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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題目 

組員 1、組員 2、組員 3、組員 4、組員 5、組員 6 

指導老師：ＸＸＸ 

摘要 

台灣航空運輸的發展，民國 60 年代以前相當遲緩，60 年代伴隨著經濟的成長

開始快速發展，尤其 70 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島內鐵、公路城際運輸系統運能不足

的情形日趨嚴重、政府實施「開放天空」政策、民眾對於時間價值的改變、以及

業者對於兩岸民航商機預期等因素，民用航空市場遂以驚人的速度蓬勃發展。 

一、緒論 

1-1 研究動機 

近年來，社會大眾所掌握的資金逐漸增加，就連一般人都有足夠的資金可供

利用。然而，儲蓄所得的利息已無法滿足現階段物價的漲幅，加上政府鼓勵民間

投資，因此，一般民眾增加許多的投資機會，如：股票、共同基金、債券、不動

產…等。然而，一般大眾通常將資金投資於證券市場上來獲取最高的報酬，因其

是最直接的投資方式。由於風險與利潤是成正比的，所以在最低風險下獲得最大

的利益，是我們所應該考量的。新世紀的投資工具－共同基金正符合我們的需求。

然而，影響共同基金的主要因素莫過於淨值、績效及基金經理人，由於一般學術

界對於基金績效評估的文獻與研究已有諸多的琢磨，所以本專題小組僅對於基金

經理人加以探討。而基金經理人的操盤能力是我們選擇一位優秀基金經理人時的

主要考量因素，基於此因，本研究將基金經理人的操盤能力列為此次研究的主要

課題。 

1-2 研究目的 

隨著許許多多的消息及資訊散佈，諸如總體環境的政治因素、景氣循環；市

場因素的利率、貨幣；產業因素的行業景氣、法令措施；公司因素的盈利…等。

要如何讓投資人能有最適的股票選擇。 

本研究的目的有三： 

1. 彙集過去國內共同基金、股票的相關資料，加以分析、整理並歸納出影響投

資的主觀及客觀因素，將其歸類和定義。 

2. 利用 Excel VBA 設計撰寫一人性化的介面系統，以最淺顯易懂的方式表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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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提供投資人一個股票選擇的模式，讓更多人能了解它並擅用它，如此將

可針對不同的投資人做合適的選擇策略，並提供其相關資訊，以期獲得最大

利益。 

經由以上幾點，本研究以基金經理人的角度來探討，配合模糊理論分析，使

之在選擇投資時，應如何選購股票及如何配股，做一最佳組合策略，期望能夠提

供一般大眾及基金經理人作為在投資選擇時的參考依據。 

二、研究方法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方法有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問卷及 Excel VBA

介面設計四大部分： 

主題方向研討

主題相關資料
收集

主題相關課程知
識分析

主題實施可行性
分析

擬 定 主 題

收集相關資料

資料處理分析

結論與建議

模糊理論 層級分析法

建立程式介面

問卷設計

問卷分析

 

圖一  專題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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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糊 AHP 模式 

Buckley（1985）之模糊 AHP 模式，針對計算每一模糊成對比較矩陣之模糊

權重，對於權重過低之要素進行刪除（詳見陳月香，2000），其模糊 AHP 運算流

程如下： 

（1） 建立層級架構 

針對所欲決策之問題，依據其特性逐一分解，第 0 層為最終目標，第一層為

影響最終目標之決策要素，第二層為影響第一層決策要素之次要素，最終層為可

選擇的替代方案。 

（2） 設計專家問卷 

根據所建立層級架構，將決策要素以語意形式設計成專家問卷，問卷分成兩

個階段，第一階段先設計決策要素與影響決策要素之次要素的兩兩比較問卷，第

二階段待刪除過低權重要素後，再完成其他層級要素之比較，此問卷的主要特色

為當答題者遇不確定或不知道的問題時，可不必作答，以增加決策之精確性。 

表一  語意措辭轉換表 

語意措辭 
極 重 要 重   要 普   通 不 重 要 極不重要 

極   佳 佳 相   同 差 極   差 

模 糊 數 (8,9,10) (3,5,7) (1,1,1) (1/7,1/5,1/3) (1/10,1/9,1/8) 

（3） 設計專家問卷 

根據所建立層級架構，將決策要素以語意形式設計成專家問卷，問卷分成兩

個階段，第一階段先設計決策要素與影響決策要素之次要素的兩兩比較問卷，第

二階段待刪除過低權重要素後，再完成其他層級要素之比較，此問卷的主要特色

為當答題者遇不確定或不知道的問題時，可不必作答，以增加決策之精確性。 

(12pt 表名置於上方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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