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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之目的在於藉由評估相似環境下之臺、日不動產信託之風險、績效，明瞭何者為較佳之投資對象，及不同之風險評估

法是否會造成差異。本研究以J-REIT及REITs為研究樣本。以一年期日資料及上市至2006年12月30日之週資料進行風險及

績效之評估。 結果發現，日資料下95％信賴區間內可結合EWMA及GARCH模型做一檢驗，以避免誤判風險；99％信賴區

間下以GARCH模式評估較佳。整體績效表現最佳為(NBF)，台灣樣本則散佈在中間至後段之間。週資料下，95％信賴區間

內日本樣本以GARCH模型為佳，台灣樣本則以EWMA為主；99％信賴區間下，日本以GARCH模式較佳，台灣樣本則

以EWMA為佳。績效較穩定為(JLF)，台灣樣本皆散佈於中間至後段之間。若以類型區分，則辦公大樓型於日、週資料下優

於住宅型；商場型則在週資料下優於住宅型，其餘無明顯差異。

關鍵詞 : 日本不動產投資信託 ; 台灣不動產投資信託 ; 指數加權移動平均法 ; GARC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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