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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檔台股高息 ETF 從 2007 年 12 月成立以來，當時規模約 30 億，受益人數約

3000 人，然資產規模從 2019 年 315 億開始逐年翻倍，截至 2024 年 2 月底，

來到約 2687 億，受益人數也從 2019 年底約 17 萬人成長至 2024 年 2 月底突

破 106 萬人，成為台灣最夯的 ETF 產品。台股高息 ETF 發展至今 15 個年頭，

回顧其發展沿革史，可見台股高息 ETF 產品設計上有持續精進與進步。從指數編

製規則設計上來看，從最早期僅專注於成分股高現金殖利率的核心價值，近年來

相繼融入其他特色而日漸多元，在第一道篩選核可的標的成分上，增加選股基本

面體質的品質，強化股票池的穩健性，而最後在關鍵選股的策略上，更是從預測

股利率、歷史股利率篩選，演進到依據當下股利率精準卡位高股息標的，此外，

指數調整的頻率與週期、指數成分配置權重及市場胃納量也開始做出不要樣了設

計。從產品規格設計上來看，發行價格從標的指數的某一個比例到 20、15 元，

甚至是 10 元來降低投資人單買一張的投入門檻，另 ETF 收益分配的頻率從年配

息、半年配、季配息演進到月配息，甚至做到月配息但領息時點不同。台灣高股

息 ETF 產品的演進一次一次地去改良、優化，每一次的改變都能一點一點地為投

資人解決痛點及滿足投資人的收息需求。時序來到 2024 年，最新一代的高息

ETF，除了進一步配置台灣異於美歐的除權息周期，以提升股息空窗期的績效為



目標外，亦有在決定成分股的關鍵步驟，加入其他的因子考量的作法，目的都是

冀讓投資人在選擇高息 ETF 上能享有更高的 CP 值與滿足其投資需求。 

 

台股高息 ETF 優化方向 成效 

選股範圍的擴大 增加挑選到高息標的的可能 

基本面門檻的提升 提高選股池的平均體質 

提高決定成分股的股息率精度 準確挑選高息率標的 

指數調整加入台灣除權息周期的考量 配適台灣特有環境 

收益分配頻率提高 平滑受益人息收金流 

IPO 金額下降 降低投資人進入門檻 

加權方法增加股息外的考慮因素 讓績效走勢產生差異性 

 

據統計，台股 ETF 於 2023 年底總規模已衝上 1.4 兆元，當年度年增率高達近 8

成，其中又以台股高息 ETF 貢獻最多，光是台股高息 ETF 規模就年增超過 4868

億元，來到 8526 億元，年翻 1.3 倍，占台股 ETF 比重約 60%。高息 ETF 在 2023

年再度竄紅一波，時至今日，截至 2024 年 3 月，台股 ETF 總規模約 1.85 兆元，

台股高息 ETF 規模已逾 1.3 兆，高息 ETF 占比已達 70%，深受台灣投資人的喜

愛。 

 

高息 ETF 指數的編制主要以「現金股利分配狀況」去決定成分股與權重，核心價

值須具兩大要素，第一是成分股以股利率做關鍵的挑選標準，第二則是挑完成分



股後的權重配置，目的是幫助指數在除息旺季可以盡可能的獲取現金股息。雖然

各種高息 ETF 名稱都稱為「高股息」，但「魔鬼藏在細節裡」，不同的篩選成分

股機制，會讓高息 ETF 的股利率、報酬率與波動率差很大，因此才衍生出代代更

迭的台股高息 ETF 演進史，以下將時間來論述各年代的台股高息產品設計之主

要特色。 

 

首先，台灣首檔高息 ETF 指數於 2007 年底問世，選股範圍為台灣 50 指數和台

灣中型 100 指數之上市公司，採用 I/B/E/S 資料庫中的「預測」現金股息來推算

股利率，選取排名前幾大的標的作為成分股並以該現金殖利率作為加權方式，直

至 2016 年市場僅此一檔高息 ETF。2017 年起，開始有業者也相繼持續投入高

息 ETF 市場，其以挑選高息股作為核心，但卻採用市值加權的方式，以致在整體

現金股息率的配置效率不彰，未能有效提供出股息率的狀況下，市場的接受度有

限。所以 2017 年到 2020 年間，市場雖有高息產品陸續成立，但還是由第一代

的高息 ETF 持續稱霸市場。 

 

直到 2020 年，開始出現指數編製規則以根據「過去」公司配息紀錄選股並採用

了現金殖利率加權，有別於元老級的傳統高息指數著重公司「未來」可能配發的

股息，並在基金產品規格的設計上，有別於過去基金常以 20 元作為初次募集的

發行價格，採取 15 元的訂價策略，此外配息頻率從年配改為季配，開啟台灣的



季配息時代。如此，降低進入初次募集單張 ETF 發行價格門檻並提升配息頻率的

策略推出，即受到市場青睞，規模得到快速的成長，使之能與第一代的高息 ETF

分庭抗禮。然而，但因其採用的選股指標為歷史殖利率，並不是最終的宣告股利

率，若因當年產業獲利基本面產生變數影響配發股利能力，就有可能使股利率產

生落差的情況。與第一代採用預測股息率的方法一樣，在捕捉高息股的準確率上，

都還有提升空間。再加上其母體範圍為MSCI台灣指數，檔數較少且偏向大型股，

以致高息標的的可選擇範圍較小，指數殖利率的向上空間有限。 

 

2022 年高息 ETF 於指數編製規則的發展又有了新的變化，開始用「宣告」股利

率取代參考「歷史」或「預測未來」的方式，在每年 5 月依已公告的現金股息，

推算當年的股利率並進行排序，選出排名前幾大者為成分股，這樣的作法讓當年

度是真正高息股票(簡稱”真高息”)之指數問世，且換股時間跑在除權息旺季之

前，得以更精確的做到卡位高息的效果，但延續過往一貫的調整框架，指數在下

半年會再使用一致的方式來進行選股及換股，唯股利率計算的方式變成預估的方

式。但台股的除權息周期特殊，10 月以後，台股就進入股息配發空窗期，一方

面下半年的換股動作仍有與明年高息股標的精準度不匹配之虞，以致再次年年中

仍須再作出換股動作，另一方面則是在此段時間由於市場沒有股息可領，以致股

利率加權在此期間並無法發揮效果，相對可惜。 

 



2023 年，開始有高息 ETF 搭載「月配息」機制的基金規格，除此之外，在選股

門檻上也提高了基本面的影響，並且僅在 6 月做出換股動作，大幅地降低指數調

整會產生的成分股替換，但該 ETF 追蹤的指數成分股只侷限在科技股，若遇到像

過往航海王、金融股風光發放股利的狀況，就可能與這些「真高息」個股失之交

臂，進一步的也會壓抑指數的整體殖利率表現。同年，亦有產品以配適台灣財報

周期的方式，強化了基本面的選股，採用多因子架構進行選股及加權，並且在除

息旺季後，降低股息率因子在模型中的影響，緩和該因子股息空窗息的不效率，

但配適年報使用時間的調整落在四月，尚有 10%-20%的企業尚未公告當年股息，

故尚未宣告股利的標的僅能用預估股息作為代理變數。 

 

觀察台灣高息產品的演變，高息 ETF 不斷層層迭代解決投資人痛點與滿足投資

人的需求，以達更符合穩定存股的需求。但要遇到像去年「存股變飆股」的行情

可不是年年有，買高息 ETF 要回歸投資本質，倘若一昧注重高股利率，可能無形

中忽略指數總報酬表現。2024 年，高息 ETF 開始針對過去各類高息的產品優勢

進行去蕪存菁，指數選股邏輯採用當下股利率，且不對產業進行設限，並且提高

基本面的門檻，強化了成分股的基礎體質。此外，針對台灣的除權息周期進行了

調整期的優化，在五月底進行換股調整，讓指數能夠精準卡位高息標的，而在股

息空窗期間，突破過往在年底仍採股利選股及股利加權的框架，另尋以提升總體

績效目標的調整方式，以採用動能因子進行權重調節，在保有投組延續性的同時



亦能提高權重效益，讓指數保有核心的高股息目標之餘，仍得以兼顧總報酬的表

現。在基金規格方面除了採用月配息機制，更是利用收益分配評價日的時間差，

讓投資人可以自組配置周周領息金流的 ETF 組合。同年，更是有借鑒巴菲特的投

資理念，引入自由現金流的篩選條件，並在前端的基本面篩選門檻設立多面向規

則，強化了成分股的綜合體質。並在將進入門檻往下一個門檻，推出 10 元的 IPO

價格。2024 年甫推出的新一代高息 ETF，易受到市場的高度青睞，募集規模接

連突破歷史紀錄。 

 

高息 ETF 發展至今，已不再滿足於只擁有「高股息」，在指數設計上的著墨越

來越深，不論是如何去更精確地捕捉高息標的、配適台灣的除權息周期、或者

提升體質的穩健性、加入其他的有效因子多已開始往多樣化發展。而在基金產

品規格上，除了進入門檻的降低、配息頻率的提高，甚至是調整收益分配的評

價時程，做出領息時間的差異化，都是台灣高息 ETF 的進化軌跡。然而，仍須

提醒投資人的是，別看到「高股息」三個字後就見獵心喜，停、看、聽還是必

需的，標的指數是所有 ETF 的靈魂，編製規則的合理性及有效性反映的結果即

是指數表現，若賺了股息卻需以總報酬率打折做代價，那就仍得衡量一下兩者

對自身的孰輕孰重。且即使高息產品間成分標的內容相似或重疊，但由於指數

調整方法論、調整落點與頻率、或股票加權方式不同，其所呈現的整體報酬與

風險樣態也所有差異，投資人須審慎評估。另外，投資 ETF 要看淨值跟市價的



對照，當市價大於淨值過高，溢價太多就是買貴了，尤其在基金規模較小或是

流動性較差的 ETF 比較容易發生，投資人還須特別留意。 

 

最後，台灣高息 ETF 市場蓬勃發展，產品琳瑯滿目，投資 ETF 不再只是無腦投

資，投資人需要事前做好功課，了解各類高息產品之特色與差異後，選擇適合

自己的產品來進行投資。 

 

台股高息 ETF 指數沿革進程 

  除權息旺季 股息空窗期 

年份 產業限制 年中選股條件 年中加權方式 年底選股條件 年底加權方式 

2007 不設限 預測股利率 股利率加權 預估股利率 股利率加權 

2020 不設限 歷史股利率 股利率加權 歷史股利率 股利率加權 

2022 不設限 當下股利率 股利率加權 預估股利率 股利率加權 

2023 僅科技股 當下股利率 股利率加權 不換股 不動作* 

2024 

不設限 當下股利率 股利率加權 不換股 動能調節權重 

不設限 

當下股利率+

多因子 

股利率加權 

當下股利率+

多因子 

股利率加權 

資料整理：統一投信 

註*：依投資上限的權重調整非必然發生之調整，不另列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