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 4月 23日 
高一商經科校外參觀報告 

 

 

商經科一年二班 

組員：15宋宛臻、17李翊蓁、22張筑雯、23張瓊恩、33簡均庭 

參觀時間：110年 4月 23日下午 1點 10分 

參觀地點：臺灣股票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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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分配 

 

 

 

 

 

 

 

 

 

 

組長：宋宛臻 負責報告製作

組員：張筑雯 負責錄音解說

組員：李翊蓁 負責拍攝

組員：簡均庭 負責報告製作

組員：張瓊恩 負責拍攝及資料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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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股票博物館介紹 

為降低發行成本、提昇市場作業效率及符合世界潮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責成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積極推動有價證券全面無實體化，民國 100年 7月 29

日，我國證券市場正式達到「無實體百分百」目標，成為全球市值前 25 大中第

13 個全面無實體化的國家。為彰顯臺灣證券市場邁入全面無實體里程碑，集保結

算所特別在原來保管股票的庫房現址，規劃建置臺灣第一座股票博物館。詳實呈

現臺灣股票市場與經濟脈絡同步發展的緊密關係。 

 

二、展區介紹 

展區分為：起、承、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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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起 

世界第一張股票： 

股票制度起源於 17 世紀海權時

代。荷蘭東印度公司負責海外貿易，

雖創造高額利潤，卻帶來巨大風險，

故產生分散投資風險的迫切需求，在

西元 1606 年間首創發行股票，其運作

方式影響深遠，這就是現今股份及派

息等制度的前身。 

 

 

 

起
•第一張股票如何誕生

承
•進一步了解股票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轉
•股票走進生活

合
•股票無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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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第一張股票： 

西元 1972 年，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奉派籌建「上海輪船招商

局」，因清朝政府財政經費困難，而仿效西方股份制，向社會公開募集資金。 

這是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及中國發行的第一張股票。 

 

臺灣第一張股票： 

中法戰爭期間，清朝政府開始重視臺灣的地位，於西元 1885年間下令建省，

並任命劉銘傳為首任巡撫，力倡設置鐵路，西元 1887年首築基隆經臺北至新竹一

段，向民間招商募款，這是臺灣最早股票發行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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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次任巡撫邵友濂上奏給清光緒皇帝的奏折 

 

2、承 

 

 

臺灣水泥公司：

民國43年為配合政府實施「耕者有其
田」政策，由公營轉民營，於民國51年
率先響應政府「資本證券化」政策，成
為臺灣證券市場第一家股票發行上市之
公司。

臺灣工礦公司：

民國42年為配合政府實施「耕者有
其田」政策，由公營轉民營。因配合工
業發展需求，產煤量曾一度回升，且在
臺灣煤礦業發展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臺灣紙業公司：

民國43年為配合政府實施「耕者有
其田」政策，由公營轉民營，寫下臺灣
紙業發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

臺灣農林公司：

民國44年為配合政府實施「耕者有
其田」政策，由公營轉民營。因對茶園
館立、各式茶葉製造加工與銷售有良好
基礎與專業，對早年臺灣經濟有相當大
的貢獻。

四家企業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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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水泥公司         （二）臺灣工礦公司 

（三）臺灣紙業公司         （四）臺灣農林公司 

 

 

 

臺灣有史以來最珍貴的股票 

此為中華電信 28 億股票，為

實體股票面額中股數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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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股市證券代號之首的股票 

臺灣水泥公司率先響應「資本

證 券 化 」 政 策 ， 證 券 代 號 為

「1101」。 

近年來，台泥公司成為一個立

足水泥、發電、環保，三大核心的

環保企業，是為利用證券市場創造

公司與投資人雙贏之最佳典範。 

 

臺灣證券市場資本額最大之股票 

台積電公司在半導體產業中首創

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模式，是為全

球最大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公司。 

因擴建晶圓廠需龐大資金，所以

當台積電公司於證券市場上市時，資

額僅新台幣 78億元，目前資本額係上市櫃公司中最大者。 

 

 

 

 

 

 



第 8頁 

３、轉 

股票走入生活。 

股市風華：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國民所得增加，投資風氣日益普及。為提升證券市場交

割效率及國際接軌，修正了證券

交易法，並成立臺灣證券集中保

管股分有限公司，提供有價證券

集中保管帳簿劃撥服務，大幅提

升交割效率和簡化作業流程，最

後也降低證券市場參與者成本及

風險。 

 

股票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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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10 吋*47/8 吋 

號碼： 

NY-大面股、NG-佰萬股、NF-拾萬

股、NE-萬股、ND-千股、NZ-零股 

面額與顏色： 

不定額（大面額）-淡藍色、佰萬股-淡棕色、拾萬股-淡橘色、壹萬股-淡紫

色、壹千股-淡紅色、不定額（零股）-淡綠色 

 

４、合 

有價證券無紙化，節能減碳

愛地球。 

 

 

 

 

心得感想 

宋宛臻： 

4/23 我們去了股票博物館，其實我對股票一直感到好奇，之前都未接觸過股

票，長什麼樣也不知道，所以對這次校外參訪抱有很大期待，雖然不是像我預想

中的博物館，但也是足夠讓我震驚的，我明白了股票的由來和樣式，不同印花代

表不同意義，也是那時候才知道現在推行股票無紙化，真的打開了我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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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播放的動畫影片也很有趣很可愛，以很簡單的方式讓大家初步了解股票

的知識。我真的很喜歡這次參訪，完全不會覺得浪費時間。 

 

李翊蓁： 

星期五的下午，我們去台北股票博物館，讓我看到很多東西，了解原來以前

的股票都是手寫的，現在改完方便的電子股票。一進去的時候，導覽員讓幾個同

學玩一個股票投資的小遊戲，有的人全部都下同一個，有人分散，有人則是都來

一點點那種，最後長最多的是都下同一個的，都下同一個其實很容易一下就跌到

破產，但長的時候卻是高的不得了，每個人都不一樣，利用這個小遊戲讓我學到

很多東西。有賺就有賠，買股票投資有一定的風險在，不要抱著僥倖的態度，踏

實的做自己展開人生旅程。 

 

張筑雯： 

我們 4/23 下午去了位於台北的股票博物館，在那我學到很多關於股票的知識

和歷史。去到那我才知道，那原是台灣其中一座集保所的庫房，才了解原來金庫

不是用來放鈔票是用來放股票的。還有許多股票的小知識像台灣最多股東、最大

資本額、最珍貴的股票及公司，及影片中教導我們投資要依自身狀況分散風險 投

資的第一步就是記帳，先明白自己有多少錢能運用再做投資 要腳踏實地的去了解

想投資的公司，不要想一步登天，聽取他人的想法亂投資，要找適合自己且了解

的公司去做投資。 

 

張瓊恩： 

4/23 我們花了半天的時間去股票博物館，我覺得我學到非常多有關股票的歷

史，也讓我知道之前股票是用手寫的，現在好像都是電子化的，而且在去股票博

物館之前，我對股票的歷史幾乎是零，但是在去這一趟後，我了解了非常多，之

後導覽員也有給我們看一些投資理財的影片，我學到了投資理財時不能把所有的

錢都放到同一個籃子裡，影片裡有一句話讓我感觸很深，「做金錢的主人，不要

讓金錢控制你」，這句話講的很好，因為有些人拿到錢就想要花，很少會把金錢

存起來，遇到想買的東西才忘傾廢食的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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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均庭： 

利用下午的班會課及選修課時間我們去了台北股票博物館認識了很多有關股

票的起源、歷史性、意義和現市股值最高的股票。 

這趟教育課程，我個人認為對於讀商科的學生，能更加去劃清自己的目標，

以及是否要踏入商業這個圈子的門檻。在博物館中無論是導覽員的帶領的觀賞過

程和影片欣賞，我覺得都很讓人值得一探究竟。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遠在清

朝時就有發股的概念，令人十分驚訝。有賺必有賠，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買股

票必存在著風險，不要抱著僥倖的心態，一步步、踏實的開拓人生道路才是真

理。 

 

資料參考： 

臺灣股票博物館 

https://www.stockmuseum.com.tw/index01.aspx 

 

 

 

 

 

報告完畢，感謝觀看。 

https://www.stockmuseum.com.tw/index01.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