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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 Fama and French(2000) 模型估計企業獲利的可預測程度（Profitability forecasting ability）。並利用1981至2006年上市

公司為樣本，探討研究發展支出（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廣告支出（Advertising expenditure）、公司規

模（Firm size）、財務槓桿（Leverage）、產業集中度（Industry concentration）以及電子產業（Electronic industry）對於公

司獲利的可預測性是否有顯著的影響力。本文獲得以下發現。一、電子產業企業獲利的均數復歸係數大於非電子產業公司

。二、小規模公司的均數復歸係數大於大規模公司。三、高財務槓桿的公司均數復歸係數較低財務槓桿公司更為強烈。四

、高產業集中度公司的均數復歸係數小於低產業集中度公司。由以上幾點發現可知，當公司面臨的競爭程度較高時（電子

產業、小規模、低產業集中度），企業獲利的均數復歸現象越顯著，也與傳統經濟理論的預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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