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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interactions of U.S. stock market and the stock markets in the EU countries, Britain, Germany and France

and the correlation of the REITs .The samples index data is from January 1, 2008 to December 30, 2009 and the data is measured

by the E-Views6.0 of statistical software program.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unit root test (unit root test), the U.S. stock

market, Britain, Germany and France shares and REITs are stationary after the first difference. In the Cointegration test, Error

Correction model and the Granger test, we can see that the stock mark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Germany are linked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U.S. stock market plays a leading influence. Therefore we may refer to the U.S stock market when we will invest

in stock markets of these countries .The stock markets in British, Germany have a equilibrium integrative relationships in the with

REITs between a long-term and dynamic relationships in the short-term, Thus they can be used as investment information; while

the stock market in the U.S and the REITs in United Kingdom, Germany, France, REITs have no obvious relationships to each

other. It is not significant. And the French stock market and the REITs have no obvious influence, too. Therefore the information

can not be effectively predicted in the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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