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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以在國內銷售的台灣與美國之單一國家債券型基金與總體經濟變數之關聯。以單根檢定、共整合檢定

、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衝擊反應函數、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與GARCH對樣本資料做檢測與分析。研究期間為1998年1

月至2005年12月止共96筆月資料。實證結果歸納如下：(1)台灣與美國之各變數均屬於整合級次為I(1)之時間數列資料共整

合檢定結果顯示台灣、美國單一國家債券型基金與總體經濟變數之間呈現長期穩定的均衡關係。(2)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

得知台灣的利率、匯率領先台灣單一國家債券型基金；美國的失業率分別領先美國單一國家債券型基金。亦即當台灣、美

國的總體經濟變數出現變化，台灣、美國單一國家債券型基金也會跟著產生變化。(3)衝擊反應函數的實證顯示，台灣單一

國家債券型基金受到工業生產指數及股價指數的衝擊最大；而美國單一國家債券型基金受到股價指數的衝擊最大。(4)預測

誤差變異數分解結果得知，十二期及二十四期以利率解釋能力最高。在美國部份，各期皆以失業率影響美國單一國家債券

型基金的解釋能力最高。(5)GARCH模型檢定結果得知，台灣單一國家債券型基金不僅受到前期之非預期波動的影響與衝

擊，且存在波動叢聚的現象，符合GARCH之模型假設。上述結果可作為一般投資者、法人與基金管理者進行投資決策時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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