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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藉由CAPM模型、二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總體經濟因子模型及多因子資產訂價(APT)模型，探討對台灣不動產

投資信託(T-REIT)具解釋能力之模型及因子。最後利用GARCH模型來探討台灣不動產投資信託(T-REIT)報酬的變動是否

會隨前期之波動所影響。實證結果如下： 1.二因子模型及多因子資產訂價(APT)模型對台灣不動產投資信託(T-REIT)整體

具有較強 的解釋能力；淨值市價比溢酬對台灣不動產投資信託(T-REIT)整體的超額報酬具有較強 的解釋能力。 2.台灣不

動產投資信託(T-REIT)超額報酬的變動會隨前期之波動所影響。 3.在各實證模型中，對台灣不動產投資信託(T-REIT)最具

解釋能力之因子為淨值市價比 溢酬。

關鍵詞 : 台灣不動產投資信託(T-REIT)、資產定價模型、GARCH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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