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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選取於2000年9月至2010年8月有足夠淨值資料之12檔生技醫療基金及9檔拉丁美洲基金，作為研究的對象，並計算

其月報酬率，加以探討各基金之績效表現及分析基金經理人之擇時能力。衡量基金之投資績效方面，採用廣為大眾使用

之Jensen’s Alpha指標，並運用Treynor and Mazuy模型與Henriksson and Merton模型加以評估共同基金之擇時能力。12檔

生技醫療基金以Jensen's Alpha衡量投資績效方面，無任何一檔基金之投資績效「顯著」優於MSCI Pharm/Biotec price index

之市場報酬。在分析擇時能力方面，不論是TM模型或HM模型，此12檔生技醫療基金之 並無「顯著」為正數，其結果均

顯示：整體而言，生技醫療基金經理人並不具有「顯著」擇時能力。9檔拉丁美洲基金以Jensen's Alpha衡量投資績效方面

，無任何一檔基金之投資績效「顯著」優於MSCI EM Latin America Price Index之市場報酬。在分析擇時能力方面，不論

是TM模型或HM模型，此9檔拉丁美洲基金之 並無「顯著」為正數，其結果均顯示：整體而言，拉丁美洲基金經理人並不

具有「顯著」擇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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