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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使用VAR模型加以探討棉花期貨價格對臺灣棉紡及聚酯加工絲上市公司股價之影響，資料期間為民國96年2月至101

年6月。經過嚴謹的實證過程後，得到如下的結論：棉花期貨價格不論是對棉紡織公司或替代品聚酯加工絲公司股價，大

致上皆領先一日呈正向變動，具有指標性的作用。

關鍵詞 : 棉花期貨價格、紡織類股股價、單根檢定、向量自我迴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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