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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r financial system is facing a variety of problems in recent year, including , national bank competition, etc. The government

pursued financial improvement. It’s the best chance to refresh the real estate in Taiwan, an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problems,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has carried out for years in foreign countries. Recently,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Trust has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aiwan since the interest rate is too low, making investers seeking for other targets to

invest. The trend of REAT will keep going. July 23rd 2003, after formally execute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separating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into REITS and REAT,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ratified 6 cases of REITS before May 31st. There are 2

kinds of REAT, Creditor's Right and Sale. There are 3 cases ratified in Creditor's Right REAT. So far the government ratified

4cases in Sale REAT.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execution of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in

Taiwan by interviewing consignee of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and to solve the problems about the disadvantages of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After the execution of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it became an important policy which can improve real estate market

in Taiwan and enhanc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 unvesters in Taiwan,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is a brand newq

product.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in Taiwan is still a start of a race, this research will provide the investers basic knowledge of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and the report can be a reference of investing Real Estate Securitization product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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