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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上市公司為取得資金更有彈性，並增加國際知名度，國際化已是避免不了的趨勢，因此公司在募集資金工具需多樣化

，上市區域也遍及全球各地；也因為國際化，使得世界成為一共同體，各國之間聯動性也跟著提升，而到美國發行託憑證

便成為台灣上市公司國際化的管道之一。 本研究為探討美國存託憑證與標的股股價二者之關係，研究期間自各公司企業發

行美國存託憑證掛牌日至2002年12月31日，使用灰關聯模型，以2002年11月間為灰關聯期間，而2002年12月間為預測期間

，利用外生變數美國存託憑證轉換後股價來預測標的股股價，使用的模型為灰預測GM(1,2)模型，並使用類神經倒傳遞網

路預測模型，輸入變數為：美國存託憑證價格、?率，輸出變數為標的股股價。 實證結果顯示，台灣標的股股價受到前一

期美國存託憑證轉換後價格之影響最大，而利用美國存託憑證等變數來預測標的股股價，不管是灰預測GM(1,2)模型或倒

傳遞類神經預測模型，都有不錯的預測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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