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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市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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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股市
指數收盤
(5/31)

周變化率
（％）

本月以來變化率
（％）

今年以來變化率
（％）

美 道瓊工業指數 38,686.32 -0.98% +2.30% +2.64%

納斯達克指數 16,735.02 -1.10% +6.88% +11.48%

Ｓ＆Ｐ 500 5,277.51 -0.51% +4.80% +11.21%

費城半導體指數 5,123.36 -1.87% +9.63% +22.70%

Ｖix（恐慌指數） 12.92 +8.30% -17.44% +3.78%

亞 台灣加權 21,174.22 -1.81% +3.81% +18.09%

上海綜合 3,086.81 -0.07% -0.58% +3.76%

香港恆生 18,079.61 -2.84% +1.78% +6.21%

日經225 38,495.50 -0.31% +0.30% +15.03%

韓國 2,636.20 -1.92% -2.07% -0.72%

印度 73,961.31 -1.92% -0.70% +2.38%

歐 德國 18,483.07 -1.13% +3.13% +10.34%

英國 8,275.38 -0.51% +1.61% +7.01%

法國 7,992.87 -1.26% +0.10% +5.96%



資訊來自StockQ.org，以 5/31日收盤價，僅提供投資人參考，投資人應該衡量本身之風險，自行判斷：本公司盡力提供最新
最正確資訊，如有遺漏，本公司及受故人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主要匯率走勢

主要大宗商品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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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 匯率 周變化率（％） 年變化率（％）

美元指數 104.63

歐元/美元 1.0850 -0.01% -1.68%

美元/日圓 157.30 +0.20% +11.51%

美元/新台幣 32.491 +0.74% +5.79%

美元/人民幣 7.2420 -0.02% +1.97%

商品 買價 五日平均價 今年以來表現（％）

黃金期貨 2,347.2 2,353.07 +13.27%

銀期貨 30.555 31.6430 +27.17%

銅期貨 4.6275 4.7545 +18.90%

布蘭特原油期貨 81.37 82.77 +5.58%

紐約輕原油期貨 77.18 78.63 +8.26%



上週國際財經重點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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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受美國聯準會（Fed）青睞的通膨指標－個人消費支出物價
數（PCE），5月數據出爐大致符合市場預期，讓外界對降息
預期再度升高，道瓊工業指數在5月最後交易日強噴574點，
創今年表現最佳單日，只是標普500指數驚險收高時，那斯達
克指數則反彈無力。

• PCE表現溫和，曾帶動美股開盤小幅走高，但隨後陷入震盪走
勢，主要指數盤中還一度集體跳水，但尾盤道瓊指數奮力走高，
收盤暴漲574點或1.51％，以38,686.32點作收，標普500指數
漲0.8％收在5,277.51點，那指收盤下跌0.01％至16,735.02點。

• 谷歌、微軟、Meta、超微（AMD）等八大科技巨頭宣布結盟，
成立「Ultra Accelerator Link」（UALink）聯盟，以對抗AI
晶片領頭羊輝達（NVIDIA）獨大。

• UALink旨在制定資料中心連結人工智慧（AI）加速器的元件
開發標準，加速AI模型的訓練、微調和運作。

• 日圓兌美元防線屢屢失守，貶至34年低點，日本財務省5月31
日證實，政府與日本央行在過去一個月，共砸下約9.8兆日圓
（622億美元）干預匯市，超越2022年的干預規模寫下新高。

• 美國總統拜登公佈以色列結束加沙戰爭的提議，敦促哈馬斯接
受新提議。黃金在週五(5月31日)收盤前短線崩跌近40美元，
金價險些跌破2320美元。美國4月總體PCE符合預期，但核心
PCE低於預期，壓制美聯儲「鷹王」卡什卡利加息前景信號。
隨着9月降息定價加深，美元反彈受限未能重返105。特朗普
重罪指控成立，拜登否決加密法案，比特幣跌深67500美元。



上週國內財經重點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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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會旺季來臨，針對AI需求熱絡，鴻海（2317）董事長劉揚偉受訪
者表示AI伺服器營收有望破兆，而集團營收明年也有機會破7兆。電子
五哥之一的仁寶（2324）也啟動交棒，許勝雄卸任董事長，由副董事
長陳瑞聰接任。

• 群益台灣精選高息ETF（00919）、統一台灣高息動能（00939）啟動
換股，00919的30檔成分股更換13檔，新增長榮航、世界、至上、國
產、京城銀、創見等；00940的40檔成分股更換18檔，新增統一、正
新、中華、遠傳、中華電、長榮航、慧洋-KY、玉山金等。

• 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 6月4日登場，包含輝達、超微、英特爾、
安謀等國際大廠CEO將親自來台與會，陣容強大。輝達執行長黃仁勳
更搶先來台宴請供應鏈，廣達、鴻海、華碩、和碩、緯創、英業達等
公司高層都是座上賓。

• 美國富比士雜誌公布台灣50大富豪榜，廣達創辦人林百里躍居首富，
身價117億美元；富邦蔡明忠、蔡明興兄弟居次，身價107美元；郭台
銘身價104億美元居第三。

• 大陸無預警宣布台灣潤滑油基礎油等134項產品，自06/15起中止適用
ECFA優惠稅率，改依現行規定執行。

• 主計處公布今年第1季經濟成長率為6.56%，同時上修今年全年經濟成
長率至3.94%，較2月預測值3.43%增加0.51個百分點，CPI則為
2.07%。國發會公布4月景氣對策信號分數較前一個月增加4分，燈號
轉為黃紅燈，為2年來首見。

• AI熱潮推升機器人概念股，所羅門（2359）高檔震盪，穎漢
（4562）、羅昇（8374）持續大漲36%、60%，5月漲幅名列前茅。

• 紅海危機持續延燒，散裝航運股接棒貨櫃三雄，新興（2605）、四維
航（5608）本周皆有兩位數漲幅，中櫃（2613）更大漲27%。

• 營建股漲勢再起，基泰（2538）、聯上發（2537）、京城（2524）、
愛山林（2540）等皆有13%以上漲幅。



專欄作家 : AMG美股首席操盤手_陳守謙AMG財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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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壁壘是保障各國工業自主的萬靈丹嗎？
        在美國大幅提高中國新能源汽車關稅後，全球陷入一片對中國電動車的恐
懼氣氛中．但是，同樣面臨中國電動車低價競爭壓力的歐洲汽車業者認為，對
中國電動汽車加徵關稅並不能有效保護歐洲汽車產業，反而因此可能引發貿易
戰，讓歐洲的汽車業蒙受更大的損失．儘管歐洲貿易監管機構曾提出可能根據
反補貼調查結果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新關稅，但許多歐洲汽車企業的高管們認
為，即使徵收關稅，也無法阻止成本更低的中國電動汽車對歐洲製造商及其供
應商造成的影響．

        歐洲汽車巨頭在重組業務和產品線以應對中國車企崛起方面，已沒有太多
時間．中國汽車製造商的成本優勢高達30%以上，而且去年中國電動車已佔據
歐洲電動車市場19%的份額，較2022年的16%已有所增長．中國汽車出口量
的增加以及在歐洲建廠的行動，正在迫使歐洲汽車製造商尋求與長期競爭對手
的合作，並要求供應商降低成本．儘管關稅可能暫時減少中國製造商的成本優
勢，但德國汽車製造商警告，如果中國採取反制措施，對歐洲生產的汽車加徵
關稅，歐洲將付出巨大代價．

        讓我們回頭看美國對中國新能源車提高關稅，是否有保護美國車的作用，
目前來說，美國最大電動車廠特斯拉，中國還是其主要銷售市場．美國市場在
川普的保護主義下，並不承認有氣候變遷問題，因為其選舉需求，還要顧及美
國龐大的石化產業，所以美國市場普遍對新能源車接收度不高，加上基礎設施
建置緩慢，充電樁並不普及，在地廣人稀的美國開電動車，反而不便．即便美
國不提高關稅．

        比亞迪執行副總裁兼美洲區首席執行官李柯說：美國是一個有趣的市場，
但如果要談論電動汽車，那就非常複雜．所以比亞迪目前沒有進軍美國的想
法．比亞迪去年逆勢銷售300萬輛電動車，擊敗能源車霸主特斯拉．拉丁美洲
將成為比亞迪最大的擴張地區之一，比亞迪希望在未來三到五年內，將拉丁美
洲的電動汽車普及率從目前的不到2%提高到10%到20%．所以關稅保護並不
會提升自家的競爭力，反而讓國內消費者無從選擇只能消費更高價格的特斯
拉．反而降低消費者使用新能源車意願，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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