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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6/1/11 

臺灣期貨市場交易行為大數據分析 

一、臺灣期貨市場發展概況分析 

(一) 市場交易量與未平倉量 

1. 交易量 

    臺灣期貨交易所於 1998年 7月 21 日推出第 1項期貨商品－「臺股期

貨」，之後陸續推出「電子期貨」、「金融期貨」與「小型臺指期貨」等商

品，至 2015 年 12月底已上市超過 20種商品，總計有超過 300項商品掛牌

交易。 

 期交所自 1998年上市第 1個商品至 2015 年已屆滿 17年，期間業務快

速成長，交易量屢創新高，2014年總交易量達 2.02億口(交易量比重期貨佔

25%、選擇權佔 75%)，首度突破 2億口大關。2015年交易量續創新高達 2.64

億口，日均量為 108.4萬口，年成長超過 3成；其中期貨商品交易量較去年

成長 43.9%，選擇權商品成長 26.3%。國內期貨市場年度日均量在 1998 年至

2014 年之複合成長率達 44.6%，顯示我國期貨產業成長迅速。 

 

 

 

 

 

 

 

 

 

圖 1：國內期貨市場交易量(單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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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平倉量 

    隨者本國期貨市場交易活絡，未平倉量亦逐漸擴增，可見市場參與者使

用期貨及選擇權契約進行交易及避險需求增加。國內期貨市場未平倉量自

2003 年起開始出現跳躍性成長，2005 年每日平均未平倉量首度超過 100萬

口，2011 年更是創下平均每日 129.3 萬口之歷史新高。 

  

 

 

 

 

 

 

 

 

 

 

(二) 商品線 

1. 已上市商品之交易概況 

    期交所已上市超過 20種商品，交易量較為活絡之商品包含臺指選擇

權、臺股期貨、小型臺指、股票期貨及電子期貨等。其中又以臺指選擇權商

品交易量最高，2014 年日均量達 611,373 口，占期交所所有商品比重達

74.9%；其次為臺股期貨，2014年日均量達 99,838口，市占率達 12.2%；第

3 大商品為小型臺指期貨，同年日均量達 53,574口，市占率為 6.6%。 

 值得留意的是，臺指選擇權於 2012年 11月 21日開始加掛一週到期選

擇權，加掛後廣獲交易人青睞，已明顯提升臺指選擇權交易量，使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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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期交所之每日平均未平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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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臺指選擇權交易量占期交所所有商品日均量之比重連續 2年成長，分別達

25.3%及 29.7%。 

表 1：2012~2014 年期交所主要商品之日均量 

商品名稱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日均量(口) 市占 日均量(口) 市占 日均量(口) 市占 

臺指選擇權 

   -月選擇權 

   -週選擇權 

433,832 

416,904 

16,9281 

69.2% 

66.5% 

2.7% 

444,356 

286,842 

157,514 

71.3% 

46.1% 

25.3% 

611,373 

369,350 

242,023 

74.9% 

45.3% 

29.7% 

臺股期貨 98,570 15.7% 92,249 14.8% 99,838 12.2% 

小型臺指期貨 63,922 10.2% 53,225 8.5% 53,574 6.6% 

股票期貨 18,683 3.0% 22,149 3.6% 38,341 4.7% 

電子期貨 4,148 0.7% 3,785 0.6% 4,948 0.6% 

金融期貨 5,028 0.8% 4,238 0.7% 4,381 0.5% 

金融選擇權 839 0.1% 1,000 0.2% 1,335 0.2% 

電子選擇權 420 0.1% 460 0.1% 962 0.1% 

非金電期貨 400 0.1% 441 0.1% 561 0.1% 

股票選擇權 453 0.1% 320 0.1% 445 0.1% 

黃金選擇權 304 0.0% 346 0.1% 210 0.0% 

 

(三) 參與者結構 

   國內期貨市場開始交易初期，自然人參與率較高，開業後 5年期間，自

然人交易量比重均維持在 80%以上。之後隨著法人開始參與交易，自然人參

與比重開始逐漸降低。2014 年自然人與法人之交易量比重約分占 50%，法

人中區分為期貨自營商 39.5%、外資 9.5%、本國其他法人 1%。 

    在法人類別中，期貨自營商參與比重最高，為國內期貨市場第二大參與

者，僅次於自然人。期貨自營商多數係從事造市業務，於期貨市場擔負提供

                                                      
1
 2012 年 11 月 21日臺指選擇權開始加掛週到期選擇權，為利於比較分析，2012 年週選擇權日均量係以

2012年之週選擇權總交易量除以同年期貨市場之總交易日(250日)。如以 2012年週選擇權之實際交易日(25

日)計算，2012年週選擇權之日均量為 169,281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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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報價之責任，促成市場交易，提昇市場流動性。期貨自營商之參與比重

在 2006年達 57%高峰後，開始逐步降低。在外資部份，隨著國內期貨市場

日益開放，外資參與比重近年持續提升，最近 3年(2012年至 2014年)外資

交易量比重約維持在 10%左右。 

  

 

 

 

 

 

 

 

 

 

     

相較亞洲主要期貨市場之參與者結構，包含日本、韓國、香港、中國大

陸、印度及泰國等 6 個國家，本國期貨市場之自然人參與比重低於中國大陸

及泰國。2014年國內期貨市場之自然人交易量比重為 50%，中國大陸中國

金融期貨交易所為 98.6%(2013年)，泰國期貨交易所為 55%(2014年)，印度

國家證券交易所為 36.1%(2015年)，韓國交易所為 28.4%(2014 年)，香港交

易所為 19%(2014年)，日本大阪交易所為 10.1%(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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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期貨市場各類交易人之交易量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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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市場保證金總額 

    本國整體期貨市場交易人存放之保證金總額最高出現於 2011年11月底

之新台幣 1,299.5億元。而在 2008年 3 月至 2014年 12月期間，整體市場

期貨交易人存放之保證金總額變化不大，總額介於 1,000 億至 1,300億間。

截至 2014年底，總額為 1,292.7億元。國內市場期貨交易人存放之保證金總

額維持在高檔，顯示期貨市場在短期內之資金動能仍得以維繫，然長期而

言，仍需持續吸引更多之交易人參與，引進更多市場資金，方能維持國內期

貨市場持續成長。今(2015)年期貨市場在平均振幅及波動度均大幅提高下，

市場之保證金水位已逾 1,700億元。 

 

 

 

 

 

 

 

 

 

圖 4：國內整體期貨市場交易人存放之保證金總額 

 

(五) 電子式交易 

    隨著網路普及化，期貨商所屬交易人採電子式下單(包含網路下單、電

話語音、專屬線路及應用程式)之比重亦逐年增加，2005 年首度超過 50%，

最近 10年則由 2005 年之 50.2%提升至 2014 年之 88.5%，期間成長率達

76.3%，顯示期貨市場交易人下單之自主性高，講求交易效率，透過網路取

得資訊之需求將持續增加，此也符合國際上之發展趨勢。而期交所身為期貨

市場經營者，亦將持續研議透過網路提供交易人更豐富及便利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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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期貨及選擇權商品別區分，在 2009 年之前，期貨商品之電子式下單

比重較選擇權商品低，接著一路爬升；惟截至 2014 年，選擇權已超過期貨，

選擇權商品之電子式下單比重為 89.2%，期貨比重為 87%。相較於國內證券

市場，雖然最近 10年證券市場投資人採電子式下單之比重亦逐年增加，惟

仍明顯低於期貨市場，2014 年國內證券商所屬投資人採電子式下單之比重

為 41.7%，僅為期貨商(88.5%)所屬交易人之二分之一。 

 

 

 

 

 

 

 

 

 

 

(六) 小結 

 期交所 2014 年交易量首度突破 2億口，創下 2.02億口之年度最高

量紀錄。2015年交易量續創新高達 2.64億口，日均量為 108.4萬口。 

 在參與者結構部分，目前自然人與法人之交易量比重約分占 50%。

在法人類別中，期貨自營商之參與比重最高，為國內期貨市場第 2

大參與者。 

 在外資部份，近年參與比重持續提升，目前交易量比重約在 10%。 

 在交易人下單方式部分，期貨商所屬交易人採電子式下單之比重亦

逐年增加，2014 年期貨商交易人透過電子式下單之比重已達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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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國內期貨及證券市場電子式交易之交易量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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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人參與者屬性分析 

自然人為國內期貨市場主要參與者，其 2014年交易量占整體市場比重

達 50%。為進一步了解自然人屬性，以分析市場所處現況，供期交所未來商

品設計、市場宣導、政策制訂及研擬各項制度之參考，以下說明自然人參與

者之分析結果。 

(一) 自然人 

1. 依性別分析 

   觀察 1998年至 2014 年期間之男、女性交易人之交易情況，2002年後國

內期貨市場男性交易人之參與比重逐漸增加，女性交易人則呈現遞減。男性

交易人之參與比重由 2002年之 59.4%逐年增加至 2014年之 77%，為國內期

貨市場開始交易以來新高，同期間女性交易人之參與比重則由 40.6%降至

23%，此為國內期貨市場開始交易以來新低。 

 另有關男、女性交易人參與之情況，不分性別，男、女性交易人對期貨

及選擇權商品偏好程度大致相同，最近 10年(2005 年至 2014 年)男性交易人

在期貨及選擇權商品之交易量比重分別為 34%及 66%，女性交易人則分為

35%及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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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依國內自然人性別區分之交易量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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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年齡層分析 

交易量比重 

   依自然人交易人之年齡區分為 5個族群，即 20~29歲、30~39 歲、40~49

歲、50~59 歲及 60歲以上。近年 30~39 歲、40~49歲、50~59 歲及 60歲以

上等 4個族群之交易量仍持續成長，僅有較為年輕之 20~29 歲族群交易量略

有下滑。在交易量比重方面，40~49歲係自然人交易人中之最大參與族群，

2014 年之交易量比重達 32.3%，其次依序為 30~39歲之 26.8%、50~59 歲之

25.2%、60歲以上之 9.7%及 20~29歲之 6.1%。近年來，50~59 歲及 60歲以

上等 2個族群之交易人參與比重逐漸增加，40~49歲者小幅增加，較為年輕

之 20~29歲及 30~39 歲族群之參與比重則呈現下滑。 

    值得留意的是，50~59歲族群之參與比重持續成長，最近 10年之交易

量比重由 2005年之 18.8%增加至 2014 年之 25.2%，同期間 60歲以上族群則

由 6.9%成長至 9.7%，顯示較年長之交易人參與期貨市場之意願日益提升。

反觀，較年輕之 20~29 歲族群，最近 10年之交易量比重由 2005 年之 13.1%

降低至 2014 年之 6.1%，同期間 30~39 歲族群則由 30.6%小幅下滑至 26.8%。 

 以日均量而言，20~29歲族群之日均量在 2004~2014 年約略持平，然

30~59 這三個族群的日均量在 2007年起快速成長，導致 20~29 歲之交易量

比重降低。另一方面，亦受到本國人口結構年輕族群人數變少所影響。 

 由於 20~29歲及 30~39 歲族群係屬較為年輕之世代，應對期貨及選擇權

等新型態之金融商品較具接受度，而該等族群多為網路及社群媒體之高度使

用者，期交所於 2015 年即積極辦理一系列校園宣導活動，包含自第 2~4季

辦理之校園巡迴講座、有獎徵答活動及菁期獎之模擬交易競賽，另辦理博碩

士論文獎助活動及期貨與選擇權最佳論文獎等，希望透過深入校園，達期貨

與選擇權知識普及大專院校之目的。此外，自 2015年 12月起，開放 Facebook

及 Google+，以吸引年輕族群透過善用該等媒介，對較為年輕之交易人族群

進行推廣與教育訓練，以提升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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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居住地區分析 

   以 2014 年 10 月之資料進行交易人居住地區(通訊地址)分析，自然人交

易量佔比依序為台北市(27.7%)、新北市(20.9%)、台中市(12.7%)、桃園市

(8.9%)、高雄市(7.9%)，北部交易量比重明顯高於中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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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自然人參與者之日均量(依年齡層區分，買+賣) 

圖 8：自然人交易量比重(依年齡層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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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觀察 1998年至 2014年期間之男、女性交易人之交易情況，2002年後

男性交易人之參與比重逐漸增加，女性交易人則呈現遞減。此外，依交易人

之年齡層區分，本文將自然人區分為 20~29歲、30~39歲、40~49 歲、50~59

歲及 60歲以上等 5個族群，其中在交易量部分，近年除了較年輕之 20~29

歲交易人交易量未有成長外，其他 4個族群之交易量仍維持成長趨勢。 

    在交易量比重方面，最近 10年 50~59 歲及 60歲以上交易人族群之參與

比重持續增加，40~49 歲者小幅增加。反觀，較年輕之 20~29 歲族群，其在

自然人交易量中之比重由 2005 年之 13.1%大幅降低至 2014 年之 6.1%，同期

間 30~39歲族群則由 30.6%小幅下滑至 26.8%。由於 20~29 歲及 30~39歲族

群係屬較為年輕之世代，理應對期貨及選擇權等新型態之金融商品較具接受

度。考量該等族群多為網路及社群媒體之高度使用者，期交所將加強透過社

群媒體宣導，對較為年輕之交易人族群進行推廣與教育訓練，以提升參與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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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資參與者屬性分析 

    以交易量而言，外資現為期貨市場第 3大參與者，2014 年外資交易量

占期貨市場總交易量之 9.5%，最近 10 年外資日均量(買方加賣方)由 2005 年

之 24,204口增加至 2014 年之 154,877 口，成長率達 540%。在 2014年外資

交易量中，期貨與選擇權兩類商品之交易量頗為平均，分占 52%及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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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外資在國內期貨市場之交易量(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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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平均留倉日數分析 

分析各類交易人的平均留倉日數，目的是了解其交易特性屬長線或短線

操作，以探究交易動機，做為期交所在商品規劃或制度設計的參考。 

說明分析結果如下： 

 各種商品中，以股票期貨之平均留倉日數最長，介於 4至 14日。顯見相

對於其他商品，以個別股票為標的之股票期貨，有較多之避險需求或較

長投資期間之動機。 

 以台股指數類而言，各類交易人在臺指選擇權之平均留倉日數明顯高於

臺股期貨。 

 各類交易人中，以外資及證券投信的留倉日數較長。乃因這二類投資人

有較多之現貨(股票)部位，而有較強的避險動機，此也顯示期貨市場的避

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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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陸股 ETF 期貨」延長交易時段成效分析 

有鑒於本國交易人投資陸股 ETF的比重逐漸增加，加上上海股市與深圳

股市的交易時間到下午 3點。為提供交易人良好的避險與投資管道，期交所

自 104年 7月 20 日起，實施新制度「陸股 ETF期貨延長交易時段」，將原

交易時段 13:45收盤，延長交易時段到 16:15收盤。 

為衡量實施的成效，乃分析交易量、交易商品標的與交易人構成作為參

考，資料期間為 104 年 7月 20日至 10 月 31日。 

(一)  交易量： 

延長時段交易量佔總交易量比值平均為 28.9%，即每日若成交 10張陸股

ETF期貨，有 7張在原交易時段成交、3張在延長時段成交，顯示實施成效

良好。然此為新制上線初期成果，預計後續交易量佔比會逐步升高。 

註 1：縱軸交易量為買賣口數的總合(不包括台灣 50ETF)。 

註 2：2015 年 9/3 至 9/4(抗戰 70 週年)、10/1 至 10/7(國慶日十一長假)大陸休市，致交

易量下降。 

圖 10：陸股 ETF期貨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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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期間剛好遇上大陸的二個假期(抗戰 70週年、國慶日十一長假)休

市，導致上圖有二個明顯下滑的地方，扣除掉這二個假期的交易量如下圖。 

延長時段的交易日均量統計，每日均量為 5382口；若扣除掉上述二個

假期，則每日均量為 5901口，延長時段交易量佔總交易量比值升高到 29.3%。 

 

圖 10：陸股 ETF期貨交易量(不含二個特定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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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易商品標的： 

FB上証佔 74.6%、寶滬深佔 13.9%、其他四個 ETF佔 11.5%。FB上証及

寶滬深亦為現貨市場陸股 ETF相當熱絡之商品。 

 

 

 

 

 

 

 

 

 

 

 

 

圖 12：「陸股 ETF期貨」交易商品標的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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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易人構成： 

在延長交易時段，自然人佔 63.3%、外資及陸資佔 18.6%、期貨自營商佔

8.9%；造市者比例不高，為 7.1%。顯示此新制度符合自然人、外資及陸資、

期貨自營商的需求，合計佔 90.8%。其他則佔 2.1%，包括證券投信 0.9%、

期貨經理及信託基金 0.1%及其他 1.1%。 

 

圖 13：「陸股 ETF期貨」交易人類別比例 

若以台灣 50ETF期貨在正常時段的交易比例為對照(如下表)，可見在延

長時段自然人、外資及陸資交易比例變高(大約為 2倍)，期貨自營商、造市

者交易比例則降低。 

 延長時段 

陸股 ETF期貨交易比例 

正常時段 

台灣 50ETF期貨交易比例 

自然人 63.3% 31.4% 

外資及陸資 18.6% 9.0% 

期貨自營商 8.9% 28.6% 

造市者 7.1% 26.2% 

其他 2.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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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群資料臉書分析 

有別於先前的研究均以期貨市場交易資訊為研究主體，本主題分析社群

平台上的外部資訊，有助於瞭解期貨交易人的想法與意見。 

在研究範圍上，以國人普遍使用的 FaceBook為研究主體。以 Facebook

提供的 Facebook API 為應用程式介面存取資料，並設計一個資料分析平台的

雛形，主要有二個功能： 

(一) 關鍵字搜尋平台(網頁版) 

網頁式的操作界面分成兩個功能，一個是針對關鍵字搜尋符合的貼文，

讓使用者可以查看貼文的內容；另一個則是計算關鍵字在貼文中出現的次

數，以月份為單位採曲線圖的方式呈現，以方便觀察次數的變化。 

圖 14：關鍵字搜尋平台操作界面 

上圖是關鍵字搜尋的功能界面(註：部分內容被隱藏，以維護發言者隱

私)，紅色框格區域用於輸入關鍵字及設定搜尋條件，提供五種可同時設定

的篩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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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鍵字 

(2) 特定專頁或社團 

(3) 正負面情緒 

分成「全部字詞」、「情緒字詞」、「正面字詞」、「負面字詞」

四種 

(4) 排序方式 

分成「以日期最新」、「以按讚數最多」、「以分享數最多」、「以

評論數最多」四種資料顯示的順序。 

(5) 特定時間範圍 

 

上圖是計算關鍵字在貼文中出現次數的功能界面，紅色框格區域一樣是

輸入關鍵字的地方，在使用者輸入特定的關鍵字後，系統會去計算所有貼文

中出現這個字的次數有多少，並且分成關鍵字總出現次數(同篇貼文內重複

出現則重複計算)與貼文出現過的次數(每篇貼文都只算一次)。  

 

 

圖 15：關鍵字搜尋符合貼文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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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斷詞分析平台(使用 R語言) 

使用 R工具來進行中文斷詞，再把斷詞好的關鍵字以文字雲及線圖方式

來呈現。 

 

 

 

 

 

圖 16：文字雲(2015年 1月) 

圖 17：關鍵字「人民幣」的次數曲線圖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