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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在人民幣匯率上的預測方法不多，因此，本研究嘗試用新的研究方法，即灰馬可夫鏈理論預測人民幣，且人民幣是管

制匯率，因此，在與新台幣作一比較，比較管制匯率與非管制匯率在此模型上哪一種預測較理想。 在本研究中，研究方法

有GM(1,1)預測模型、灰馬可夫鏈模型和灰馬可夫鏈模型的修正模型，並做預測值的MAPE之比較。 此研究發現，在人民

幣與新台幣的匯率預測上，在Lewis平均絕對值百分比誤差（MAPE）預測能力等級分類上，灰馬可夫鏈模型可以被作為預

測新台幣模型。

關鍵詞 : 人民幣 ; GM(1 ; 1) ; 灰馬可夫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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