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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以亞太地區REITs連動債券和全球債券基金為樣本，先算出在兩年樣本期間內各個樣本的風險、報酬。 再

以Sharpe、Treynor和Jensen績效指標來評估各樣本之績效，再進行相關分析，最後採用Markowitz投資組合理論，將樣本進

行投資組合分析，找出最佳之投資組合。 研究發現全球債券基金在最佳組合之權重比例中佔的比例極大，顯示其投資報酬

較亞太REITs連動債券佳，但因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讓最佳組合之報酬並不顯著，也以此提供投資人作為日後投資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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