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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次貸風暴問題為2007年熱門話題，其引起之金融海嘯危機也在多位學者研究下證明對衍生性金融商品造成嚴重影響，而台

美兩地股價的波動亦具連動性，因此本研究欲以結構性轉變檢定檢驗次貸風暴之時點是否對台美單一國家股票型基金淨值

產生結構性改變，以單根檢定、共整合檢定、向量誤差修正模型、預測誤差變異分解等研究方法分析自1998年至2008年12

月之總體經濟變數與台、美單一國家股票型基金的月資料，透過建立虛擬變數以觀察其短期影響與長期均衡關係之變化。

研究發現，次貸風暴確為投資美國之單一國家股票型基金帶來結構性轉變，而其長、短期影響之改變，相較於不受影響之

台灣單一國家股票型基金更為劇烈。透過分析動態關聯的變化可以發現領先指標的改變，並了解金融商品淨值變化在金融

風暴後來自何變數的衝擊又或是改變。

關鍵詞 : 次貸風暴、結構轉變點檢定、虛擬變數、向量誤差修正模型、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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