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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探討影響國內股票型基金週轉率之因素，研究期間自西元2003年1月至2011年12月止，針對國內股票型

基金之買進週轉率、賣出週轉率及平均週轉率來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顯示，本期報酬率減少的基金相較於報酬率增加的

基金會有較低的週轉率，也就是經理人在業績壓力下會採取較為積極的投資行為；當期大盤績效不論是對買進週轉率、賣

出週轉率或平均週轉率皆有顯著的正相關關係存在，也就是當大盤指數上漲時，投資者會有較熱絡的交易行為，經理人可

以頻繁的變化投資組合。另外，當定期定額扣款人數增加或當月申購總額增加時，此三項週轉率也會跟著增加；而當月贖

回總額增加時，買進週轉率、賣出週轉率或平均週轉率皆會減少。此外，規模大的基金多半較規模較小的基金擁有較低的

週轉率。

關鍵詞 : 股票型基金、週轉率、買進週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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