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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主要探討美國之利率、匯率、通貨膨脹率、失業率等風險因子與新興工業國家（台灣、香港、中國、南韓、新加坡

、印度、巴西、墨西哥、希臘、南非）之美國存託憑證的交互影響，藉此分析結果，期盼可以提供投資者作為投資決策影

響性評估的參考，或學術單位的參考研究方向。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一、經過因果關係檢定，利率對於南韓之美國存託憑證多為相互影響關係，且領先台灣及印度之美

國存託憑證，影響十分顯著；在共整合檢定上，大多存在長期均衡關係；而誤差修正模型方面，大多為負相關。二、經過

因果關係檢定，匯率領先墨西哥之美國存託憑證，顯示匯率對於新興工業國家之美國存託憑證，存在著影響力。三、通貨

膨脹率與新興工業國家之美國存託憑證，大多有領先趨勢或具有雙向回饋關係，可提供有效預測趨勢，也存在長期均衡關

係，投資美國存託憑證，可參考通貨膨脹率；在共整合檢定上，大多不存在共整合關係；而誤差修正模型方面，大多為負

相關。四、失業率對於印度之美國存託憑證，處於領先關係；在共整合檢定上，大多存在長期均衡關係，顯示失業率會帶

動美國存託憑證的影響；而誤差修正模型方面，大多為正相關。

關鍵詞 : 風險因子（Risk Factors）、因果關係（Granger Causality）、共整合檢定（Co-integration Test）、誤差修正模型

（Error Correc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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