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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台灣加權指數(TAIEX)為研究對象，從現今的技術指標中，去檢驗其預測股市走向的準確率為何，研究中所採用

的是乖離率(BIAS)、擺盪指標 (MACD)、威廉指標(WMS%R)等三個技術指標預測準確性，藉由倒傳遞類神經網路的訓練，

分析大量的歷史資料，來判別股市未來的走勢，同時也探討效率市場假說理論的可靠性。 本研究實驗結果顯示，單一技術

指標結合類神經網路的整體準確率可以達到70%以上的準確率，結合適當的相異指標則可以達到74%以上的準確程度，如

果將容易震盪的平盤區間扣除則可達到83%以上的準確率。 本研究發現，同樣的技術指標不同的參數設定或不同的技術指

標組合對股價走勢預測的準確性會有顯著的差異。本研究提供一個利用類神經網路來最佳化乖離率、MACD以及威廉指標

三種技術指標的股市預測系統，讓股票市場投資者有良好的參考工具來輔助投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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