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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亞洲四小龍風險因子與連動債之間的關聯性，並選取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之連動債券與台灣、

香港、韓國、新加坡之匯率、利率(隔夜拆款利率)、通貨膨脹率、工業指數作為研究樣本，並利用E-Views6.0計量統計程式

軟體進行研究。 由實證結果發現，在單根檢定(unit root test)中，連動債與四小龍匯率、利率、通貨膨脹率、工業指數在經

過一階差分後皆達到定態。在共整合檢定、誤差修正模型與因果關係檢定中，可知股權連動型商品主要受到匯率、利率、

通貨膨脹率的影響而產生價格上的波。 因此，在投資股權型連動債時可參考各國匯率、利率、通貨膨脹率，在這些風險因

子中又最容易受到台灣匯率的影響，而工業指數對股權型連動債則不具參考價值。亞洲四小龍風險因子多落後利率型連動

債或互不影響，無法對利率型連動債進行有效預測因此投資時較無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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