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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討歐債風暴前後台、港股價指數與總體經濟變數(消費者物價指數、利率、匯率、貨幣供給)之關聯。以單跟檢定、

共整合檢定、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向量自我迴歸模型對樣本資料做檢定。以2007年5月2013年4月共六年為研究期間，結論

歸納如下： 台、港於歐債風暴前後，值得投資人注意的是，股價指數受到匯率之前一期影響在歐債風暴前後呈現正負反

轉(股價指數與匯率之關聯於歐債風暴前為負相關)。 台、港總體經濟變數間之因果關聯於歐債風暴後較弱。 歐債風暴前後

台、港股價指數香港股價指數均受到自身前期之正負向影響，彼此間均無因果關聯性。

關鍵詞 : 歐債風暴、股市、總體經濟變數、單根檢定、共整合檢定、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向量自我迴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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