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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r government has proven the law of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in Jun 2001. This law is to orient the universal banking toward

”large and composite” We use 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to analyze the economies of scope of the E. Sun Financial

Holding Co. Then, use the historical simulation to compute the VaR of E. Sun Financial Holding Co.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f

VaR. From the analysis result of this study： 1.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E. Sun

Financial Holding Co. approaches the economies of scope. 2. From the analysis result of this paper, the E. Sun Financial Holding

Co. had more VaR and more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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