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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黃金期貨及美元指數期貨來代表黃金市場及美元匯率市場，資料期間以1985年11月至2006年3月共245筆資料，進

行相關之單根檢定、共整合檢定及向量自我迴歸模式分析。主要目的探討黃金期貨與美元指數期貨數列是否達定態，是否

存在長期均衡關係，並透過衝擊反應分析與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探討黃金期貨與美元指數期貨間之動態影響過程。結論

歸納如下： 經過Ng-Perron單根檢定，兩數列具單根現象即皆為非定態。進行共整合檢定得知數列具共整合關係，然後進

行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之建構。得知黃金期貨領先美元指數期貨較美元指數期貨領先黃金期貨的時間為長。黃金期

貨受其自身遞延項與美元指數期貨遞延項影響程度較高且為負向，美元指數期貨的受影響程度較低，可說是美元指數期貨

擁有較強的價格發現功能。 黃金期貨的衝擊反應對自身較大而對美元指數期貨相對並不顯著，其累積效果對自身有顯著的

正向效果，對美元指數期貨具有負向效果。美元指數期貨的衝擊反應對本身較大，對黃金期貨價格為負向反應，其累積效

果美元指數期貨本身具有正向的效果，對黃金期貨具有負向的效果。而由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黃金期貨由自身所解釋的

比例較大約皆在90﹪左右，而美元指數期貨預測誤差變異數由自身所解釋的大約皆在99﹪左右；顯示美元指數期貨的自發

性非常高，不容易受外生變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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