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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你的交易策略–技術指標的整合和開發 

Design your Trading Strategy: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Indicators 

中文摘要： 

技術分析是許多投資人在股票市場操作的主要依據之一，主要藉由過去

的交易價格和成交量來決定後續的操作方式。然而過多的交易指標資訊

常常讓投資人無從判讀，最後反倒是容易落入人云亦云的困境。本計畫

將帶著學生認識三種常見的技術指標類型，包含趨勢指標、擺盪指標和

波動指標，說明技術指標的經濟內涵和相關的理論依據；接著透過績效

回測系統的建立，測試各個指標的可行性和穩定性；除此之外，藉由不

同技術指標的買賣訊號整合，培養學生開發並設計屬於自己的交易策

略，藉此培養交易紀律和風險管理的觀念。 

 

關鍵字：技術指標、交易紀律、績效回測系統、風險管理 

 

英文摘要： 

Technical analysis is one of important trading strategies for many investors in 

stock markets. It applies historical prices and trading volume to decide the 

trading rules. However, the investors have trouble in judging their strategies from 

a great amount of trading indicators, so they finally follow the herd. This plan 

will tak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three kinds of well-known technical 

indicators, including trend indicators, momentum oscillator indicators, and 

volatility indicators. We will explain the economic concepts and relevant 

theoretical linkage, and then build a performance backtesting system to test the 

practic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echnical indicators. In addition, we cultivate 

students to design personalized trading strategies by integration of the buying 

and selling signals from different technical indicators, and develop the concepts 

of trading discipline and risk management.  

 

Keywords: Technical indicator, Trading discipline, Performance backtesting 

system, Risk management. 



一、 報告內文 

1. 研究動機與主題目的 

    (1)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動機 

 

    投資是一個令人著迷的學門，伴隨著年金改的議題，許多人認知做好退休

財務規劃，除了可以彌補將來可能形成的財務缺口之外，亦可協助實踐人生的

夢想目標。目前市面上充斥著各種不同的投資理財書籍，然而對於多數投資人

而言，除了須考量個人本身的風險偏好之外，仍須分辨報章媒體資訊的真偽，

似乎難以從中覓得合適的投資策略。本課程希望藉由數據分析和實作演練，協

助學生建立屬於自己的交易策略，並依此建立良好的交易紀律。 

    技術指標可說是投資最熟悉的投資工具之一，然而大學的課堂卻很少正式

並有系統的討論其有效性，經常聽到的常是在效率市場的假說下，藉由價格和

成交量編製而成的技術指標，沒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然而身為將來金融從

業人員的學生，畢業後仍必須面對技術指標的難題，故本課程計畫希望可以透

過嚴謹的經濟價值，介紹不同技術指標的適用性，並希望更進一步協助學生開

發屬於自己的技術分析指標。 

 

    (2)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題及研究目的 

 

    本課程的計畫主題為「設計你的交易策略–技術指標的整合和開發」，除

了介紹主流的技術指標之外，更重要是要整合不同技術指標的買賣訊號，協

助學生開發屬於自己本身的交易策略。由於個人的風險屬性與偏好的不同，

在投資策略的選擇上，也常常會產生差異，如何找到屬於自己且有效的交易

策略式投資上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應逢甲大學推行的 CDIO（Conceive、Design、Implement 和 Operate）

教學模式，本課程將引導學生構思屬於自己的交易策略，應用所學的技術分

析的工具和經濟意涵，重新打造新的交易策略，並透過嚴謹的實證分析和回

測，檢驗其穩定性和有效性。由於學生初期可能不熟悉技術指標的操作，所



以在操作上，我們將先以分組方式進行，透過分組討論合交易策略的腦力激

盪，讓學生可以熟悉交易策略的實作技巧。 

    此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研究目的有三：1. 培養學生數據分析的基本技

巧；2. 回到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模式，藉由 CDIO 的教學模式，協助學生建

立屬於自己的交易策略和邏輯；3. 建立具延續性且可應用性的學習教材，以

利後續教學研究的進行。 

2. 文獻探討 

      在學術研究上，技術分析常常鏈結到市場效率性的討論，就執行層面

而言，即是去探討引入適當的檢定統計資料所形成的買賣訊號，是否能幫

助投資人賺取顯著的正報酬。關於技術分析的討論，可以參考 Park and 

Irwin (2007)的著作，其回顧過去技術分析獲利能力的證明，但是大部分的

實證研究受限於檢定程序的問題，如資料的挖掘，和事後的交易策略的選

擇、風險估計的困難以及交易的成本。然而實務界仍傾向以技術指標去預

測市場，相對學術界的立場，產生很大的背離。其他關於技術分析的實證

討論可參考 Lo, Mamaysky, and Wang (2000)、Wong, Manzur, and Chew 

(2003)和 Mitra (2011)。 

      技術分析是一種用過去的價格、交易量、公開利率，來預測價格走勢

的一種方法，而價格移動的趨勢往往取決於投資人對於經濟變化，貨幣政

策的改變，以及政府政策的實施，進而所產生心態上的改變。 

      文獻上將技術分析簡單分成兩類：型態分析（含波浪理論）和指標分

析。前者是純粹用價格資訊的圖形來判斷未來的趨勢；後者主要則是價格

數學式來預測未來的走勢。由於型態分析的討論上容易受到主觀因素的影

響，故本課程計畫將限定在指標分析的討論。在指標的採行上分成三類：

趨勢指標（移動平均線和 MACD）、擺盪指標（威廉指標、乖離率、相對

強弱指標和隨機指標）和波動指標（ATR 和伯尼節通道） 

      趨勢分析是很多成功的交易程式的基礎，而價格移動的長期趨勢主要

是受到一些基本的因素影響，如政府的政策、利率、匯率、貿易等等。長

期的趨勢分析也較能與總體經濟做結合，如央行調降利率用來促進經濟發

展、壓低匯率來增加出口。但在新興市場的趨勢就沒那麼明顯，價格的變



化很大，常會有暴漲暴跌的現象發生。隨著電腦發展的越來越成熟，使用

的越來越普遍，分析人員開始將經濟上的基礎分析結合價格和交易量，進

而產生新的指標。 

      學術界常使用收盤價作為分析的對象，但是技術分析指標則是大量使

用最高和最低價，例如相對強弱指標（relative strength index，RSI）、

MACD（moving averag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隨機指標（stochastic 

line，一般稱為 KD 指標）和平均真實變幅（average true range，ATR）等

等，所以真實市場價格的代表性和技術指標的成敗息息相關。 

     本課程希望透過模組化的操作來檢視各類技術指標的有效性，這也是嚴

格執行交易紀律的方法之一，藉此亦可測試交易系統歷史回測的穩定性；

藉由不同技術指標的買賣訊號整合，培養學生開發並設計屬於自己的交易

策略。 

 

 3. 研究方法 

   (1) 研究設計說明 

   說明：請依據研究主題進行研究設計的詳述，內容包含教學目標、教學方

法、成績考核方式、各週課程進度、學習成效評量工具等。 

 

     『設計你的交易策略–技術指標的整合和開發』將做為大三『投資與程式交

易』的重要課程內容，安排在以下課程計畫表中的第 4-6 週和第 10-18 週課程中，

詳細課程計畫書請參考表 1。 

表 1：投資與程式交易課程計畫書 

*教學目標 

本課程在於協助學生瞭解財務資訊和數量分析的基本概念，學習如何利用

Excel 軟體來記錄、彙整和分析財務資訊。主要內容包含：財務資料庫簡

介、Excel（包含 VBA）操作，資料庫管理以及投資績效回測系統的建

置。透過本課程的訓練，可以協助學生建立屬於自己的財務資料庫，熟悉

EXCEL 操作和 VBA 程式設計，讓程式協助執行自己的想法並養成良好

的交易紀律。 

*教學方法 

本課程將採用 CDIO 的教學模式，並透過以下方式進行： 

1. 課堂講授 

2. 電腦教室實作演練 

3. 分組討論和分享 



*成績考核方

式 

課堂討論：30% 

分組作業：50% 

期末個人報告：20% 

*課程進度 

請簡述每週(或每次)課程主題與內容，自行依照所需增減表格 

週次(堂次) 課程主題 內容說明 備註 

1 課程簡介   

2-3 
財務資訊來源和

財務資料庫 

介紹數個具公信力的財務資

訊來源和校內已採購的財務

資料庫 

 

4-6 
Excel 函數和

VBA 簡介 

介紹基本 Excel 函數、巨集

錄製和 VBA 程式設計 
 

7 
基本分析和基本

財務指標 

介紹基本分析的概念和常用

的財務比率 
 

8-9 
建立財務資料庫

和選股系統 

透過財務比率評分篩選合適

投資標的 
 

10-12 
技術分析與技術

分析指標 

介紹常用的趨勢指標、擺盪

指標和波動指標 
 

13-15 績效回測系統 
建立回測系統、進行交易分

析與結算 
 

16-18 
交易策略的開發

與測試 

透過設計思考方式協助學生

建立交易策略 
 

*學生學習成

效 

1. 熟悉 Excel 和 VBA 的操作 

2. 建立屬於自己的財金資料庫 

3. 了解基本分析和技術分析在台灣的適用性 

*學習成效評

量工具(如前

後測、學生訪

談、問卷調查

等) 

教學問卷（學校調查）和學生意見回饋（課堂蒐集） 

*其他補充說

明 

(如課程參考

網址) 

台灣經濟新報 

Bloomberg 

Yahoo/finance 

 

  



 (2) 研究步驟說明 

  A.研究架構 

 

 

 

  

研究背景與動機 

相關文獻之回顧 

技術分析 

趨勢指標 擺盪指標 波動指標 其他指標 

資料蒐集與整理 

回測分析和交易策略擬定 

結論與建議 



B.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本課程所討論的交易策略暫不考慮可能引發的交易成本，讓

學生專注於交易策略的擬定。 

 

C.研究範圍 

說明：請陳述該課程教學擬投入的範圍，如課程範疇、教材選用、教學資

源應用、評量方式採用，或社群教師與協作實踐方式等相關規劃。 

 

    技術指標的建構上主要依循 Kaufman (2005)的定義方式，其它將參考

主要投資書籍的定義和分析方式，統整各個指標的經濟意涵，作為整合和

擬訂交易策略的參考依據。 

 

D.研究對象 

說明：請針對擬教學之對象，進行特質與學習背景分析。  

 

    本課程的對象將以大二學生為主，考量其對交易策略較無完整概

念，相對容易建立正確的投資觀念，並可以用更客觀的方式觀察各個交

易策略的表現。 

 

E.研究方法及工具 

說明：請針對研究目的與問題，陳述將採用何種研究方法及工具進行資

料蒐集與分析，以有效檢視其教學研究之成效。  

 

    由於技術分析的型態分析不易執行，而且也不容易產生一致的買賣

訊號，為了避免過多主觀因素的影響，故本文將以容易判斷買賣訊號的

技術指標做為測試的訊號，在分類上可區分為趨勢指標、擺盪指標和波

動指標，本文在技術指標的建構上主要依循 Kaufman (2005)的定義方

式，依序分述如下： 

1. 趨勢指標（trend indicator）：移動平均線和 MACD 

趨勢指標的交易原則為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移動平均線（moving average, 



MA）是其中最廣被採用的，令 tP 為收盤價
1資料，若要建構 5 日平均線，

則可利用以下公式求得： 

       
5

5

1 2 3 4 1

1

1
( )

5
t t t t t t t i

i

MA P P P P P P     



                             (1) 

    由上述公式可知，期數越長（長期平均線），MA 前後筆資料的差異

越小，以 MA5 為例，重疊部分則有 4 期（ 5 5

1 5( ) / 5t t t tMA MA P P    ）；

由於長期平均線前後筆資料重疊部分多，故變化較短期平均線平緩。在買

賣訊號的判斷上，則是利用長短兩條平均線2之交叉點來界定。若短期平

均線向上穿過長期平均線，為買進訊號，稱為黃金交叉；若短期平均線向

下穿過長期平均線，為賣進訊號，稱為死亡交叉。 

    然而移動平均線存在兩個主要問題：平均加權和期數的選取，前者是

由於離現在越遠，所具有的權重應該越小；後者則是長短期的期數認定仍

需個別判斷，故本計畫將透過指數加權平均（exponential-weighted moving 

average，EMA）的方式來進行修正，EMA 的計算方式為： 

      
1(1 )t t tE P E                                                (2)3 

其中𝜶 為平滑因子（smoothing factor），範圍須介於 0 至 1 之間，一般會

令
2

1n
 


（也可以代入其他數，須透過回測過程進行篩選）。 

    除移動平均線外，本研究所採用的另一個趨勢指標為 MACD

（Moving Averag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這是利用快速和慢速

兩條指數平滑移動平均線（EMA），計算兩者之間的差離值（DIF），

再利用 DIF 和 DIF 平均值（MACD）的聚合和分散徵兆，判斷買賣時

機。 

                                                      
1股價資料會受到除權息的影響，投資人應該使用調整後股價資料。 

2長期和短期平均的界定：長短期的界定因資料而異（指標參數），須透過測試。 

3在執行上會先假設
1 1E P ；

2 2 1 2 1(1 ) (1 )E P E P P         ； 

3 3 2 3 2 1

2

3 2 1

(1 ) (1 )[ (1 ) ]

     = (1 ) (1 )

E P E P P P

P P P

     

   

       

   
，依此類推，故其權重將會呈現指數遞減的

狀態。 



    首先令
1(1 )t t tE P E     4，一般在快速 EMA 和慢速 EMA 的計算

上會分別採行 12 日和 26 日，其中 12 日的 EMA 的
2

13
  ；26 日的

EMA：
2

27
  。接著計算 12 26

t t tDIF E E  ，其中 12

tE 和 26

tE 分別表示 12

日和 26 日的 EMA，最後計算 MACD： 

 
1(1 )t t tMACD DIF MACD                                    (3)5 

    由於 MACD 屬於兩次平滑（double smoothing），但是平滑因子並未

受限制（兩次的平滑因子不一定要相同），可透過回測過程修正，上述的

數字 2/13、2/27 和 2/10 僅作為參考。在買賣訊號的判定上為：DIF 向上穿

過 MACD 宜買進；DIF 向下穿過 MACD 宜賣出。 

 

2. 擺盪指標（momentum oscillator）：威廉指標、乖離率、相對強弱指

標和隨機指標 

和趨勢指標不同，擺盪指標的交易原則為物極必反，即當市場呈現過度樂

觀時，應逆向操作，反之亦然。其中威廉指標（Williams %R）為當中代表

指標之一，一般用%R 表示，亦可視為市場的心理指標，主要用於判斷大盤

走勢，並無特別理論基礎，一般採用的計算基準為 12 天，計算方式為： 

      12 日的威廉指標： 12% tR =
12

12 12

H

t t

H L

t t

P P

P P




× 100                        (4) 

其中分母的高低價差可被視為波動，分子部分為收盤價距離最高價的距離，

可視為賣方的力道。 

    威廉指標數值越大，表示目前收盤的價位是相對的低點；反之，則為高

點。一般買進時機為 12 日的%R 高於 80；賣出時機為 12 日的%R 低於 20。 

接著介紹乖離率（Bias），這個指標利用股價和平均線之間的距離判斷買

賣點，其計算方式為： 

                                                      

4亦可利用需求指數（demand index，DI=
2

4

H L

t t tP P P 
）代替收盤價（

tP）。 

5一般會建議計算 DIF值 9日的指數平滑移動平均線，求出 MACD，其中
2

10
  。 



     ( ) /t t tBias P MA MA                                             (5) 

其中 Bias 越大，表示目前收盤價高於平均價格的數值越大。一般買賣判斷

方式為：乖離率 > 7%，表示目前價格過高，投資人想獲利了結，建議賣出；

若乖離率 <  -7%，股價可能會反彈，建議買進。 

    相對強弱指標（Relative Strength Index, RSI）為最廣被使用的擺盪指

標，其交易原則為利用股價上漲和下跌的相對力量來判斷買賣點。令 N 日

RS=N 日平均上漲幅度/N 日平均下跌幅度，則相對強弱指標（RSI）可表

示為： 

      100-(100 /1 )RSI RS                                            (6) 

    根據 Welles Wilder Jr. (1978)測量結果，當 n=14 時，指數最具代表性。

他指出當某證券的 RSI 升至 70 時，代表該證券已被超買，投資者應考慮出

售該證券。相反，當證券 RSI跌至 30 時，代表證券被超賣，投資者應購入

該證券。 

    最後本文所採用的擺盪指標為隨機指標（KD，stochastic line），其原

理乃結合相對強弱指標和指數平滑移動平均線的概念，本質上類似隨機波

動的形態，可協助了解短中期的行情走勢。KD 指標在計算上需先求算未

成熟隨機值（Raw Stochastic Value，RSV）： 

     100
L

t t
t H L

t t

P P
RSV

P P


 


                                            (7) 

其中分子表示今天收盤價和過去一段期間最低價的距離，顯示多方的力

道；分母為過去一段期間的高低價差，表示波動。一般計算 RSV 時，採

用 9 日作為基期。 

而 K 值和 D 值的計算方式為： 

     1

1 2

3 3
t t tK RSV K                                                (8) 

     1

1 2

3 3
t t tD K D                                                   (9) 

其中 K 值為快速隨機指標，為 RSV 的 5 日 EMA；D 值為慢速隨機指標，

為 K 值的 5 日 EMA。故隨機指標和 MACD 相同，也是屬於兩次平滑的應

用，雖然如此，但是兩者的買賣訊號的判定上，仍存在很大的差異。KD



值介於 0~100 之間，一般認為 80 以上為超買區；20 以下為超賣區；50 則

為多空平衡點。買賣訊號則為：K 值向上突破 D 值，且 KD 值皆大於 20

為買入訊號；K 值向下跌破 D 值，且 KD 值皆小於 80 則為賣出訊號。 

 

3. 波動指標：ATR 和伯尼節通道 

    和一般統計所採行的波動指標不同，技術分析常透過高低價差來描述

價格的變動程度，其中平均真實變幅（Average true range，ATR）為描述

的方式之一。首先計算變幅： High Low

t tRange P P  ，而考慮隔夜效果

（overnight effect）的真實變幅（TR）則可表示成： 

      True range= 1 1( , ) ( , )H C L C

t t t tMax P P Min P P                            (10) 

    而平均真實變幅則是透過指數加權平均的概念（對真實變幅取指數加

權平均）求得，一般採用 14 天的平滑因子（ 2 /15  ）。 

    另一個的波動指標則為伯尼節通道（Bollinger Bands，BB），在計算

上，一般先求算 20 天的移動平均線，接著取上下兩倍的標準差（）作

為通道的上下界，期許在正常的情形下，價格皆能落在 MA + Kσ 和

MA − Kσ 之間，在標準差的計算上，也可透過 ATR 代替6。 

 

F.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計畫在實證執行上將以台灣股票市場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由於技術

指標在預測上乃基於過去商品的供需變動，在研究對象應盡量採用指數或

權值股，所以本計畫將以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和 OTC 指數日資料作為主要

研究對象，資料皆可由台灣經濟新報（TEJ）資料庫取得。 

 

G.實施程序  

 

1. 講授基本投資觀念 

2. Excel 和 VBA 的操作 

                                                      
6 變幅可被視為波動性的代理變數，Parkinson (1980)指出變幅可作為標準差的代理變數。 



3. 建立屬於財金資料庫 

4. 技術分析在台灣的適用性 

5. 技術指標整合與分析 

6. 建立屬於自己的技術指標 

7. 交易策略回測與回饋機制 

 

教學現場的問題 

- 商管學院學生多數對撰寫程式產生畏懼。 

- 學生對跨領域學習產生誤解。 

- 修課學生的初始知識和能力差異。 

- 程式學習的過程中難以堅持。 

- 無合適教材，教師須自行編製上課講義。 

 

 

 

  



建議與省思 

- 做好開課前的課程溝通（充分揭露訊息）有助於課程經營。 

- 跨領域分組有助於學生與不同領域學生進行交流。 

- 教學的過程中鼓勵學生多多嘗試，建立學生自信心。 

- 作業（動手練習）是學習程式的關鍵，應適時適量安排。 

 操作流程圖 

- 定期的進行教學分享有助於教學成效的提升。 

 教師教學成長社群、教學論壇 

- 投資實務課程建議適時引入業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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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 

 

1.  <線上問卷填寫> 作為課程分組的依據（回應修課學生結構問題） 

- 請問你對投資的看法，為何修習這門課程？ 

- 過去是否曾經修過投資相關的課程？ 

- 曾經有投資的經驗嗎？ 

- 是否曾經有學習程式的經驗（撰寫程式碼） 

 何種程式語言？ 

- 問卷鏈結：https://forms.gle/ajjmBvZj6V7BCfaY7 

 

2. 交易策略回測系統 

 

 

  

https://forms.gle/ajjmBvZj6V7BCfaY7


3. 參數最佳化  

根據最佳損益結果，挑選出均線指標所對應長短期天數的設定。 

 

Private Sub CommandButton1_Click() 
  Dim I As Single, J As Single 
  Dim Opti_I As Single, Opti_J As Single, Opti_Value As Single 
   
  Opti_Value = -10000    設定起始值為極大負值 

  Sheets("result").Range("Q64:AK79").ClearContents 
  For I = 64 To 79 
    For J = 17 To 37 
        If Cells(I, 16) < Cells(63, J) Then    不執行短天期>長天期的部分 

          Cells(5, 13) = Cells(I, 16) 
          Cells(5, 14) = Cells(63, J) 
          Cells(I, J) = Cells(5, 12) 
          If Cells(I, J) > Opti_Value Then 
            Opti_Value = Cells(I, J) 
            Opti_I = Cells(I, 16) 
            Opti_J = Cells(63, J) 
          End If 
        Else 
          Cells(I, J) = "-" 
        End If 
    Next J 
  Next I 
  Cells(81, 17) = Opti_Value 
  Cells(82, 17) = Opti_I 
  Cells(83, 17) = Opti_J 
End Sub 
 

 

  



4. 簡易的 GUI 介面 

 

5. 簡易程式交易系統（學生作業） 

 

 

  



6. 數位課程錄製（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