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and Stock Indices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before and after E

陳聖彤、陳美玲

E-mail: 386783@mail.dyu.edu.tw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around Taiwan, Hong Kong stock index an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consumer

price index, interest rate, exchange rate, money supply) of the association. With a single test, cointegration test,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tests done on the sample data. In May 2007-April 2013, total of six years of study, the

conclusion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aiwan, Hong Kong before and after the debt crisis in Europ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investors, the stock index by exchange rate effects before a presentation before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negative reversal (stock price

index and the exchange rate associated with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before a negative correlation).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causal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associated with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and weak. European debt crisis around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stock index stock index are subject to their own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early, there was no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Keywords : European debt crisis、stock、macroeconomic variables,、Unit root test,、Cointegration test、Vector error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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