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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s domestic mutual funds in the global investment policy group and compare

their investment risk and performance research less，A general lack of investment performance

and risks of exploring, this research to the global mutual funds and investment-

type insurance policy link fund group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normal distribution,

the variance - covariance method standard deviation method, and consider the fund

returns variance changes over time GARCH (1,1) model, to individual funds calculating

VaR (Value at Risk).And adopt 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Society

(BIS) in 1996 raised back test (Back Testing) to test the correct VaR appropriateness.

Re-use of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 to discuss the Fund's investment rate of

return and risk relationships.

Explore the four groups in 55 samples, analysis of two years and four months of

the date information, analysis of four groups and 55 different samples of the Fund's investment

performance and verification to measure the value of its risk models, and on

investment and follow-up study From the submission of recommendations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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