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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美國與日本、台灣，探討美國股市對於日本、台灣股票及REITs 市場的影響，並選取2006 年1 月1 日

至2010年5 月31 日間於台、日兩國掛牌上市的REITs 商品(J-REITs、T-REITs)以及同時間內台、日兩國股市之大盤指數作

為研究樣本，來探討美國股市與台、日兩國在事件前後股票市場及REITs 之交互影響，以便了解這兩項金融商品，也期望

有助於提昇投資人對於股票市場及REITs 市場的投資績效。 本研究主要是利用 E-Views6.0 軟體，分析美國股市與台、日

兩國股票市場及REITs 之間的關係。首先對樣本資料進行Chow檢定，將資料分割後，對分割的資料進行分析，最後再使

用因果關係檢定和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分析驗證迴歸模型之結果，最後歸納出美國股市與台灣、日本股票市場及REITs 

之間的關係。 實證結果顯示，在事件發生前後，美國股市確實影響台、日兩國股票市場及REITs 市場，而事件本身也確實

對美國股市和台、日兩國間的關係造成改變，雖然影響的程度不太相同，但也說明次級房貸事件對於美國股市和台、日兩

國股票市場及REITs 市場影 響相當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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