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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當今國內對於全球共同基金與投資型保單群組互相比較其投

資風險與績效之研究較少，普遍缺乏投資績效與風險性之探討，

本研究以全球共同基金與投資型保單連結基金群組為研究對象，

並以常態分配下，變異數－共變異數法之標準差法，與考量基金

報酬率之變異數會隨時間改變的GARCH(1,1)模式，來個別求算基

金之風險值(value at risk)。並採用巴塞爾協會銀行監督委員會(BIS)

在1996 年所提出的回溯測試法(back testing)來檢定風險值的正確

適當性。再利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來探討基金的投資報

酬率與風險間的關係。

於探討四群組55 支樣本，分析兩年四個月的日資料後，分析出四

群組及55 支各個樣本基金的投資績效與驗證其風險值衡量模型

外，且對投資人及後續研究者提出相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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