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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日、週交集的指數平滑異同移動平均線指標(moving averag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MACD)對七大工業國與

亞洲新興國家股價指數是否具有預測能力。本研究發現如下：一、使用本指標，在18個股價指數中有12個市場有顯著的預

測能力，包含美國道瓊工業、那斯達克100、東證一部、德國、法國、義大利、加拿大、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台灣、

香港等市場。二、應用日、週、日與週交集MACD指標，能偵測到有效的買點，其中以亞洲新興市場為較佳。三、在預測

能力方面，單一日、週MACD指標以亞洲新興市場為較佳，而日與週交集MACD指標卻以七大工業國有較好預測能力。四

、3個指標都適用於馬來西亞市場，皆呈現一致性顯著的獲利。

關鍵詞 : 技術分析、效率市場、指數平滑異同移動平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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