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鎳價對台灣不銹鋼公司股價之影響度研究

黃淑美、劉文祺

E-mail: 365419@mail.dyu.edu.tw

摘 要

製造業最主要的變動成本是原物料，不銹鋼產屬於資密 製造業最主要的變動成本是原物料，不銹鋼產屬於資密 製造業最

主要的變動成本是原物料，不銹鋼產屬於資密 製造業最主要的變動成本是原物料，不銹鋼產屬於資密 集的 產業。不銹鋼

原料中鎳、鉻佔成本集的 產業。不銹鋼原料中鎳、鉻佔成本集的 產業。不銹鋼原料中鎳、鉻佔成本集的 產業。不銹鋼原

料中鎳、鉻佔成本集的 產業。不銹鋼原料中鎳、鉻佔成本70 ~80 %，單價 ，單價 比鉻高 5~65~65~6倍，因此鎳價將影響

不銹鋼行情。研究以單根及 倍，因此鎳價將影響不銹鋼行情。研究以單根及 倍，因此鎳價將影響不銹鋼行情。研究以單

根及 向 量自我迴歸模型為研究方法，探鎳價對不銹鋼類股之影響。 自我迴歸模型為研究方法，探鎳價對不銹鋼類股之影

響。 自我迴歸模型為研究方法，探鎳價對不銹鋼類股之影響。 自我迴歸模型為研究方法，探鎳價對不銹鋼類股之影響。 

自我迴歸模型為研究方法，探鎳價對不銹鋼類股之影響。 自我迴歸模型為研究方法，探鎳價對不銹鋼類股之影響。 自我

迴歸模型為研究方法，探鎳價對不銹鋼類股之影響。 本研究以臺灣不銹鋼企業為對象，並蒐集英國倫敦金屬交易 本研究

以臺灣不銹鋼企業為對象，並蒐集英國倫敦金屬交易 本研究以臺灣不銹鋼企業為對象，並蒐集英國倫敦金屬交易 本研究

以臺灣不銹鋼企業為對象，並蒐集英國倫敦金屬交易 所鎳現貨價格和臺灣不銹鋼類股進行分析。研究採用日資料， 所鎳

現貨價格和臺灣不銹鋼類股進行分析。研究採用日資料， 所鎳現貨價格和臺灣不銹鋼類股進行分析。研究採用日資料， 

所鎳現貨價格和臺灣不銹鋼類股進行分析。研究採用日資料， 所鎳現貨價格和臺灣不銹鋼類股進行分析。研究採用日資料

， 所鎳現貨價格和臺灣不銹鋼類股進行分析。研究採用日資料， 所鎳現貨價格和臺灣不銹鋼類股進行分析。研究採用日

資料， 研究期間為 2006200620062006年 7月 7日至 2012012012年 6月 29 日，實證結果發現 日，實證結果發現 日，實證結

果發現 日，實證結果發現 :鎳現貨價格與不銹鋼股具關聯性，領先類一 鎳現貨價格與不銹鋼股具關聯性，領先類一 鎳現貨

價格與不銹鋼股具關聯性，領先類一 鎳現貨價格與不銹鋼股具關聯性，領先類一 日，呈正向變動。

關鍵詞 : 不銹鋼、股、鎳價、單根、VAR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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