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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

第一章2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金融情勢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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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對經濟景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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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
張
性
政
策

緊
縮
性
政
策

財政政策

對總體需求的影響

政府支出增加→增加商品
或勞務的需求→總體需求
上升

對景氣變化的影響

總需求增加→廠商提高產
能→景氣上揚

促進景氣
復甦

抑制景氣
過熱

貨幣政策

對總體需求的影響

貨幣供給量增加→人民可支配
的所得變多→消費與投資需求
提高→總體需求上升

對景氣變化的影響

總需求增加→景氣上揚→物價
逐步上揚

財政政策

對總體需求的影響

政府支出減少→降低商品
或勞務的需求→總體需求
下降

對景氣變化的影響

總需求減少→廠商減少產
能→景氣衰退

貨幣政策

對總體需求的影響

貨幣供給量減少→人民可支配
的所得變少→消費與投資需求
減緩→總體需求下降

對景氣變化的影響

總需求減少→景氣衰退→物價
逐步下跌



總體經濟指標介紹與應用

第二章5



總體經濟指標介紹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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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政策的推行，必須要將某些經濟行為或市場的表
現加以量化，以提供有關當局制定決策的參考；

這些可以量化的總體經濟活動指標，一般通稱為經濟
數據或經濟指標；

這些總體經濟指標，會反映出這個經濟體的健康狀況；

如何解讀各項總體經濟指標所代表的意義與功能，攸
關預期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的可能走勢，我們甚且可
藉此作出相對應的投資決策。



總體經濟活動指標—經濟數據或經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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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主要經濟數據公佈的時機

當月的數據 公佈日期 當月的數據 公佈日期

汽車銷售量
同月約13日、23日
次月的3日

耐久財訂單 次月的22日~28日

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報告 次月的第一個營業日 GDP 次月的21日~30日

ISM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報告 次月的第三個營業日 個人所得/消費支出 次月的22日~31日

芝加哥採購經理人指數 當月最後一個營業日 領先指標 次月的最後營業日

就業報告 次月的1日~7日 新屋銷售 前兩個月的報告於28日~4日公布

躉售物價指數 次月的9日~16日 營建支出 前兩個月的報告於第一個營業日公布

零售銷售指數 次月的11日~14日 工廠訂單 前兩個月的報告於30日~6日公布

工業生產/開工率 次月的14日~17日 商業存貨/銷售 前兩個月的報告於13日~17日公布

新屋開工率/營建或建築許可 次月的16日~20日 商品貿易赤字 前兩個月的報告於15日~17日公布

消費者物價指數 次月的15日~21日



總體經濟活動指標—經濟數據或經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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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歐元區/日本/韓國重要的財經數據

德國/歐元區

IFO企業信心指數

ZEW經濟信心指數

德國製造業訂單

歐元區物價數據

日本

景氣領先指標

機械訂單數據

產業信心指數

物價數據

貿易數據

韓國

景氣領先指標

消費者信心指數

商業調查綜合指數

物價數據

貿易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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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經濟數據公佈時間表

公佈日期 經濟指標 公佈單位

1日 股價指數及股市成交總值 證交所

5日
躉售物價指數WPI（年增率）
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
進出口物價指數（年增率）

主計總處
主計總處
主計總處

7日
進口/出口貿易總額（年增率）
外匯存底

財政部
中央銀行

8日 全國稅收統計 財政部

14日 準備貨幣統計 中央銀行

每年2,5,8,11月的15~20日 國民生產毛額GNP/國內生產毛額GDP 主計總處

每年2,5,8,11月的20日 國際收支概況 中央銀行

總體經濟活動指標—經濟數據或經濟指標



經濟指標在實務上的運用

第三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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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分

藍燈

綠燈

黃藍燈

黃紅燈

17~22分

23~31分

32~37分

紅燈

38~45分

景氣衰退，經濟低迷。

經濟成長遲緩或短期可
能趨於衰退。

經濟穩定發展，是為理
想狀況。

經濟活絡，但短期內有
轉熱可能。

經濟熱絡，有過熱之嫌。

政府必須採取擴張政策來刺激
景氣。

應注意燈號的轉換，若由綠燈
轉為黃藍燈，政府慎防景氣持
續低迷，應準備採行刺激景氣
措施防止景氣惡化。

應注意燈號的轉換，若由綠燈
轉為黃紅燈，政府的擴張政策
應暫時告一段落，以免景氣過
熱。

政府可維持稍稍寬鬆的政策，
以使經濟持續成長。

政府應採取緊縮政策，以免景
氣過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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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成長動能仍偏弱



重要經濟參數與市場分析
—以股票市場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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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

物價

利率

匯率

貨幣供給額

政治因素

景氣對策信號



如何解讀財報四大表

第四章14



如何解讀財報四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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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企業有沒有賺錢
(閱讀綜合損益表)

賺錢的來源是來自於本業收入還是業外收入
(閱讀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

賺的錢是現金收入還是賒帳收入？收不收得到？
(閱讀現金流量表、資產負債表)

如果身為股東，可不可以有很好的股東權益報酬率？
(閱讀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



如何解讀財報四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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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資訊裡，常常會有關於產業消息或個股評論等，

除了報導產業現況、前景及未來變化之外，對於個別

公司的財務狀況，也多所著墨。

讀者諸君如果只是從字面上看，可能會有很明確的多

空方向：也就是買進或賣出這些標的個股。可是更多

時候，我們發現，怎麼這些報導中的股票價格出現

「利多不漲、利空不跌」呢？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望、聞、問、切
—公司的四大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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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如何解讀財四大表

盈 V.S. 虧

本業 V.S. 業外

實 V.S. 虛

好 V.S. 不好

資產負債表

綜合損益表

現金流量表

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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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資訊觀測站



技術分析基本概念

第五章19



均線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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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天期的均線由上往下跌破長天期的均
線，代表股價從高點翻轉向下，這就是死
亡交叉，通常也是賣出訊號

多頭排列：短期均線＞中期均線＞長期均線

空頭排列：短期均線＜中期均線＜長期均線

黃金交叉

死亡交叉

→短天期的均線由下往上突破長天期的均
線，代表股價從谷底翻轉向上，這就是黃
金交叉，通常也是買進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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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價變化

量價變化藏玄機 看盤不再霧裡看花

所謂「安全的成交量」，應該相對於大盤的指數位置、以及
前一段時間的交易量而言。

想要預測臺股未來趨勢

「股價」和「交易量」是兩個重要指標：

「股價」和「交易量」必須同時觀察，才能嗅出行情端倪

「交易量」判定是某段時期的相對數值，而非絕對數值

量先價行 有量才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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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場操作策略

該進場還是該退場 學會判斷多空讓你趨吉避凶

目前市場上多數人的共識，是以「季線」（代表過去
這一季，投資人買進的平均價格，或說是平均持股成
本）來作為判定的標準；如果現在的指數或股價位置
高於季線，這就表示市場目前是相對熱絡，而且過去
一季進場的投資人，大多數都是處於獲利狀態的

有人主張當大盤連續上漲20% →就算是多頭的格局
→反之，則稱為空頭

要想知道是否是一個好買點，可以看大盤或個股的均線

所謂均線，就是在某一段期間，投資人所買進平均價
格（也就是持股成本）所形成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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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指標透露短線多空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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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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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解密——如何解讀財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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