

十三五規劃起草大致時間表 

2014/4/17 
全國「十三五」規劃編製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在京召開，

宣佈啟動編製「十三五」規劃編製。 

2014/8 底前 25 個重大課題完成最終研究報告。 

2015 年秋 中共中央全會提出關於「十三五」規劃的建議。 

2015 年底前 
出台「十三五」規劃綱要;爭取完成發展改革法的立法工

作。 

2016/1 左右 完成「十三五」規劃的文本起草，上報國務院。 

2016/3/1 提交全國兩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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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十三五規劃的各項經濟指標及其目標，可分為以下幾點 

1. 經濟增長：定調中高速，GDP 目標底限設定為 6.5%。 

2. 人均 GDP：2020 年將達到 1.25 萬美元 

3. 縮減貧富差距：使中國現有標準下 7000 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4. 建成小康社會：2020 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  

一倍。 

5. 10 大重點突破：保增長、轉方式、調結構、促創新、農業現代化、改革體 

制機制、協調發展、生態文明、民生、扶貧。 

6. 五化同步：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 

7. 三大國家區域發展戰略：推進京津冀、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 

 

大陸十三五計畫，帶動的相關商機可分為下列七大領域 

1. 環保 

加強水汙染、大氣污染及土壤汙染等治理，預計帶動 17 兆人民幣投資。 

2. 醫藥 

研發出 30 款新藥，其中 8-10 款為原創新藥、20-30 款化學藥國際化、20-30

款臨床及需用藥。 

3. 新能源 

2020 年水電裝機目標 3.5 億千瓦、風電 2 億千瓦、太陽發電 1 億千瓦、核電

5800 萬千瓦。 

4. 鐵路 

鐵路新建設 2.3 萬公里，總投資 2.8 兆人民幣。 

5. 全面二胎 

2016 年起的四年人口淨增加 1358 萬人，帶動相關投資 1300 億人民幣。 

6. 機器人 

推動工業機器應用人在原材料(輪胎、陶瓷)、危險作業行業(民爆)、金屬工業



9 

 

(鍛造、鑄造)、國防軍工、家庭輔助類等，估計市場規模超過千億人民幣。 

7. 新能源汽車 

2020 年新能源車累積產量 500 萬輛、60%的自用新車達到每公升汽油可行駛

20 公里。 

 

 FTAAP(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2014 年在北京的 APEC 領袖會議。中方為了實質增進 APEC 的效能，為

亞太經濟的長遠發展提供強有力保障，因此提出強化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的大策略。 

中方希望藉由 FTAAP 整合 TPP 與 RCEP 兩個世界最大自貿區，進行互

動，來促進貿易，發展經濟。FTAAP 因具包容性與 TPP 和 RCEP 不是競爭

關係，而是繁榮共生的合作夥伴關係。FTAAP 可以推動全球貿易發展，也

為開發中國家提供貿易上的便利往來，並注重基礎設施，建設發達其社會。

這與大陸的頂層設計「一帶一路」，推展「亞投行」、設「絲路基金」，促

進基建出海、高鐵外交等相輔相成。因此 FTAAP 可以利人利己，發揮 APEC

在推動區域一體化方面的協調和領導作用，落實 APEC 自貿區的典範精神。

FTAAP 的提出討論，標誌著亞太區域經濟整合已經邁出新的步伐，我們也

應善用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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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一路 

2013年 9月和 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

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

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中國提出兩個符合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大戰略: 1、

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 2、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 兩者合稱「一

帶一路」戰略。2014 年 11 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時，習近平藉由

此國際場合正式提出，並宣布籌建「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一帶一路」沿線經過了亞、非、歐 26 國，合計 44 億人口、21 兆美

元的經濟規模，十年內將陸續投資 1.6 兆美元經費在公路、鐵路、港口、

油管、橋樑、輸電網路、光纜傳輸等大型基礎設施，將衍生龐大商機，因

而受到周邊國家高度重視。為資助這些投資，北京籌設了 1,000 億美元的

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400 億美元的絲路基金、1,000 億美元的金磚國家

開發銀行、人民幣 50 億元的海上絲綢之路銀行。其中基礎建設銀行和金磚

國家開發銀行，都將由北京出資半數 500 億美元主導，21 國已簽約參與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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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其餘基金由北京全出。由於幾乎由北京主導，類似二次戰後美國為復

興歐洲所創的「馬歇爾計畫」，因此「一帶一路」也被外界稱為「中國的

馬歇爾計畫」。 

大陸提出這個大戰略，有下列幾個原因：一，過去為維持高度成長所

投資的過剩產能，必須尋求去化；二，中國累積的外匯存底過大，若無法

有效運用，將成為閒置資金；三，大陸能源和礦物的國外來源及通路過於

集中，需利用策略加以分散；四，產業過於集中於沿海，承擔了過大的風

險，有必要藉策略往內地分散。這個大戰略剛好和周邊國家，特別是東南

亞、中亞、西亞、非洲國家亟欲發展經濟卻苦無資金的狀態一拍即合，反

應異常熱烈；甚至連有領土爭議的越南、菲律賓也熱切希望列入投資對象。 

這個計畫如果能順利推動，將成為近年來北京熱推「中國夢」具體實

現的操作性路徑，也為中國大陸「和平崛起」奠定了最佳的宣傳基礎，可

以對美國「重返亞洲」、「圍堵中國」提供絕佳的支援屏障。 

 

 台商新機遇 

未來兩岸應以深化兩岸產業合作，避開紅海為原則，合作型態將由低

附加價值的「加工貿易」與「組裝代工」模式，走向高附加價值的「新型

產業合作」模式。「新型產業合作」就是 2.5 級產業，也是「生產服務業」。

批發、零售、物流業及加盟連鎖事業結合大陸投資設廠的台商將可發揮更

大的優勢，因為文化、語言上之相通，容易成功在各地布局，產生通路、

及進入市場。兩岸也可攜手建立物流、批發零售、連鎖加盟事業等型態與

品牌，可為兩岸產業合作開創成果。 

 

(二)台商如何善用臺灣優勢進行產業升級、應對大陸環境變化 

 臺灣優勢 

1. 發展精緻性產業，帶動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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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一定是優勢及有競爭力，大船難調頭，小船具有靈活彈性，臺灣企業應

朝向比質不比量的營運模式。如:銀行業不比總值，臺灣銀行的 ROE 高於招商

銀行，製造業不比成本，而是比品質與服務。 

2. 服務差異化，提高產品毛利率 

未來產品的差異化將越來越少，尢其硬體部分，軟實力將決定企業是否能夠

勝出的關鍵。 

3. 資本市場穩定與國際接軌，IPO 審查時間快 

大陸因企業眾多，IPO 排隊時間長，審查時間久(3-5 年)及投入成本高(千萬人

民幣)，臺灣制度相對健全且國際市場接軌，審查時間快速(6 個月內)，IPO 後

籌資相對便捷，且享有不錯的週轉率、本益比及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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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近年來由於大陸經濟成長放緩及人力成本的提高，讓許多台商逐漸離開大陸

市場轉向東南亞新興國家，加上中國為了加速其本土產業快速成長，近期以大量

銀彈向全球科技業進行參股與收購，藉此縮短學習曲線，也讓許多台商莫不嚴正

以待，然而，大陸廣大的市場，無論是內部或投資需求，對台商而言，仍是一個

不可或缺的市場，因此，可想而知，台商對於這個市場真的是又愛又恨。 

「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成立，配合「亞投行」的創設，兩者的相輔

相成，配合近期 IMF 已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更將有助於推動全球貿

易活動發展，使亞太地區未來逐步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並使人民幣邁向國際

化之目標。 

本次研討會，除了分享近期大陸資本市場現況，如:資本註冊制及新三板現況

等，亦針對「十三五計畫」、「一帶一路」及紅色供應鏈的影響進行探討，此外，

對於兩岸目前 IPO 制度與大陸台商如何思考對於兩地進行 IPO 的看法與經驗進行

討論。 

在大陸產業來勢洶洶下，台商不應該只是想跟大陸產業進行一對一、硬碰硬

的對抗，因為在龐大的經濟體與國家政策扶植下，這無異只是以卵擊石而已，要

如何利用現有的優勢，藉由發展更具有特色及差異化的產業，利用跨產業間的合

作來提升本身競爭實力，走向世界。 

沒錯，產業升級或轉型、走向精緻性服務，或許真的不是短期就可以見到成

效的及達到的，然而，臺灣不能在全球經濟地位上缺席，這是所有臺灣企業不得

不走的一條路。所幸，臺灣企業無論在硬體或軟體，經過幾十年努力，我們已建

立深厚的基礎，並握有一些籌碼，如何利用這些籌碼去贏得更多財富(機會)，有

賴全體企業(人民)或政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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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研討會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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