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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之目的為比較國內外共同基金之資訊揭露與風險因子對投資績效與流量之影響，因此選取與臺灣之投資環境較相似之

日本基金為研究樣本。以ADF單根檢定、落後期數選取法則、Granger因果關係、縱橫資料迴歸模型和最小平方法進行分

析。

其結果發現，臺灣基金：一、規模愈大、淨值愈小或成立期間愈久之基金，其淨流量成長率愈高。二、長期利率愈低、利

率期間結構利差愈高、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愈高、經濟成長率越高或失業率越低，基金投資績效愈佳。三、長期利率愈高

或利率期間結構利差愈低，基金淨流量成長率愈高。

日本基金：一、規模愈大之基金投資績效愈佳。二、規模愈大或淨值愈小之基金，淨流量成長率愈高。三、長期利率愈高

、匯率變動率愈高、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愈低和經濟成長率愈低，基金投資績效愈佳。四、匯率變動率愈低、工業生產指

數變動率愈高、經濟成長率愈高或失業率愈高，基金淨流量成長率愈高。

關鍵詞 : 共同基金、投資績效、縱橫資料迴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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