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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台灣加入WTO，經濟的自由化、國際化，金融商品也趨勢於多元化，而金融商品也隨之興起活絡，而不動產為總體

經濟火車頭，由於房地產已經沉寂了一段時間，又景氣迴轉，不動產更加活絡交易，而台灣於民國92年7月所三讀立法通

過「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更使不動產事業燃起希望，而使得不動產更能細小化、證券化及流通於證券市場，但是因為空

有法條而無具體措施，和配套措施，使得空有商品而無人問曉，故本研究以專家者及一般投資大眾角度，利用德菲法的專

家訪談結果，其對於未來商品的因素多數一致性趨於市場資訊性、流通性及優惠性，再透過一班投資者的問卷調查，利用

交叉分析及Logit模型分析，其對於購買意願和證券化商品因素及總體因素有顯著性，而購買不動產受益證券型態，則比較

趨於投資信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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