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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香港金融市場為外資進入中國市場的窗口，其資金流動鉅額且快速，而在不動產證券化的過程裡，需要的就是有健全

的金融體系和完備的法令配套。因此研究香港房地產投資信託(H-REITS)，可為未來中國不動產證券化市場開放後的投資

借鏡。本篇在長期研究上利用變異數-共變異數法來進行風險值評估；另一方面，定期方向透過Markowitz的MV投資組合

理論找出最佳投資組合及投資比例。實證結果發現：1. 在績效評估方面，長期以TLT-(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整體績

效表現最佳，定期以A-定期之(TLT)的整體績效表現最佳。2. 在風險值(VaR)評估方面，風險值(VaR)最大皆為TLT-(領匯房

地產投資信託基金)，而Delta-Normal模式估算的風險值為可被接受的程度高於Delta-Normal GARCH模式所估算的風險值

。3. 在最適投資組合中，各組合皆能有效分散風險，而投資者可檢視自身之風險偏好類型，選擇合適之投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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