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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等地區，成年民眾理財認

知與理財行為之差異，以網路發放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回收有效問卷共計 343

份。樣本主要集中在男性較多，年齡層主要集中在 31-40 歲，職業屬性以服務業

為主，最高學歷以大學為主，收入最多落在 30,000~45,000 元之間，每月儲蓄金

額以落在 5,000~15,000 元為主，未婚與無扶養人數者居多，受訪者中 63.56%的

民眾有投資經驗，55.10%的民眾沒有借貸款情形。 

    實證結果發現，不同居住地、職業之成年民眾僅在理財工具選擇上具有明顯

差異，對理財認知則無。不同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撫養人數、個人月收入、

個人月儲蓄以及投資經驗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工具選擇上有顯著差

異，但學歷僅對理財認知的風險認知構面與理財工具的理財行為構面有顯著差

異，其餘構面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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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inancial 

perception and financial behavior of the adult in Yunlin County, Chiayi County, and 

Chiayi City as the subjects. Questionnaires Qurveyd from the Internet, and 343of 

them were valid. Most of the objects were male participants aged 31 to 40. They 

wored in service industry and held bachelor’s degrees, their monthly income ranged 

from 30,000 to 45,000, and the monthly saving ranges from 5,000 to 15,000.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unmarried. Around 64 percent respondents were not in debt. 

The result suggest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inancial tools 

chosen by people of different occupations and in differen residences, while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financial perception. From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such 

as different gender, age, marital status, number of children, monthly income, monthly 

savings and investment experiences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adult choices of 

financial perception and financial tools. The adult with degrees only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financial behaviors of financial tools and risk of financial perception, while 

others did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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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96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台灣經濟蓬勃發展，與韓國、香港、新加坡並稱

為亞洲四小龍。近年來，政府亦積極推動產業創新、經濟改革、金融自由化與國

際化等多項政策，協助台灣各產業突破重圍，使台灣的所有商品可以在世界各個

角落發光發熱。台灣四面環海，雖然天然資源不甚豐富，但嘉南平原卻是重要的

物產來源，嘉南平原位於台灣地理位置的西南部，涵蓋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台南市、高雄市等行政區，土地面積約 4,500 平方公里，20 歲以上(含)成年民眾

人口數達五百萬人以上。其中，雲林縣及嘉義縣為台灣農產品生產較為豐富的產

地，而嘉義市與台南市則多為製造業及工業生產地。 

隨著產業、時代的變遷，面對高度資訊化的社會，人們生活也出現越來越多

的問題，例如：食、衣、住、行、育、樂各種生活開銷不斷提升、民眾對奢侈品

的慾望日益增高、就業瓶頸、青壯年面臨少子化及房屋價格逐年波動、老年人口

屢創新高、銀髮族面臨看病及養老退休金…等，因此，成年民眾對於理財、投資

有其必要性。然而，在政府推動的各項金融改革與創新，金融商品不斷推陳出新，

媒體與報章雜誌理財資訊快速傳播...等外在環境快速改變下，成年民眾對於理

財、投資的管道趨於多元化。而在面臨各國經貿談判衝擊、國際經濟情勢轉變，

是否也會對成年民眾理財、投資行為有所影響。因此，本研究將透過問卷調查的

研究方式，瞭解台灣雲、嘉、南地區成年民眾對於投資理財的認知及行為，如何

有效的利用每一分錢，使每一分錢的效益最大化。 

雲嘉南地區人們生活相對純樸、單純、簡約，通常薪資待遇也不比北部都會

區來的多。許多年輕人為了討生活離鄉背井到都市工作，導致鄉村老年人口逐年

增加。然而都市娛樂產業的興起，年輕人物質慾望及娛樂開銷也逐年增長，而根

據 2019 年內政部官網統計資料顯示，雲嘉南地區成年人口數約 3,335,136 人占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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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總人口數約 1.4 成1，因此，值得我們重視及探討雲嘉南地區成年民眾對於理財

認知及理財行為相關情形。以往相關論文探討及研究都著重於單一行業或單一地

區，而本研究將就不同行業、地區，探討成年民眾對於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希

冀透過本研究可更加了解雲嘉南地區成年民眾理財行為與認知之異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文之研究目的如下所示： 

一、探討雲嘉南地區成年民眾理財認知之現況 

二、探討雲嘉南地區成年民眾對於理財行為之現況 

三、探討不同產業及地區、性別、年齡層、教育程度、生活背景的成年人理財認

知的影響 

四、探討不同產業及地區、性別、年齡層、教育程度、生活背景的成年人理財行

為的影響 

五、分析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成年民眾理財認知及理財行為之差異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將採用問卷問答方式回答下列問題： 

一、成年民眾理財認知情行為何? 

二、成年民眾理財行為現況為何? 

三、不同背景變項對成年民眾理財認知是否有影響性? 

四、不同背景變項對成年民眾理財行為是否有影響性? 

五、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地區的成年民眾理財認及理財行為是否存

在顯著差異? 

 

                                                 
1
 依據內政部民國 108 年 9 月戶口統計速報表資料顯示，台灣地區總人口數為 23,593,783 人、雲

林縣人口數為 682,006 人、嘉義縣人口數為 503,773 人、嘉義市人口數為 267,863 人、台南市人

口數為 1,881,494 人。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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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 

近年來國內相關理財研究甚多，但同時探討不同產業及地區、性別、年齡層、

教育程度、生活背景等變因，對理財認知與行為之文章則相對較少。本研究問卷

調查範圍以雲嘉南地區為主，其中，雲嘉地區包含了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台南市，共 4 個縣市。 

一、研究內容 

 本研究內容以探討歷屆相關文獻及問卷調查之資料為主，藉以瞭解成年民眾

對於理財認知及理財行為的現況與關係，並由收集回來的有效問卷輔以統計

軟體，分析雲嘉南地區成年民眾對於在理財認知及理財行為是否有所不同，

最後針對統計出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二、研究時間 

本研究時間為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所稱成年民眾係指以法律而言，「民法」有明確的「成年」定義，所

謂成年者，就是 20 歲或是未滿 20 歲但已結婚，也算成年。本研究以雲林縣、

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之成年民眾為本文研究對象。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圖如圖 1-1 所示，首先先確認研究主題及研究對象後設立研究背

景與動機且設定研究範圍，進而依據文獻探討中擬定研究架構及假設；擬定研究

樣本及設計問卷題目，確定資料分析法，待正式問卷回收後進行資料分析及依據

最終統計數據出來的結果提出相關結論與建議。本論文總共分為五章節，參照研

究流程逐一撰寫。第一章緒論主要說明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

圍、研究流程；第二章文獻探討，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之理論及相關學術研究；

第三章研究與設計，擬定研究架構及研究假設，並據此設計問卷題目後發放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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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獲取樣本；第四章研究結果統計及分析，經由回收後的問卷進行資料分析法檢

定各量表之信效度，並對實證結果加以說明；第五章結論與建議，依據第四章研

究研果統計及分析結果歸納出結論並提出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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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依據此次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章將進行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相關文獻探討。

本章分三節：理財認知、理財行為、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相關研究，藉由歷屆學

術及相關報章雜誌專欄報導，最後彙整說明理財行認知及理財行為相關之文獻。 

 

第一節 理財認知之定義與範圍 

    理財認知係指一個人一生現金流與風險管控互相搭配從中獲得利潤或損

失。在理財認知的定義上，王傳蒂(2006)提出個人在客觀環境中獲得對於理財相

關事、物的經驗後所產生的評價與標準。詹甯喻(2006)，理財認知係指對於金錢

的管理知識與能力。黃思婷(2010)個人理財中包括認知、情感、行為等心理傾向。

林芳姿(2010)理財認知說明一般人對於金錢管理與判斷力及想法與知識。陳正偉

(2012)研究發現不同地區國小老師在不同性別、年齡、收入等因素下對於理財認

知有不同的評價與看法。 

    綜觀上述學者的論述，本研究中的理財認知探討範圍分別為：主觀看法、理

財規劃看法、理財興趣、風險認知。 

(一) 主觀看法 

個人針對理財相關事、物直接反映出的想法，不須考慮是否正確，全依自我

認知。 

(二) 理財規劃看法 

個人設立理財目標及執行理財計畫的看法。 

(三) 理財興趣 

個人對於理財事、物的興趣與蒐集理財相關資訊與交流等。 

(四) 風險認知 

    針對個人對於理財可能衍生出的風險與報酬瞭解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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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理財行為之定義與範圍 

    目前學術界對於理財行為的定義上較無嚴謹的定義，張真卿(2000)係指積極

賺取所能賺的錢並計畫性的花費。Garman and Forgue(2000)理財行為係指如何將

有限的資源下獲取最大的效益。高朝梁(2006)理財行為係指實際進行個人理財活

動。鐘立薇(2007)狹義的理財行為通常只稱之為投資行為；而廣義的理財行為包

含儲蓄、投資、融資、保險等。台灣金融研訓院(2003)理財行為係指個人與家庭

的收入與支出之管理。楊昌隆(2003)理財行為係指經由會計方法衡量出個人財務

況狀，並設立短、中、長期財務計畫，透過現金流與風險管理達到財務目標。 

    綜觀上述學者的論述，本研究中的理財行為探討範圍分別為：理財目標、財

務收支習慣、理財計畫、理財工具選擇。 

(一) 理財目標 

個人在經歷人生每個階段有不同的理財目的，如累積財富、家庭開銷、避稅

或資產配置、退休生活等。因此在每個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理財目標。 

(二) 財務收支習慣 

學習理財前需了解自身財務狀況因此可透過平日記帳的習慣了解到個人的

財務狀況及存款。 

(三) 理財計畫 

透過理財計畫可檢視自己的資產組合及風險管控。 

(四) 理財工具選擇 

在經濟發展快速金融商品不斷推陳出新投資者在選擇理財工具時，應理智操

作理財工具及注意衍生性風險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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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相關研究 

 國內學者以往相關論文探討及研究都著重於單一行業或單一地區，而本研究

將就整理出近年相關研究表如下表 2-1： 

 

表 2-1 近年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相關文獻一覽表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王傳蒂(2006) 

個人理財觀對理財規劃

影響之研究-以台北地區

國小老師為例 

台北地區國小教師 

鐘立薇(2007) 
金錢態度以及風險容忍

度對理財行為之影響 
台灣民眾 

林芳姿(2010) 

台北地區國小教師理財

認知、退休理財規劃與理

財行為之研究 

台北地區國小教師 

張瓊嬌、杜佳錞、 

陳美伶、黃棠翌(2011) 

理財知識、金錢態度與個

人特質對消費者理財行

為之影響 

北部某科大學生 

楊梅鈴(2011) 

國軍人員理財認知、理財

行為及退休理財規畫之

研究-以中部地區為例 

中部地區國軍人員 

陳正偉(2012) 

國小教師理財認知與財

行為之研究-以台北與嘉

義地區為例 

台北與嘉義地區國小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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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傳蒂(2006)研究後發現國小教師對於理財觀念整體而言偏為正向。在理財

觀中對於理財興趣偏低。對於不同的個人背景及個人理財觀念有顯著的差異。且

男性教師比女性教師對於理財興趣及退休制度與規劃觀念較高。研究發現國小教

師以銀行存款、基金及儲蓄險為主要投資工具。對於國小教師實際已規劃退休後

生活開銷之人數約一半比例。總體而言，國小教師個人的理財觀念對於理財目的

及選擇的投資工具與退休規劃等三方面理財規劃行為有顯著的影響。 

    鐘立薇(2007)研究後發現金錢態度以及風險容忍度對於儲蓄均無顯著的影

響。其中金錢態度-權力-名望對於借貸者行為有影響及金錢態度-權力-名望與保

留-時間及風險容忍度對於投資行為有顯著的影響。林芳姿(2010)研究後發現大多

數台北地區的國小教師都有正確的理財認知，瞭解獲利與風險關聯性。但因受到

台北地區人口背景條件影響，台北地區國小老師對於理財興趣並不高，且對於投

資行為也相對比一般社會大眾來的保守。多數以銀行存款、購買投資保單及基金

為主要投資行為。 

    張瓊嬌、杜佳錞、陳美伶、黃棠翌(2011)研究後發現北部地區某科大學生性

別對於理財行為有顯著的影響。在婚姻、年齡及教育程度等背景變項中對於整體

理財行為皆有顯著的差異。楊梅鈴(2011)研究後發現大多數國軍都有正確的理財

認知，且對於選擇投資工具也相對比一般社會大眾來的保守。且會因為個人背景

條件因素的不同對於退休看法也有所不同。  

 陳正偉(2012)研究後發現台北地區國小老師與嘉義地區國小老師理財認知

與理財行為差異並不大，且大多數國小教師都有正確的理財認知。但會因個人不

同的背景條件因素對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均有顯著的影響。但不同的學歷對於理

財認知及理財行為並沒有顯著的影響。 

    綜整上述文獻，影響成年民眾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的因素有許多，且依個人

的背景變項的不同，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具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性。本研究將以此

內容作為研究依據，探討在不同的背景變項下，雲嘉南地區成年民眾理財認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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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行為。以往相關論文探討及研究都著重於單一行業或單一地區，而本研究將

就不同行業、地區，探討成年民眾對於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希冀透過本研究可

更加了解雲嘉南地區成年民眾理財行為與認知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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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與設計 

     

 本章主旨在說明如何設計問卷及實施發放之情形。以瞭解雲嘉地區成年民眾

對於理財認知及理財行為之現況，並從中探討不同地區、行業、性別、年齡等因

素成年民眾對於理財認知及理財行為是否有差異性。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次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瞭解會影響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的因素

有許多，其中包含個人背景、區域等變項，本次研究欲探討成年民眾的背景變相

是否會對理財認知及理財行為有顯著影響，以及不同區域的成年民眾對於理財認

知及理財行為的現況是否有差異性。經由問卷調查取的第一手資料，並利用統計

方法分析，以獲得結果。以了解各變項之內涵並探討變相間的關係。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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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為探究不同背景變項對雲嘉南地區成年民眾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是否存在

差異，根據文獻可知，一般人的理財觀念會因為行業別、年齡、性別、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等不同對於個人理財觀呈顯著的差異。基此，本文之研究假設如下所示： 

假設一：不同居住地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不同性別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不同年齡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假設四：不同婚姻狀況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假設五：不同扶養人數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假設六：不同學歷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假設七：不同職業別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假設八：不同個人月收入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假設九：不同個人月儲蓄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假設十：是否有投資經驗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假設十一：是否有貸款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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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文依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製成「個人理財認知量表」與「個人理財行

為量表」，並據此發放問卷進行實證分析。問卷內容涵蓋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

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個人理財認知，第三部分為個人理財行為。相

關內容分述如下： 

一、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在了解受訪者個人背景資料變項，包括居住地、性別、年齡、婚姻

狀況、撫養人數、教育程度、職業別、個人月收入、個人月儲蓄、個人投資經驗

以及貸款與否等，共計 11 項。 

二、個人理財認知 

 個人理財認知量表旨在瞭解雲嘉南地區受訪者之理財認知狀況，內容包括理

財的主觀看法、理財規劃的看法、理財興趣和風險認知四大構面。此量表以李克

特量表為基準設計，5 代表「非常同意」，4 代表「同意」，3 代表「有點同意」，

2 代表「不同意」，1 代表「非常不同意」。但在風險認知構面中，最後一題(D4

題)為反向題型，其計分方式與上述相反。表 3-3-1 為理財認知量表，內容分為四

大構面十五題項，其中，主觀看法題目分類為 A，有 A1、A2 和 A3 等三個題目；

理財規劃的看法則為 B，有 B1 到 B4 等四題；理財興趣為 C，有 C1 到 C4 等四個

題目，風險認知則為 D，有 D1 到 D4 等四題。 

 

表 3-3-1 理財認知量表 

構面 編號 量表題項 

主觀看法(A) A1 我認為現代人，應重視理財規劃 

A2 我認為年輕時有理財規劃，退休後才有穩定的生活 

A3 我認為應及早開始理財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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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規劃看法(B) B1 理財要設定短、中、長期目標規劃 

B2 理財規劃是長時間進行的工作，需有耐心。 

B3 不同的理財規劃，需要選擇不同的理財工具。 

B4 可委託專業人士協助我進行理財規劃 

理財興趣(C) C1 投資前，我會先蒐集了解相關知識。 

C2 我對投資理財充滿興趣與熱忱。 

C3 我經常閱讀財經相關資訊。 

C4 我經常與人分享討論理財的知識和經驗。 

風險認知(D) D1 我在投資理財時，會考量風險程度。 

D2 我投資如果有損失，能以平常心看待，長期持有或

停損停利。 

D3 我了解投資報酬率愈高伴隨的風險也愈高。 

D4 我在投資前只考量商品的報酬率，不在意風險高低。 

 

三、個人理財行為 

 個人理財行為量表旨在瞭解雲嘉南地區受訪者之理財行為，內容包括理財目

標、財務收支習慣、理財計畫以及理財工具選擇四大構面。此量表以李克特量表

為基準設計，5 代表「非常同意」，4 代表「同意」，3 代表「有點同意」，2

代表「不同意」，1 代表「非常不同意」。表 3-3-2 為理財行為量表，內容分為

四大構面十五題項，其中，理財目標題目分類為 E，有 E1 到 E4 等四題；財務收

支習慣則為 F，有 F1、F2 和 F3 等三個題目；理財計畫為 G，有 G1 到 G4 等四個

題目，理財工具則為 H，有 H1 到 H4 等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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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理財行為量表 

構面 編號 量表題項 

理財目標(E) E1 為了累積財富而理財。 

E2 為了家庭開銷而理財。 

E3 為了避稅與資產配置而理財。 

E4 為了退休規畫準備而理財。 

財務收支習慣(F) F1 我有記帳的習慣。 

F2 我的日常收支總是收入大於支出。 

F3 我目前的存款大於負債。 

理財計劃(G) G1 我已擬定個人(家庭)理財計劃並執行中。 

G2 我願意每月提撥一定資金來進行理財計劃。 

G3 我能自己做理財計劃，有個人看法與見解。 

G4 我會時時檢視我的資產組合是否適當。 

理財工具選擇(H) H1 我會選擇把錢全部存在銀行定存。 

H2 保險是我的主要理財工具。 

H3 股票或基金是我的主要理財工具。 

H4 房地產是我的主要理財工具。 

 

第四節 問卷分析方法 

 本研究運用問卷之調查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而後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信度分

析和因素分析，來進行本研究。相關方法的定義與應用，如下所示： 

1. 獨立樣本 T 檢定 

  如欲比較一組樣本的平均值與某一定值間之差異(one sample test)，或是

兩組樣本的平均值間是否存在差異(two sample test)，且其對應值是連續，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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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獨立 t 檢定。其樣本間必定是具有獨立事件(independent event) 的特

性，亦即兩兩樣本間不會相互影響。 

2. 信度分析 

  指所用的測量工具所衡量出來結果之穩定性與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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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 

     

 本章依據行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問卷調查結果，依序分析問卷回收狀況與樣

本敘述統計量、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各題項調查結果、獨立樣本檢定、問卷信度

與效度分析，最後則為單因子變異數相關結果。 

 

第一節 敘述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網路發放方式進行問卷調查，採前、後兩次問卷施放，前測發放

125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103 份，後測發放 353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共計 343

份。2以下內容所謂問卷，均為有效問卷。 

1. 前測 

前測有效問卷共 103 份，其中女性 35 人(佔 33.98%)，男性 68 人，(佔 66.02%)。

詳細數據請見下表 4-1-1。 

表 4-1-1 性別分配表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女 35 33.98% 

男 68 66.02% 

總計 103 100.00% 

 

問卷填答年齡層分布以 31-40 歲佔問卷 37.86%為最多。以下則為問卷中詳

細年齡層分布情況列於表 4-1-2。 

表 4-1-2 年齡分配表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20-30 歲 30 29.13% 

31-40 歲 39 37.86% 

                                                 
2 前測後因為發現有些題目，受測者認為題意不是那麼清楚。同時，透過效度與信度

的檢測後有進行題目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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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0 歲 24 23.30% 

51-60 歲 9  8.74% 

61 歲以上 1  0.97% 

總計 103 100.00% 

 

2. 後測 

     因為本研究實證結果分析主要以後測為主，因此以下我們則以後測作為資

料主軸進行探討。後測有效問卷共 343 份，其中女性 113 人(佔 32.94%)，男性

230 人(佔 67.06%)。男女性別比例跟前測相差不大。詳細數據請見下表 4-1-3。 

表 4-1-3 性別分配表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女 113 32.94% 

男 230 67.06% 

總計 343 100.00% 

 

 問卷填答年齡層以 31-40 歲人數 140 人最多，佔 40.82%；20-30 歲人數 132

人次之，佔 38.48%。下表 3-4 則為問卷中詳細年齡層分布情況。詳細數據請見

下表 4-1-4。 

表 4-1-4 年齡分配表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20-30 歲 132 38.48% 

31-40 歲 140 40.82% 

41-50 歲 51 14.87% 

51-60 歲 20  5.83% 

總計 343 100.00% 

 

 填答者職業屬性方面，以服務業居多，商業次之，製造業第三。因為有許多

填答者無法清楚分類，所以本問卷結果有進行二度調整。例如將填答彩券行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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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商業，出版業、自由業、物流業、社團、社福、保全人員、建築設計、設計、

餐飲業、殯葬服務和醫療均納入服務業中，另外金融保險、租賃和信託亦算入服

務業。工程師和太陽能工程則算入製造業。以下表 4-1-5 則是歸納整理後所得之

職業分配表。以上分類或許有點定義上的瑕疵，但並不會對於結果有太大的影響。 

表 4-1-5 職業分配表 

職業 人數 百分比 

商業 88 25.66% 

服務業 133 38.78% 

製造業 72 20.99% 

農林漁牧礦業 17 4.96% 

軍/公/教 33 9.62% 

總計 343 100.00% 

 

    由於高等教育普及，普遍問卷填答者之最高學歷以大學為主，高中職和碩士

位居第二、三。以教育程度而言，教育程度愈高是有助於理財行為的建立。詳見

表 4-1-6 數據。

表 4-1-6 學歷分配表 

學歷 人數 百分比 

碩士以上 59 17.20% 

大學 216 62.97% 

專科/高中職 65 18.95% 

國中及以下 3 0.87% 

總計 343 100.00% 

 

    收入與儲蓄是理財中重要的基礎，本問卷結果在收入與儲蓄的分配上如下表

4-1-7 和表 4-1-8。表 4-1-7 可看出，問卷填答層收入最多落在收入 30,000-45,000

元之間，這也是因為填答者的年齡層最多是在 31-40 歲間，因為如果在此年齡層

至少也需對應相對的薪資所得。整體來說，依據收入的分配可說，大致上是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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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的結構。此外，表 4-1-8 顯示，每月儲蓄金額以落在 5,000-15,000 元為

主，顯示多半民眾多少會進行儲蓄行為。 

表 4-1-7 收入分配表 

收入級距 人數 百分比 

30,000 以下 74 21.57% 

30,001~45,000 元 128 37.32% 

45,001~60,000 元 64 18.66% 

60,001~75,000 元 36 10.50% 

75,001 以上 41 11.95% 

總計 343 100.00% 

 

表 4-1-8 儲蓄分配表 

儲蓄級距 人數 百分比 

5,000 以下 108 31.49% 

5,001~15,000 元 134 39.07% 

15,001~25,000 元 51 14.87% 

25,001~35,000 元 24 7.00% 

35,001 元以上 26 7.58% 

總計 343 100.00% 

  

 由表 4-1-9 可看出，受訪者不需撫養親人的狀態是最多的，佔了 40.23%，撫

養 1-2 人的所佔比次之，所以受訪者的撫養壓力算是稍微比較輕。 

表 4-1-9 撫養人數 

撫養人數 人數 百分比 

無 138 40.23% 

1~2 人 118 34.40% 

3~5 人 80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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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以上 7 2.04% 

總計 343 100.00% 

 

    本問卷主要受訪區域為雲嘉南地區，受訪者分布於雲嘉南的狀況如下表

4-1-10： 

表 4-1-10 居住地 

居住地 人數 百分比 

台南市 77 22.45% 

雲林縣 72 20.99% 

嘉義市 126 36.73% 

嘉義縣 68 19.83% 

總計 343 100.00% 

 

   表 4-1-11 則顯示受訪者的結婚與否大致呈各半的狀態，分別佔 47.52%與

52.48%。 

表 4-1-11 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 人數 百分比 

已婚 163 47.52% 

未婚 180 52.48% 

總計 343 100.00% 

 

    本研究主要探究理財行為，因為問卷收集填答者的投資經驗年數作為參考，

其中從未進行投資理財行為的人答 125 人，佔比 36.44%為最高，1-3 年經驗的有

113 人，佔比 32.94%次之。雖然在表 3-8 中顯示有儲蓄習慣，但仍有許多人沒有

投資行為，但至少有 63.56%的人有投資經驗，因此本問卷對理財行為的探討仍

能有一定的信度。詳細數據請見下表 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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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2 投資經驗年數 

居住地 人數 百分比 

從未 125 36.44% 

1~3 年 113 32.94% 

4~10 年 66 19.24% 

10 年以上 39 11.37% 

總計 343 100.00% 

 

    另外，受訪者中顯示是否有借貸款的狀態，大約佔各半，沒有借貸者佔

55.10%，有借貸行為者佔 44.90%。詳細數據請見下表 4-1-13。 

表 4-1-13 借貸情況 

借貸與否 人數 百分比 

否 189 55.10% 

是 154 44.90% 

總計 343 100.00% 

 

第二節 信度與效度分析結果 

 

1. 獨立樣本 T 檢定 

    為了解一個題目是否能有鑑別度，即題目結果可以辨別出填寫人是否是同意

或者是不同意，因此我們將一個題目的填答分為高低兩群，進行兩獨立樣本 T

檢定，判斷高低兩群是否真的有顯著的差異。同時我們先判斷其兩群是否變異數

有相等的情況發生。表 4-2-1 為主觀看法(A)的基本統計量結果，其中，分群 1 代

表低分群，分群 2 代表高分群，低分群個數為 121 個，高分群個數為 198 個。為

避免表格過大或過長，我們接下來的部份將各問題依據不同的屬性，分別是針對

主觀看法(A)、理財規劃的看法(B)、理財興趣(C)和風險認知(D)的部分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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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主觀看法分群基本統計量 

題號 分群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A1 1.00 121 3.92 0.305 0.028 

2.00 198 5.00 0.000 0.000 

A2 1.00 121 3.84 0.387 0.035 

2.00 198 5.00 0.000 0.000 

A3 1.00 121 3.85 0.357 0.032 

2.00 198 5.00 0.000 0.000 

 

    表 4-2-2 的部份我們先看 F 檢定的結果，再看平均數相等與否的 T 檢定。由

結果可知，主觀看法分類的三題，均拒絕假設變異數相等的假設，因此要看不假

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的結果，分別是 42.060、45.282 和 39.028 均顯著，因此兩群

的均數均有顯著的差異，因此題目具有鑑別度。 

 

表 4-2-2 主觀看法分群之兩樣本 T 檢定 

  變異數相等的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平均差異 t 

顯著性  

(雙尾) 

A1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84.833 0.000 1.083 42.060 0.000 

A2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214.480 0.000 1.157 45.282 0.000 

A3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201.960 0.000 1.149 39.028 0.000 

 

表 4-2-3 為理財規劃的看法(B)的基本統計量結果。低分群為 153 個，高分群

個數為 111 個樣本觀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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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理財規劃的看法分群基本統計量 

題號 分群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B1 1.00 153 3.84 0.461 0.037 

2.00 111 5.00 0.000 0.000 

B2 1.00 153 3.88 0.458 0.037 

2.00 111 5.00 0.000 0.000 

B3 1.00 153 3.92 0.422 0.034 

2.00 111 5.00 0.000 0.000 

B4 1.00 153 3.68 0.625 0.050 

2.00 111 5.00 0.000 0.000 

 

    表 4-2-4 一樣先看 F 檢定，先確定兩樣本變異數是否相等，再進行兩樣本的

T 檢定。結果 B1 到 B4 四題，全都拒絕變異數相等的假設，因此將選擇變異數

不相等的假設下進行 T 檢定。四題的 t 值，分別 31.073、30.185、31.616 和 26.144，

全部都拒絕兩樣本平均數相同的假設，換句話說，就是高低兩組的平均數，均有

顯著的差異。也就是說，B 組關於理財規劃的看法的題目，是具有效鑑別填答者

同意與否的能力。 

 

表 4-2-4 理財規劃分群之兩樣本 T 檢定 

  變異數相等的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平均差異 t 

顯著性  

(雙尾) 

B1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106.313 0.000 1.157 31.073 0.000 

B2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74.448 0.000 1.118 30.185 0.000 

B3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53.824 0.000 1.078 31.616 0.000 

B4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180.901 0.000 1.320 26.14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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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 4-2-5 則是根據理財興趣所分群的基本統計量結果。結果顯示，低分數

群的標準差均較高分數群的標準差高，顯示不同意意向的人較為分散。 

 

表 4-2-5 理財興趣分群基本統計量 

題號 分群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C1 1.00 110 3.85 0.689 0.066 

2.00 94 4.98 0.145 0.015 

C2 1.00 110 3.05 0.675 0.064 

2.00 94 4.97 0.177 0.018 

C3 1.00 110 2.67 0.679 0.065 

2.00 94 4.99 0.103 0.011 

C4 1.00 110 2.61 0.692 0.066 

2.00 94 4.95 0.226 0.023 

 

     下表 4-2-6 顯示了以理財興趣分群的兩樣本均數差的結果。結果顯示，C

組題目均應採用不假設變異數相等的假設進行，結果亦都顯示題目具有鑑別度。 

 

表 4-2-6 理財興趣分群之兩樣本 T 檢定 

  變異數相等的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平均差異 t 

顯著性  

(雙尾) 

C1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109.112 0.000 1.124 16.696 0.000 

C2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50.217 0.000 1.914 28.605 0.000 

C3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169.577 0.000 2.317 35.322 0.000 

C4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142.505 0.000 2.338 33.415 0.000 

     

 對應表 4-2-7 所得到的結果為風險認知分群下所得之基本統計量。由表可看

出，D4 題目標準差較高，表示其變異程度相對其他題目較大，此題為探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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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於風險與報酬兩者的看法，因此本題填答者對於風險與報酬的看法差異會相

當大，簡單說，有的人可能覺得報酬對他很重要，因此他將不計風險，有的人則

不然，甚至完全相反。 

 

表 4-2-7 風險認知分群基本統計量 

題號 分群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D1 1.00 130 3.80 0.589 0.052 

2.00 97 4.69 0.547 0.056 

D2 1.00 130 3.46 0.717 0.063 

2.00 97 4.37 0.682 0.069 

D3 1.00 130 3.96 0.602 0.053 

2.00 97 4.84 0.400 0.041 

D4 1.00 130 2.71 0.935 0.082 

2.00 97 4.14 0.816 0.083 

 

 下表 4-2-8 則顯示風險認知分群之兩樣本 T 檢定的結果。其中 D4 題目的兩

組族群，其應假設變異數不相等，而其餘則應採用假設變異數相等的假設進行兩

樣本均數差檢定。結果仍顯示，風險認知的題目具有鑑別度。 

 

表 4-2-8 風險認知分群之兩樣本 T 檢定 

  變異數相等的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平均差異 t 

顯著性  

(雙尾) 

D1 假設變異數相等 0.205 0.651 0.891 11.614 0.000 

D2 假設變異數相等 0.429 0.513 0.910 9.654 0.000 

D3 假設變異數相等 1.960 0.163 0.874 12.386 0.000 

D4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6.521 0.011 1.437 12.31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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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9 為理財目標構面基本統計量結果，其中，低分群為 109 個，高分群

個數為 125 個樣本觀察值，低分數群的標準差均較高分數群的標準差高，顯示不

同意意向的人較為離散。此外，相對其他題項， E3 題項中同意意向者的回答也

較為分散。 

4-2-9 理財目標的看法分群基本統計量 

題號 分群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E1 1.00 109 4.09 0.688 0.066 

2.00 125 4.99 0.089 0.008 

E2 1.00 109 3.31 0.790 0.076 

2.00 125 4.81 0.415 0.037 

E3 1.00 109 2.56 0.686 0.066 

2.00 125 4.55 0.653 0.058 

E4 1.00 109 3.72 0.795 0.076 

2.00 125 4.96 0.197 0.018 

 

 表 4-2-10 為理財目標分群之兩樣本 T 檢定的結果。結果顯示，E 構面題目

均應採用不假設變異數相等的假設進行，結果亦都顯示題目具有鑑別度。 

 

表 4-2-10 理財目標分群之兩樣本 T 檢定 

  變異數相等的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平均差異 t 

顯著性  

(雙尾) 

E1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147.588 0.000 0.900 13.567 0.000 

E2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59.390 0.000 1.496 17.749 0.000 

E3 假設變異數相等 0.692 0.406 1.992 22.732 0.000 

E4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145.782 0.000 1.244 15.93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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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11 為財務收支習慣構面基本統計量結果，其中，低分群為 94 個，高

分群個數為 93 個樣本觀察值，低分數群的標準差均較高分數群的標準差高，顯

示不同意意向的人較為離散。 

表 4-2-11 財務收支習慣分群基本統計量 

題號 分群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F1 1.00 94 2.74 1.015 0.105 

2.00 93 4.61 0.692 0.072 

F2 1.00 94 2.68 0.858 0.088 

2.00 93 4.90 0.297 0.031 

F3 1.00 94 2.52 1.034 0.107 

2.00 93 4.89 0.403 0.042 

 

 表 4-2-12 為財務收支習慣分群之兩樣本 T 檢定的結果。結果顯示，F 構面題

目均應採用不假設變異數相等的假設進行，結果亦都顯示題目具有鑑別度。。 

 

表 4-2-12 財務收支習慣分群之兩樣本 T 檢定 

  變異數相等的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平均差異 t 

顯著性  

(雙尾) 

F1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12.598 0.000 1.868 14.716 0.000 

F2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75.990 0.000 2.222 23.721 0.000 

F3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81.811 0.000 2.371 20.700 0.000 

 

    表 4-2-13 為理財計畫構面基本統計量結果，其中，低分群為 114 個，高分

群個數為 101 個樣本觀察值，低分數群的標準差均較高分數群的標準差高，顯示

不同意意向的人較為離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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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3 理財計劃分群基本統計量 

題號 分群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G1 1.00 114 2.91 0.711 0.067 

2.00 101 4.77 0.487 0.049 

G2 1.00 114 3.53 0.655 0.061 

2.00 101 4.93 0.255 0.025 

G3 1.00 114 3.12 0.742 0.070 

2.00 101 4.96 0.196 0.020 

G4 1.00 114 3.03 0.722 0.068 

2.00 101 4.91 0.286 0.028 

 

 表 4-2-14 為理財計畫習慣分群之兩樣本 T 檢定的結果。結果顯示，G 構面

題目均應採用不假設變異數相等的假設進行，結果亦都顯示題目具有鑑別度。。 

 

表 4-2-14 理財計畫分群之兩樣本 T 檢定 

  變異數相等的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平均差異 t 

顯著性  

(雙尾) 

G1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5.396 0.021 1.860 22.577 0.000 

G2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171.839 0.000 1.404 21.163 0.000 

G3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67.595 0.000 1.838 25.446 0.000 

G4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25.453 0.000 1.885 25.680 0.000 

 

    表 4-2-15 為理財工具選擇構面基本統計量結果，其中，低分群為 139 個，

高分群個數為 105 個樣本觀察值。低分數群的標準差均較高分數群的標準差高，

顯示不同意意向的人較為離散，但相對其他個構面，理財工具選擇構面中，高分

群的標準差相對較高，顯示此構面在同意意向上相對較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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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5 理財工具選擇分群基本統計量 

題號 分群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H1 1.00 139 2.28 0.843 0.071 

2.00 105 4.52 0.695 0.068 

H2 1.00 139 2.63 0.911 0.077 

2.00 105 4.59 0.513 0.050 

H3 1.00 139 3.06 1.027 0.087 

2.00 105 4.56 0.536 0.052 

H4 1.00 139 2.72 0.971 0.082 

2.00 105 4.32 0.753 0.073 

 

 表 4-2-16 為理財工具選擇分群之兩樣本 T 檢定的結果。結果顯示，H 構面

題目均應採用不假設變異數相等的假設進行，結果亦都顯示題目具有鑑別度。。 

 

表 4-2-16 理財工具選擇分群之兩樣本 T 檢定 

  變異數相等的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平均差異 t 

顯著性  

(雙尾) 

H1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3.236 0.073 2.243 22.767 0.000 

H2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25.472 0.000 1.965 21.334 0.000 

H3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20.459 0.000 1.504 14.808 0.000 

H4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7.151 0.008 1.604 14.536 0.000 

 

2. 信度分析 

    本研究在信度分析上是採用一致性考驗方式，求出校正項目總分的相關係數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而校正項目總分的相關係數，代表一個題項與其

他題項總分的相關係數，由此來得知此題項與其他題項的一致性情況，藉以判定

量表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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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17 可得知總量表之 Alpha 值為 0.871，若刪除該題號後所得之 Alpha

值，比 0.871 來得大，則可考慮將該題刪除。結果僅 D4 題目的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930，是最大的且大於 0.871，因此該題可選擇保留或是

刪除。因 D4 題為檢測受訪者對於資產報酬率與風險意識之認知，表示投資人在

投資時是否為追逐高報酬而忽略風險，故相當重要，因此本研究後來決定保留。 

 

表 4-2-17 校正總分之相關係數表-理財認知 

題號 

項目刪除時的

尺度平均數 

項目刪除時的

尺度變異數 

修正的項

目總相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A1 58.32 45.780 0.743 0.857 

A2 58.35 45.426 0.722 0.856 

A3 58.34 45.361 0.744 0.856 

B1 58.50 44.707 0.759 0.854 

B2 58.46 45.062 0.731 0.855 

B3 58.45 45.493 0.712 0.857 

B4 58.73 45.529 0.522 0.863 

C1 58.50 44.637 0.738 0.854 

C2 58.89 42.461 0.719 0.852 

C3 59.11 42.415 0.618 0.858 

C4 59.17 42.277 0.605 0.859 

D1 58.56 45.195 0.650 0.858 

D2 58.85 44.127 0.592 0.859 

D3 58.44 45.505 0.668 0.858 

D4 59.97 57.359 -0.367 0.930 

Cronbach's Alpha 值 = 0.871 

 

 

第三節 理財認知與行為調查結果 

     

 表 4-3-1 則為問卷填答基本統計資料，其中除了 A1、A2、A3、B3 和 E1 最

小值為 3，代表「有點同意」的選項，其於題目值為 2，代表「不同意」，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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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值為 1，代表「非常不同意」，最大值均為 5 分，代表為「非常同意」題目

之說法。其中 D4 是較特別的反向題，計分方式是相反的，因此概念上要相反，

故需要注意 D4 所代表的意義，以下內容除了 D4 外，均採一般設定。大致上，

各題平均數均高於 3 分，表示多半的題目都是比較正面的評價。標準差的部份，

D4 題目最高，顯示風險與報酬的選擇，明顯有顯著的差異。詳細的結果請見各

題說明。 

表 4-3-1 問卷填答基本統計資料表 

題號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A1 343 3 5 4.58 0.555 

A2 343 3 5 4.56 0.604 

A3 343 3 5 4.56 0.594 

B1 343 2 5 4.40 0.645 

B2 343 2 5 4.45 0.632 

B3 343 3 5 4.46 0.605 

B4 343 1 5 4.17 0.784 

C1 343 2 5 4.40 0.667 

C2 343 1 5 4.01 0.897 

C3 343 1 5 3.79 1.021 

C4 343 1 5 3.73 1.053 

D1 343 2 5 4.34 0.687 

D2 343 1 5 4.05 0.864 

D3 343 2 5 4.46 0.638 

D4 343 1 5 2.94 1.351 

E1 343 3 5 4.48 0.611 

E2 343 2 5 4.10 0.840 

E3 343 1 5 3.60 1.084 

E4 343 1 5 4.36 0.739 

F1 343 1 5 3.55 1.123 

F2 343 1 5 3.84 1.039 

F3 343 1 5 3.81 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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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343 1 5 3.85 0.907 

G2 343 2 5 4.13 0.718 

G3 343 1 5 4.01 0.865 

G4 343 1 5 3.96 0.884 

H1 343 1 5 3.25 1.252 

H2 343 1 5 3.51 1.121 

H3 343 1 5 3.64 1.033 

H4 343 1 5 3.45 1.107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以下我們分別針對滿意度調查的各題目進行結果說明，各題目詳細的選項填

答次數與比例數據則分列於各題目說明之下。各題題號請參酌表 3-3-1。 

 

A1. 我認為現代人，應重視理財規劃。 

 目前現代人都多半同意進行理財規劃行為，請見下表 4-3-2。3
 

表 4-3-2 現代人對於理財規劃的重視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211 61.52% 

同意 121 35.28% 

有點同意 11 3.21% 

不同意 0 0.00% 

非常不同意 0 0.00% 

總計 343 100.00% 

 

A2. 我認為年輕時有理財規劃，退休後才有穩定的生活。 

現在經濟社會變化快速，多數的人都同意應該在年輕的時候進行理財規劃，

對於後來的生活比較能有保障。 

                                                 
3
 為了使文字不過於贅述，每題之敘述與說明之後，均附上該題各題項之詳細數據，詳見表

4-3-2 至表 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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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年輕時有理財規劃，退休後才有穩定生活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211 61.52% 

同意 112 32.65% 

有點同意 20 5.83% 

不同意 0 0.00% 

非常不同意 0 0.00% 

總計 343 100.00% 

 

A3. 我認為應及早開始理財規劃 

    此題跟上一題有相當程度的近似，但能更確定填答者均同意若是能早點進行

理財規劃的話是好事。 

表 4-3-4 我認為應及早開始理財規劃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210 61.22% 

同意 115 33.53% 

有點同意 18 5.25% 

不同意 0 0.00% 

非常不同意 0 0.00% 

總計 343 100.00% 

 

B1. 理財要設定短、中、長期目標規劃。 

因為不同的理財時間，應該要設定不同的階段目的。一般而言，設有短、中、

長期目標規劃，則會有較明確之成果。但受訪者之中，僅有一人不認同，或許某

方面而言，時間的分割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表 4-3-5 理財要設定短、中、長期目標規劃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66 48.40% 

同意 149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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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同意 27 7.87% 

不同意 1 0.29% 

非常不同意 0 0.00% 

總計 343 100.00% 

 

B2. 理財規劃是長時間進行的工作，需有耐心。 

有高達一半以上的受訪者人(51.90%)非常同意理財規劃是長時間進行的工

作，需要耐心。持續以恆的理財，除可以累積財富之外，亦可透過時間複利的力

量獲取可能較高的報酬。 

表 4-3-6 理財規劃是長時間進行的工作，需有耐心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78 51.90% 

同意 141 41.11% 

有點同意 23 6.71% 

不同意 1 0.29% 

非常不同意 0 0.00% 

總計 343 100.00% 

 

B3. 不同的理財規劃，需要選擇不同的理財工具。 

有 51.60%的受訪者非常同意不同的理財規劃，需要選擇不同的理財工具。

整體來說，受訪者均認為應該選擇不同的理財工具，亦可能因為市面上有許多的

理財工具，加上社群軟體的普及，接觸到的理財工具也較過去多了很多的選擇。 

表 4-3-7 不同的理財規劃，需要選擇不同的理財工具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77 51.60% 

同意 146 42.57% 

有點同意 20 5.83% 

不同意 0 0.00% 

非常不同意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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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43 100.00% 

 

B4. 可委託專業人士協助我進行理財規劃 

因為有許多的理財工具，所以也伴隨著有許多的專業理財人員，可能是銀行

理專、保險從業人員或是其他理財產品的業務人員。但目前接受度已經算是不

錯，有 97.37%的人可以接受專業人士的協助進行理財，但是仍有 9 人，不同意

交付專業理財人員來進行理財規劃。 

表 4-3-8 可委託專業人士協助我進行理財規劃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26 36.73% 

同意 160 46.65% 

有點同意 48 13.99% 

不同意 7 2.04% 

非常不同意 2 0.58% 

總計 343 100.00% 

 

C1. 投資前，我會先蒐集了解相關知識。 

 目前資訊取得相當容易，因此若是對理財規劃有興趣的話，投資 者將會適

度取得相關知識與資訊。填答者除了 1 人沒有自主蒐集資訊外，其他人若對理財

有興趣，均會蒐集了解相關知識。 

表 4-3-9 投資前會先蒐集了解相關知識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71 49.85% 

同意 139 40.52% 

有點同意 32 9.33% 

不同意 1 0.29% 

非常不同意 0 0.00% 

總計 34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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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我對投資理財充滿興趣與熱忱。 

調查結果顯示這題的答案有較大的差異，絕大多數的人(94.76%)對於理財還

是有興趣的，但是約有 18 位受訪者(5.24%)不同意此說法。 

表 4-3-10 對投資理財充滿興趣與熱忱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18 34.40% 

同意 132 38.48% 

有點同意 75 21.87% 

不同意 16 4.66% 

非常不同意 2 0.58% 

總計 135 100.00% 

 

C3. 我經常閱讀財經相關資訊。 

    受限於過去所學或是訓練，能夠接收或是適當解釋財經相關資訊的人便有侷

限，因此儘管知道或是接受要進行理財規劃行為，但是對於財經資訊的閱讀是有

一些限制的，也造成一些人並不會去做這件事情，但儘管如此，由問卷結果顯示

此行為與有無進行理財行為並無必然關係。 

表 4-3-11 經常閱讀財經相關資訊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01 29.45% 

同意 112 32.65% 

有點同意 95 27.70% 

不同意 28 8.16% 

非常不同意 7 2.04% 

總計 343 100.00% 

 

C4. 我經常與人分享討論理財的知識和經驗。 

    現在社群軟體與投資理財軟體取得非常容易，甚至是免費的，或是僅提供部

分功能下是免費的，但是主要更提供了一些投資者的交流平台，因此分享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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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知識與經驗有助於建立或是更新理財的方向。問卷結果顯示，有 87.18%的

人會進行相關的行為，但剩下的 12.82%的人則不會。某方面來說，還是有一些

人可能選擇相信自己，或是並不會分享其理財知識與經驗。 

表 4-3-12 經常與人分享討論理財的知識和經驗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96 27.99% 

同意 111 32.36% 

有點同意 92 26.82% 

不同意 36 10.50% 

非常不同意 8 2.33% 

總計 343 100.00% 

 

D1. 我在投資理財時，會考量風險程度。 

 風險的考量是在投資或是理財行為中重要的一個部分。此調查顯示，絕大

部分的人均會考量風險的程度，僅有少數的人(1.17%)不會考量風險。 

表 4-3-13 投資理財時，會考量風險程度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56 45.48% 

同意 153 44.61% 

有點同意 30 8.75% 

不同意 4 1.17% 

非常不同意 0 0.00% 

總計 343 100.00% 

 

D2. 我投資如果有損失，能以平常心看待，長期持有或停損停利。 

    投資有風險，因此就可能會有賺有賠，如同前面的問題，理財是需要時間的，

而在損失時，能否以平常心來看待，以長期持有或是以停損停利的方式進行調

整。結果顯示，多半的人還是可以接受一些損失。不過，因為此題中沒有提到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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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多少，或是時間多久，因此是以一般的感受而言，因此多半的投資理財者，還

是能夠適度的承受損失。 

表 4-3-14 投資有損失，能以平常心長期持有或停損停利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15 33.53% 

同意 150 43.73% 

有點同意 62 18.08% 

不同意 13 3.79% 

非常不同意 3 0.87% 

總計 343 100.00% 

 

D3. 我了解投資報酬率愈高伴隨的風險也愈高。 

投資報酬愈高，伴隨著風險也會跟著提高，結果顯示，受訪者普遍具有此金

融投資概念。 

表 4-3-15 了解投資報酬率愈高伴隨的風險也愈高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83 53.35% 

同意 137 39.94% 

有點同意 21 6.12% 

不同意 2 0.58% 

非常不同意 0 0.00% 

總計 343 100.00% 

 

D4. 我在投資前只考量商品的報酬率，不在意風險高低。 

    原則上此題是一個反向題，因為不論報酬多少，風險不該完全漠視，在有風

險的認知下，應該不論何種投資商品，都應該考量風險高低。問卷結果其實很讓

人訝異，在報酬率面前，不在意風險高低的投資者居然高達 39.07%，這算是一

個相當高的數字，因此在風險認知上仍需多加告知或是提醒。 

 



 
 
 
 
 
 
 
 
 
 
 
 

 

39 

 

表 4-3-16 投資前只考量商品的報酬率，不在意風險高低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75 21.87% 

同意 59 17.20% 

有點同意 62 18.08% 

不同意 107 31.20% 

非常不同意 40 11.66% 

總計 343 100.00% 

 

E1. 為了累積財富而理財 

由表 4-3-17 可知，受訪者皆認同理財的目的是為了累積財富，僅程度上有

所差異。 

表 4-3-17 為了累積財富而理財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85 53.94% 

同意 21 6.12% 

有點同意 137 39.94% 

不同意 0 0.00% 

非常不同意 0 0.00% 

總計 343 100.00% 

 

E2. 為了家庭開銷而理財 

 因家庭日常消費支出較多，若僅靠薪資收入來支應或許較為不足，若能透過

理財方式取得額外報酬，也能減輕家中主要經濟負擔者的壓力。本研究中，約

95%受訪者傾向認同，表示對於多數人而言，需藉由理財來支付家庭開銷。 

表 4-3-18 為了家庭開銷而理財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46 42.57% 

同意 16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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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同意 146 42.57% 

不同意 16 4.66% 

非常不同意 0 0.00% 

總計 343 100.00% 

 

E3. 為了避稅與資產配置而理財 

 本題項中約 80%受訪者傾向同意，表示多數人可能為了避稅與資產配置的目

的而從事理財行為。 

表 4-3-19 為了避稅與資產配置而理財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80 23.32% 

同意 120 34.99% 

有點同意 77 22.45% 

不同意 59 17.20% 

非常不同意 7 2.04% 

總計 343 100.00% 

 

E4. 為了退休規畫準備而理財 

 由表 4-3-20 可知，絕大多數的受訪者會因為退休規劃而從事理財行為，此

結果顯示，多數人退休後可能無較穩定的財務來源，故需及早先做準備，透過理

財方式儲備未來退休後所需。 

表 4-3-20 為了退休規畫準備而理財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67 48.69% 

同意 139 40.52% 

有點同意 30 8.75% 

不同意 6 1.75% 

非常不同意 1 0.29% 

總計 34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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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我有記帳的習慣 

 由表 4-3-21 可知，非常同意之受訪者占 23.91%，同意之受訪者占 29.45%， 

有點同意之受訪者占 27.70%，由此可知 81.06%受訪者平常都有記帳的習慣。 

4-3-21 我有記帳的習慣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82 23.91% 

同意 101 29.45% 

有點同意 95 27.70% 

不同意 52 15.16% 

非常不同意 13 3.79% 

總計 343 100.00% 

 

F2. 我的日常收支總是收入大於支出 

 由表 4-3-22 可知，非常同意之受訪者占 29.15%，同意之受訪者占 40.23%，

有點同意之受訪者占 18.66%，由此可知，88.04%受訪者出現入不敷出的狀況。 

表 4-3-22 我的日常收支總是收入大於支出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00 29.15% 

同意 138 40.23% 

有點同意 64 18.66% 

不同意 31 9.04% 

非常不同意 10 2.92% 

總計 343 100.00% 

 

F3. 我目前的存款大於負債 

 由表 4-3-23 可知，非常同意之受訪者占 34.11%，同意之受訪者占 35.57%，

有點同意之受訪者占 12.24%，由此可知，81.92%受訪者目前的存款大於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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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3 我目前的存款大於負債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17 34.11% 

同意 122 35.57% 

有點同意 42 12.24% 

不同意 47 13.70% 

非常不同意 15 4.37% 

總計 343 100.00% 

 

G1. 我已擬定個人(家庭)理財計劃並執行中 

 由表 4-3-24 可知，非常同意之受訪者占 24.78%，同意之受訪者占 44.61%，

有點同意之受訪者占 22.45%，由此可知，81.92%受訪者傾向有自己的理財計劃

並能夠加以執行。 

表 4-3-24 我已擬定個人(家庭)理財計劃並執行中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85 24.78% 

同意 153 44.61% 

有點同意 77 22.45% 

不同意 25 7.29% 

非常不同意 3 0.87% 

總計 343 100.00% 

 

G2. 我願意每月提撥一定資金來進行理財計劃 

 由表 4-3-25 可知，非常同意之受訪者占 31.49%，同意之受訪者占 51.31%，

有點同意之受訪者占 15.74%，由此可知，98.54%受訪者傾向願意每月提撥固定

資金從事理財。 

表 4-3-25 我願意每月提撥一定資金來進行理財計劃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08 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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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176 51.31% 

有點同意 54 15.74% 

不同意 5 1.46% 

非常不同意 0 0 

總計 343 100.00% 

 

G3. 我能自己做理財計劃，有個人看法與見解 

 由表 4-3-26 可知，非常同意之受訪者占 30.90%，同意之受訪者占 45.19%，

有點同意之受訪者占 19.24%，由此可知 95.33%受訪者能夠自主理財且有其看法

與見解。 

表 4-3-26 我能自己做理財計劃，有個人看法與見解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06 30.90% 

同意 155 45.19% 

有點同意 66 19.24% 

不同意 12 3.50% 

非常不同意 4 1.17% 

總計 343 100.00% 

 

G4. 我會時時檢視我的資產組合是否適當 

 由表 4-3-27 可知，非常同意之受訪者占 29.15%，同意之受訪者占 44.61%，

有點同意之受訪者占 20.12%，由此可知，93.88%受訪者傾向依據整體經濟情勢

變化，時時檢視自己的資產組合是否適當。 

表 4-3-27 我會時時檢視我的資產組合是否適當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100 29.15% 

同意 153 44.61% 

有點同意 69 20.12% 

不同意 18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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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同意 3 0.87% 

總計 343 100.00% 

 

H1. 我會選擇把錢全部存在銀行定存 

 由表 4-3-28 可知，非常同意之受訪者占 20.12%，同意之受訪者占 26.53%，

有點同意之受訪者占 18.66%，由此可知，65.31%受訪者傾向選擇將資金投入銀

行定存作為其投資選擇。 

表 4-3-28 我會選擇把錢全部存在銀行定存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69 20.12% 

同意 91 26.53% 

有點同意 64 18.66% 

不同意 95 27.70% 

非常不同意 24 7.00% 

總計 343 100.00% 

 

H2. 保險是我的主要理財工具 

 由表 4-3-29 可知，非常同意之受訪者占 22.45%，同意之受訪者占 29.74%，

有點同意之受訪者占 28.86%，由此可知，81.05%受訪者會以保險作為主要的理

財工具。 

表 4-3-29 保險是我的主要理財工具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77 22.45% 

同意 102 29.74% 

有點同意 99 28.86% 

不同意 15 4.37% 

非常不同意 15 4.37% 

總計 34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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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股票或基金是我的主要理財工具 

 由表 4-3-30 可知，非常同意之受訪者占 24.20%，同意之受訪者占 32.36%，

有點同意之受訪者占 28.28%，由此可知，84.84%受訪者傾向以股票或基金作為

主要理財工具。 

表 4-3-30 股票或基金是我的主要理財工具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83 24.20% 

同意 111 32.36% 

有點同意 97 28.28% 

不同意 48 13.99% 

非常不同意 4 1.17% 

總計 343 100.00% 

 

H4. 房地產是我的主要理財工具 

 由表 4-3-31 可知，76.09%受訪者在會傾向選擇房地產作為主要的理財工具。 

表 4-3-31 房地產是我的主要理財工具 

題項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同意 73 21.28% 

同意 96 27.99% 

有點同意 92 26.82% 

不同意 76 22.16% 

非常不同意 6 1.75% 

總計 34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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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根據表4-4-1結果，理財認知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F值分別為0.894 

(p=0.445>0.1)、1.272(p=0.284>0.1)、0.401(p=0.752>0.1)、0.732(p=0.533>0.1)，顯

示不同居住地對於理財認知無任何顯著差異。理財行為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

分 析 的 F 值 分 別 為 1.5333 (p=0.206>0.1) 、 0.979(p=0.403>0.1) 、

0.622(p=0.601>0.1)、2.297(p=0.077<0.1)，顯示僅理財工具選擇構面因居住地的不

同而有差異。 

 

 

表 4-4-1 不同居住地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之變異數分析 

構面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主觀看法  組間 7.596 3 2.532 0.894 0.445 

 組內 960.474 339 2.833   

 總和 968.070 342    

理財規劃 

看法 

 組間 19.301 3 6.434 1.272 0.284 

 組內 1714.186 339 5.057   

 總和 1733.487 342    

理財興趣  組間 12.221 3 4.074 0.401 0.752 

 組內 3441.494 339 10.152   

 總和 3453.714 342    

風險認知  組間 7.764 3 2.588 0.732 0.533 

 組內 1198.539 339 3.536   

 總和 1206.303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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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目標 

 組間 28.853 3 9.618 1.533 0.206 

 組內 2126.366 339 6.272   

 總和 2155.219 342    

財務收支 

習慣 

 組間 19.537 3 6.512 0.979 0.403 

 組內 2254.376 339 6.650   

 總和 2273.913 342    

理財計劃 

 組間 16.755 3 5.585 0.622 0.601 

 組內 3045.402 339 8.983   

 總和 3062.157 342    

理財工具 

選擇 

 組間 76.374 3 25.458 2.297 0.077* 

 組內 3757.626 339 11.084   

 總和 3834.000 342    

***表示 1%顯著水準，**表示 5%顯著水準，*表示 10%顯示水準 

  

 根據表 4-4-2 結果，理財認知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 F 值分別為

2.251(p=0.134>0.1)、0.001(p=0.974>0.1)、15.022(p=0.000<0.01)、0.010(p=0.922> 

0.1)，此結果顯示，就性別而言，僅在理財興趣上有顯著差異，其他三個構面則

無顯著差異。理財行為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 F值分別為 1.009(p=0.316> 

0.1)、2.179(p=0.141>0.1)、7.881(p=0.005<0.01)、6.525(p=0.011<0.05)，顯示在理

財計劃與理財工具選擇方面，男女有顯著差異，其他構面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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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不同性別之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變異數分析 

構面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主觀看法  組間 6.349 1 6.349 2.251 .134 

 組內 961.721 341 2.820   

 總和 968.070 342    

理財規劃 

看法 

 組間 .005 1 .005 .001 .974 

 組內 1733.482 341 5.084   

 總和 1733.487 342    

理財興趣  組間 145.727 1 145.727 15.022 .000*** 

 組內 3307.987 341 9.701   

 總和 3453.714 342    

風險認知  組間 .034 1 .034 .010 .922 

 組內 1206.269 341 3.537   

 總和 1206.303 342    

理財目標 

 組間 6.357 1 6.357 1.009 .316 

 組內 2148.862 341 6.302   

 總和 2155.219 342    

財務收支 

習慣 

 組間 14.436 1 14.436 2.179 .141 

 組內 2259.477 341 6.626   

 總和 2273.913 342    

理財計劃 

 組間 69.176 1 69.176 7.881 .005*** 

 組內 2992.981 341 8.777   

 總和 3062.157 342    

理財工具 

選擇 

 組間 71.990 1 71.990 6.525 .011** 

 組內 3762.010 341 11.032   

 總和 3834.000 342    

***表示 1%顯著水準，**表示 5%顯著水準，*表示 10%顯示水準 

 



 
 
 
 
 
 
 
 
 
 
 
 

 

49 

 

  

根據表 4-4-3 結果，理財認知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 F 值分別為

0.312(p=0.817>0.1) 、 0.202(p=0.895>0.1) 、 2.248(p=0.083<0.1) 、

1.900(p=0.129>0.1)，此結果顯示，就年齡而言，僅在理財興趣上有顯著差異，其

他三個構面則無顯著差異。理財行為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 F 值分別為

1.839(p=0.140>0.1) 、 3.213(p=0.023<0.05) 、 4.280(p=0.006<0.01) 、

6.009(p=0.001<0.1)，顯示在理財收支習慣、理財計劃、理財工具選擇方面上，不

同年齡層有顯著差異。 

 

 

表 4-4-3 不同年齡之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變異數分析 

構面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主觀看法  組間 2.663 3 .888 .312 .817 

 組內 965.407 339 2.848   

 總和 968.070 342    

理財規劃 

看法 

 組間 3.090 3 1.030 .202 .895 

 組內 1730.396 339 5.104   

 總和 1733.487 342    

理財興趣  組間 67.360 3 22.453 2.248 .083* 

 組內 3386.354 339 9.989   

 總和 3453.714 342    

風險認知  組間 19.950 3 6.650 1.900 .129 

 組內 1186.353 339 3.500   

 總和 1206.303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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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目標 

 組間 34.518 3 11.506 1.839 .140 

 組內 2120.701 339 6.256   

 總和 2155.219 342    

財務收支 

習慣 

 組間 62.875 3 20.958 3.213 .023** 

 組內 2211.037 339 6.522   

 總和 2273.913 342    

理財計劃 

 組間 111.746 3 37.249 4.280 .006*** 

 組內 2950.412 339 8.703   

 總和 3062.157 342    

理財工具 

選擇 

 組間 193.589 3 64.530 6.009 .001*** 

 組內 3640.411 339 10.739   

 總和 3834.000 342    

***表示 1%顯著水準，**表示 5%顯著水準，*表示 10%顯示水準 

 

 根據表 4-4-4 結果，理財認知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 F 值分別為

0.2.378(p=0.124>0.1)、7.105(p=0.008<0.1)、7.938(p=0.005<0.01)、1.718(p=0.191> 

0.1)，此結果顯示，就婚姻狀況而言，在理財規劃看法及理財興趣上有顯著差異，

其他兩個構面則無顯著差異。理財行為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 F 值分別

為 1.718(p=0.191>0.1)、8.795(p=0.003<0.01)、3.944(p=0.048<0.05)、6.328(p=0.012< 

0.05)，顯示理財目標、理財收支習慣以及理財計劃，因婚姻狀況而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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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不同婚姻狀況之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變異數分析 

構面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主觀看法  組間 6.704 1 6.704 2.378 .124 

 組內 961.366 341 2.819   

 總和 968.070 342    

理財規劃 

看法 

 組間 35.383 1 35.383 7.105 .008*** 

 組內 1698.104 341 4.980   

 總和 1733.487 342    

理財興趣  組間 78.568 1 78.568 7.938 .005*** 

 組內 3375.146 341 9.898   

 總和 3453.714 342    

風險認知  組間 6.046 1 6.046 1.718 .191 

 組內 1200.258 341 3.520   

 總和 1206.303 342    

理財目標 

 組間 54.191 1 54.191 8.795 .003*** 

 組內 2101.027 341 6.161   

 總和 2155.219 342    

財務收支 

習慣 

 組間 26.001 1 26.001 3.944 .048** 

 組內 2247.912 341 6.592   

 總和 2273.913 342    

理財計劃 

 組間 55.786 1 55.786 6.328 .012** 

 組內 3006.372 341 8.816   

 總和 3062.157 342    

理財工具 

選擇 

 組間 119.931 1 119.931 11.011 .001*** 

 組內 3714.069 341 10.892   

 總和 3834.000 342    

***表示 1%顯著水準，**表示 5%顯著水準，*表示 10%顯示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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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4-4-5結果，理財認知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F值分別為2.349 

(p=0.072<0.1)、3.187(p=0.024<0.05)、7.627(p=0.000<0.01)、1.206(p=0.308>0.1)，

此結果顯示，就撫養人數而言，僅風險認知無顯著差異，但主觀看法、理財規劃

看法、理財興趣則有顯著不同。理財行為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 F 值分

別為 9.408(p=0.000<0.01)、3.623(p=0.013<0.05)、7.197(p=0.000<0.01)、11.543 

(p=0.000<0.01)，顯示理財行為各構面會因受訪者撫養人數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表 4-4-5 不同撫養人數之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變異數分析 

構面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主觀看法  組間 19.711 3 6.570 2.349 .072* 

 組內 948.359 339 2.798   

 總和 968.070 342    

理財規劃 

看法 

 組間 47.553 3 15.851 3.187 .024** 

 組內 1685.933 339 4.973   

 總和 1733.487 342    

理財興趣  組間 218.379 3 72.793 7.627 .000*** 

 組內 3235.335 339 9.544   

 總和 3453.714 342    

風險認知  組間 12.734 3 4.245 1.206 .308 

 組內 1193.569 339 3.521   

 總和 1206.303 342    

理財目標 

 組間 165.650 3 55.217 9.408 .000*** 

 組內 1989.569 339 5.869   

 總和 2155.219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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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收支 

習慣 

 組間 70.642 3 23.547 3.623 .013** 

 組內 2203.271 339 6.499   

 總和 2273.913 342    

理財計劃 

 組間 183.356 3 61.119 7.197 .000*** 

 組內 2878.801 339 8.492   

 總和 3062.157 342    

理財工具 

選擇 

 組間 355.353 3 118.451 11.543 .000*** 

 組內 3478.647 339 10.261   

 總和 3834.000 342    

***表示 1%顯著水準，**表示 5%顯著水準，*表示 10%顯示水準 

 

 根據表4-4-6結果，理財認知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F值分別為0.533 

(p=0.660>0.1)、0.132(p=0.941>0.1)、1.140(p=0.000<0.01)、2.558(p=0.055<0.1)，

此結果顯示，風險認知會因學歷差異而有所不同，其餘三構面皆無。理財行為方

面 ， 四 個 構 面 在 變 異 數 分 析 的 F 值 分 別 為 0.128(p=0.943>0.01) 、

1.069(p=0.362>0.1)、2.333(p=0.074<0.01)、0.656(p=0.580>0.1)，顯示僅理財計畫

會因學歷不同而有差異，但其餘三構面則無。 

 

 

表 4-4-6 不同學歷之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變異數分析 

構面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主觀看法  組間 4.544 3 1.515 .533 .660 

 組內 963.526 339 2.842   

 總和 968.070 342    



 
 
 
 
 
 
 
 
 
 
 
 

 

54 

 

理財規劃 

看法 

 組間 2.016 3 .672 .132 .941 

 組內 1731.471 339 5.108   

 總和 1733.487 342    

理財興趣  組間 34.490 3 11.497 1.140 .333 

 組內 3419.224 339 10.086   

 總和 3453.714 342    

風險認知  組間 26.708 3 8.903 2.558 .055* 

 組內 1179.596 339 3.480   

 總和 1206.303 342    

理財目標 

 組間 2.446 3 .815 .128 .943 

 組內 2152.773 339 6.350   

 總和 2155.219 342    

財務收支 

習慣 

 組間 21.305 3 7.102 1.069 .362 

 組內 2252.608 339 6.645   

 總和 2273.913 342    

理財計劃 

 組間 61.947 3 20.649 2.333 .074* 

 組內 3000.210 339 8.850   

 總和 3062.157 342    

理財工具 

選擇 

 組間 22.132 3 7.377 .656 .580 

 組內 3811.868 339 11.244   

 總和 3834.000 342    

***表示 1%顯著水準，**表示 5%顯著水準，*表示 10%顯示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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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4-4-7結果，理財認知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F值分別為0.851 

(p=0.514>0.1)、1.504(p=0.188>0.1)、1.714(p=0.131>0.1)、0.764(p=0.576>0.1)，此

結果顯示，主觀看法、理財規劃看法、理財興趣以及風險認知皆不存在職業差異。

理財行為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 F 值分別為 1.433(p=0.212>0.01)、

3.002(p=0.011<0.05)、1.250(p=0.285>0.1)、3.159(p=0.008<0.05)，顯示財務收支

習慣、理財工具選擇會因職業別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其餘兩構面則無。 

 

表 4-4-7 不同職業之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變異數分析 

構面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主觀看法  組間 12.072 5 2.414 .851 .514 

 組內 955.998 337 2.837   

 總和 968.070 342    

理財規劃 

看法 

 組間 37.830 5 7.566 1.504 .188 

 組內 1695.657 337 5.032   

 總和 1733.487 342    

理財興趣  組間 85.659 5 17.132 1.714 .131 

 組內 3368.056 337 9.994   

 總和 3453.714 342    

風險認知  組間 13.516 5 2.703 .764 .576 

 組內 1192.787 337 3.539   

 總和 1206.303 342    

理財目標 

 組間 44.883 5 8.977 1.433 .212 

 組內 2110.336 337 6.262   

 總和 2155.219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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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收支 

習慣 

 組間 96.959 5 19.392 3.002 .011** 

 組內 2176.953 337 6.460   

 總和 2273.913 342    

理財計劃 

 組間 55.746 5 11.149 1.250 .285 

 組內 3006.411 337 8.921   

 總和 3062.157 342    

理財工具 

選擇 

 組間 171.651 5 34.330 3.159 .008** 

 組內 3662.349 337 10.868   

 總和 3834.000 342    

***表示 1%顯著水準，**表示 5%顯著水準，*表示 10%顯示水準 

 

 根據表4-4-8結果，理財認知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F值分別為6.529 

(p=0.000<0.01)、9.621(p=0.000<0.01)、13.313(p=0.000<0.01)、0.256(p=0.000<0.01) 

，此結果顯示，理財認知各構面皆因個人月收入的不同而有明顯差異。理財行為

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 F 值分別為 12.859 (p=0.000<0.01)、9.772(p=0.000 

<0.01)、16.549(p=0.000<0.01)、5.391(p=0.000<0.01)，顯示理財行為各構面皆因

個人月收入的不同而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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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8 不同個人月收入之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變異數分析 

構面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主觀看法  組間 69.430 4 17.358 6.529 .000*** 

 組內 898.640 338 2.659   

 總和 968.070 342    

理財規劃 

看法 

 組間 177.204 4 44.301 9.621 .000*** 

 組內 1556.283 338 4.604   

 總和 1733.487 342    

理財興趣  組間 470.078 4 117.520 13.313 .000*** 

 組內 2983.636 338 8.827   

 總和 3453.714 342    

風險認知  組間 95.396 4 23.849 7.256 .000*** 

 組內 1110.907 338 3.287   

 總和 1206.303 342    

理財目標 

 組間 284.653 4 71.163 12.859 .000*** 

 組內 1870.565 338 5.534   

 總和 2155.219 342    

財務收支 

習慣 

 組間 235.702 4 58.925 9.772 .000*** 

 組內 2038.211 338 6.030   

 總和 2273.913 342    

理財計劃 

 組間 501.505 4 125.376 16.549 .000*** 

 組內 2560.653 338 7.576   

 總和 3062.157 342    

理財工具 

選擇 

 組間 229.946 4 57.486 5.391 .000*** 

 組內 3604.054 338 10.663   

 總和 3834.000 342    

***表示 1%顯著水準，**表示 5%顯著水準，*表示 10%顯示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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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4-4-9結果，理財認知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F值分別為9.147 

(p=0.000<0.01)、6.754(p=0.000<0.01)、6.794(p=0.000<0.01)、9.901(p=0.000<0.01)，

此結果顯示，理財認知各構面皆因個人月儲蓄的不同而有明顯差異。理財行為方

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 F 值分別為 6.260 (p=0.000<0.01)、9.602(p=0.000 

<0.01)、9.090(p=0.000<0.01)、2.652(p=0.033<0.05)，顯示理財行為各構面皆因個

人月儲蓄的不同而有明顯差異。 

 

表 4-4-9 不同個人月儲蓄之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變異數分析 

構面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主觀看法  組間 94.554 4 23.638 9.147 .000*** 

 組內 873.516 338 2.584   

 總和 968.070 342    

理財規劃 

看法 

 組間 128.305 4 32.076 6.754 .000*** 

 組內 1605.182 338 4.749   

 總和 1733.487 342    

理財興趣  組間 255.461 4 63.865 6.749 .000*** 

 組內 3198.254 338 9.462   

 總和 3453.714 342    

風險認知  組間 126.517 4 31.629 9.901 .000*** 

 組內 1079.786 338 3.195   

 總和 1206.303 342    

理財目標 

 組間 148.661 4 37.165 6.260 .000*** 

 組內 2006.558 338 5.937   

 總和 2155.219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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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收支 

習慣 

 組間 232.021 4 58.005 9.602 .000*** 

 組內 2041.892 338 6.041   

 總和 2273.913 342    

理財計劃 

 組間 297.428 4 74.357 9.090 .000*** 

 組內 2764.730 338 8.180   

 總和 3062.157 342    

理財工具 

選擇 

 組間 116.687 4 29.172 2.652 .033** 

 組內 3717.313 338 10.998   

 總和 3834.000 342    

***表示 1%顯著水準，**表示 5%顯著水準，*表示 10%顯示水準 

 

 根據表 4-4-10 結果，理財認知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 F 值分別為

13.337(p=0.000<0.01)、13.177(p=0.000<0.01)、21.729(p=0.000<0.01)、3.112(p=0.026 

<0.05)，此結果顯示，理財認知各構面皆因個人投資經驗的不同而有明顯差異。

理財行為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 F值分別為 9.582 (p=0.000<0.01)、11.037 

(p=0.000<0.01)、22.228(p=0.000<0.01)、2.790(p=0.041<0.05)，顯示理財行為各構

面皆因個人投資經驗的不同而有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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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0 不同投資之經驗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變異數分析 

構面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主觀看法  組間 102.193 3 34.064 13.337 .000*** 

 組內 865.877 339 2.554   

 總和 968.070 342    

理財規劃 

看法 

 組間 181.034 3 60.345 13.177 .000*** 

 組內 1552.453 339 4.580   

 總和 1733.487 342    

理財興趣  組間 557.015 3 185.672 21.729 .000*** 

 組內 2896.699 339 8.545   

 總和 3453.714 342    

風險認知  組間 32.331 3 10.777 3.112 .026** 

 組內 1173.972 339 3.463   

 總和 1206.303 342    

理財目標 

 組間 168.469 3 56.156 9.582 .000*** 

 組內 1986.750 339 5.861   

 總和 2155.219 342    

財務收支 

習慣 

 組間 202.343 3 67.448 11.037 .000*** 

 組內 2071.569 339 6.111   

 總和 2273.913 342    

理財計劃 

 組間 503.332 3 167.777 22.228 .000*** 

 組內 2558.826 339 7.548   

 總和 3062.157 342    

理財工具 

選擇 

 組間 92.383 3 30.794 2.790 .041** 

 組內 3741.617 339 11.037   

 總和 3834.000 342    

***表示 1%顯著水準，**表示 5%顯著水準，*表示 10%顯示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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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 4-4-11 結果，理財認知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 F 值分別為

2.666(p=0.103>0.1)、3.428(p=0.065<0.1)、2.312(p=0.129>0.1)、3.050(p=0.082<0.1) 

，此結果顯示，僅理財規劃看法與風險認知兩構面，會因受訪者是否有貸款情形

而有所不同。理財行為方面，四個構面在變異數分析的 F 值分別為

0.000(p=0.998>0.01)、10.834(p=0.001<0.01)、0.076(p=0.782>0.1)、2.970(p=0.086 

<0.1)，顯示財務收支習慣與理財工具選擇會因是否有貸款而有所差異，其餘構

面則無。 

表 4-4-11 貸款與否之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變異數分析 

構面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主觀看法  組間 7.510 1 7.510 2.666 .103 

 組內 960.560 341 2.817   

 總和 968.070 342    

理財規劃 

看法 

 組間 17.255 1 17.255 3.428 .065* 

 組內 1716.232 341 5.033   

 總和 1733.487 342    

理財興趣  組間 23.261 1 23.261 2.312 .129 

 組內 3430.453 341 10.060   

 總和 3453.714 342    

風險認知  組間 10.693 1 10.693 3.050 .082* 

 組內 1195.610 341 3.506   

 總和 1206.303 342    

理財目標 

 組間 .000 1 .000 .000 .998 

 組內 2155.219 341 6.320   

 總和 2155.219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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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收支 

習慣 

 組間 70.019 1 70.019 10.834 .001*** 

 組內 2203.894 341 6.463   

 總和 2273.913 342    

理財計劃 

 組間 .687 1 .687 .076 .782 

 組內 3061.471 341 8.978   

 總和 3062.157 342    

理財工具 

選擇 

 組間 33.103 1 33.103 2.970 .086* 

 組內 3800.897 341 11.146   

 總和 3834.000 342    

***表示 1%顯著水準，**表示 5%顯著水準，*表示 10%顯示水準 

 

第五節 研究假設結論 

 

 本文經由問卷實證結果，分析不同背景變項，如居住地、性別、年齡、婚姻

狀況、撫養人數、學歷、職業別、個人收入、個人月儲蓄、投資經驗與是否有貸

款，對雲嘉南地區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具有顯著影響，並依據

統計結果驗證本研究之假設。 

 

4-5-1 不同統計變項 

 理財認知 理財行為 

 
主觀

看法 

理財

規劃

看法 

理財

興趣 

風險

認知 

理財

目標 

財務

收支

習慣 

理財

計劃 

理財

工具

選擇 

居住地        ◎ 

性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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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   ◎ ◎ ◎ 

婚姻狀況  ◎ ◎  ◎ ◎ ◎ ◎ 

撫養人數 ◎ ◎ ◎  ◎ ◎ ◎ ◎ 

學歷    ◎   ◎  

職業別      ◎  ◎ 

個人月收入 ◎ ◎ ◎ ◎ ◎ ◎ ◎ ◎ 

個人月儲蓄 ◎ ◎ ◎ ◎ ◎ ◎ ◎ ◎ 

投資經驗 ◎ ◎ ◎ ◎ ◎ ◎ ◎ ◎ 

是否有貸款  ◎  ◎  ◎  ◎ 

◎表示為單變項變異數分析*P<0.1，即為有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假設一：不同居住地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依據表 4-5-1 所示，雲嘉南地區成年民眾僅在理財工具選擇上具有顯著差

異；對理財認知則無顯著差異。 

 

假設二：不同性別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依據表 4-5-1 所示，不同性別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興趣、理財計劃以及理財

工具選擇上具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不同年齡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依據表 4-5-1 所示，不同年齡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興趣、財務收支習慣、理

財計劃以及理財工具選擇上具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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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四：不同婚姻狀況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依據表 4-5-1 所示，不同婚姻狀況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規劃看法、理財興趣、

理財目標、財務收支習慣、理財計畫以及理財工具選擇上具有顯著差異。 

假設五：不同扶養人數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依據表 4-5-1 所示，不同扶養人數之成年民眾，在主觀看法、理財規劃看法、

理財興趣、理財目標、財務收支習慣、理財計劃以及理財工具選擇上具有顯著差

異。 

假設六：不同學歷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依據表 4-5-1 所示，不同學歷之成年民眾，在風險認知、理財計劃上具有顯

著差異。 

假設七：不同職業別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依據表 4-5-1 所示，不同職業別之成年民眾，在財務收支習慣、理財工具選

擇上具有顯著差異。 

假設八：不同個人月收入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依據表 4-5-1 所示，不同個人月收入之成年民眾，在主觀看法、理財規劃看

法、理財興趣、風險認知、理財目標、財務收支習慣、理財計劃以及理財工具選

擇上具有顯著差異。 

假設九：不同個人月儲蓄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依據表 4-5-1 所示，不同個人月儲蓄之成年民眾，在主觀看法、理財規劃看

法、理財興趣、風險認知、理財目標、財務收支習慣、理財計劃以及理財工具選

擇上具有顯著差異。 

假設十：在是否有投資經驗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依據表 4-5-1 所示，在是否有投資經驗之成年民眾，在主觀看法、理財規劃

看法、理財興趣、風險認知、理財目標、財務收支習慣、理財計劃以及理財工具

選擇上具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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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十一：在是否有貸款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依據表 4-5-1 所示，在是否有貸款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規劃看法、風險認知、

財務收支習慣以及理財工具選擇上具有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結果可看出，由於本樣本取樣雲嘉南地區，居住地僅顯示出一項結

果有差異，由此可推知此地區各項理財認知與行為有相似的情況。其他較具經濟

意涵的結果分別有，對於學歷，所受教育愈高愈了解風險，且較偏向會進行理財

規劃。同時我們也發現，收入、儲蓄和投資經驗顯示，一般民眾須累積一定財富

之後才會進一步考慮理財。雲嘉南地區在台灣是較屬於偏農作經濟型態較多，或

許是因為廣大的嘉南平原所造成的經濟活動現象。而在未來進入低利時代下，過

去僅考慮以放置銀行賺取利息的行為，是不容易累積財富的，而我們的結果又發

現不能累積到一定的財富就不會進而考慮理財行為，因而理財認知與行為在雲嘉

南地區的推廣與介紹是有其未來潛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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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究雲嘉南縣市成年民眾對於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本章根據實

證結果進行歸納，並作出相關結論，最後提出具體建議，以供相關人員日後參考

之用。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旨在瞭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等地區成年民眾理財認知

與理財行為之差異，以網路發放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回收有效問卷共計 343 份。

依據受測者問卷回收統計資料所顯示，樣本主要集中在男性較多，年齡層以 31-40

歲，職業屬性以服務業為主，學歷因高等教育普及因此普遍問卷填答者之最高學

歷以大學為主，收入與儲蓄因填答者年齡多在 31-40 歲之間因此填答者收入最多

落在 30,000~45,000 元之間，每月儲蓄金額以落在 5,000~15,000 元為主，未婚者

居多，無扶養人數者相對較多，對於投資經驗 63.56%的人有投資相關經驗，另

外受訪者中顯示 55.10%沒有借貸款的狀態。 

    本研究發現不同居住地與職業別之成年民眾，僅在理財工具選擇上具有明顯

差異；對理財認知則無明顯差異。不同性別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興趣、理財計劃

以及理財工具選擇上具有明顯差異。而在年齡層的不同理財目標與理財目的也不

盡相同，因此在理財興趣、財務收支習慣、理財計劃以及理財工具選擇上具有顯

著差異。不同婚姻狀況之成年民眾，在理財規劃看法、理財興趣、理財目標、財

務收支習慣、理財計畫以及理財工具選擇上具有明顯差異。不同扶養人數之成年

民眾，在主觀看法、理財規劃看法、理財興趣、理財目標、財務收支習慣、理財

計劃以及理財工具選擇上具有明顯差異。不同學歷之成年民眾，在風險認知、理

財計劃上具有明顯差異。不同個人月收入、個人月儲蓄以及投資經驗之成年民

眾，在主觀看法、理財規劃看法、理財興趣、風險認知、理財目標、財務收支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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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理財計劃以及理財工具選擇上具有明顯差異。在是否有貸款之成年民眾，在

理財規劃看法、風險認知、財務收支習慣以及理財工具選擇上具有明顯差異。 

 總結，由研究結果中可發現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大部分的成年

民眾都了解理財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其他不同背景變項對於成年民眾理財認知

與理財行為有顯著的影響。整體來看，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成年民

眾在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差異並不大。 

 

第二節 研究建議 

1. 由研究結果得知，成年民眾對於理財的重要性，然研究樣本中卻有 36.44%

的成年民眾完全沒有投資理財的相關經驗。可能是問卷填答年齡以 31-40 歲

年輕群族居多，大多年輕人對於日新月異的理財知識與金融商品並不了解。

因此，建議有關單位可以多提供年輕族群理財相關的研習課程。 

2. 研究者因受限於人力、物力、時間資源影響，本研究抽樣樣本僅以雲林縣、

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成年民眾為研究範圍。故推論至其他縣市的成年民

眾，仍需相當謹慎。因此後續研究學者可以就其他地區的成年民眾對於理財

認知及理財行為進行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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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受測問卷 

成年民眾理財認知與理財行為之研究—以雲嘉南地區為例 

問卷調查表 

親愛的朋友們： 

        您好！非常感謝您撥冗填寫本問卷，並對您平日的工作辛勞，表達由衷

的敬意。本問卷的目的在於了解成年民眾理財認知、理財行為之現況與相關性，

您所填答的資料將會成為本碩士論文研究成功與否的關鍵。本問卷採無記名填答

方式，您所提供的資料，僅做為學術上之綜合性探討研究，不做單一個案分析，

且絕對保密。在此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敬請 商祺 

南華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李怡慧 博士 

研 究 生：蔡典璋 敬上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請勾選) 

1. 就業狀態：(1)□就業 (2)□其他 

2. 居住地：(1)□雲林縣 (2)□嘉義縣 (3)□嘉義市 (4)□台南市 (5)□其他 

3. 性別：(1)□男 (2)□女 

4. 年齡：(1)□20~30歲 (2)□31~40歲 (3)□41~50歲 (4)□51~65歲 (5)□其

他 

5. 婚姻狀況：(1)□未婚 (2)□已婚  

6. 撫養人數(含父母及子女)：(1)□無 (2)□1~2人 (3)□3~5人 (4)□6人以

上 

7. 學歷：(1)□國中以下 (2)□高中(職)、專科 (3)□大學 (4)□研究所以上 

8. 職業別：(1)□商業 (2)□服務業(含金融保險、租任、信託) (3)□製造業 

        (4)□農林漁牧礦業 (5)□軍/公/教 (6)□其他 

9.個人月收入：(1)□30,000 元以下 (2)□30,001~45,000 元 (3)□45,001~60,000 元  

(4)□60,001~75,000元 (5)□75,001元以上 

10.個人月儲蓄：(1)□5,000以下 (2)□5,001~1,5000元 (3)□15,001~25,000元  

(4)□25,001元~35,000元 (5)□35,001元以上 

11.投資經驗：(1)□從未 (1)□1~3年 (2)□4~10年 (3)10年以上 

12.您目前是否有貸款：(1)□是 (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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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個人理財認知(請勾選) 

題

項 
個人理財認知調查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一、主觀看法 

1. 我認為現代人，應重視理財規劃。 □ □ □ □ □ 

2. 我認為年輕時有理財規劃，退休後才有穩定的

生活。 
□ □ □ □ □ 

3. 我認為應及早開始理財規劃 □ □ □ □ □ 

二、理財規劃看法 

4. 理財要設定短、中、長期目標規劃。 □ □ □ □ □ 

5. 理財規劃是長時間進行的工作，需有耐心。 □ □ □ □ □ 

6. 不同的理財規劃，需要選擇不同的理財工具。 □ □ □ □ □ 

7. 可委託專業人士協助我進行理財規劃 □ □ □ □ □ 

三、理財興趣 

8. 投資前，我會先蒐集了解相關知識。 □ □ □ □ □ 

9. 我對投資理財充滿興趣與熱忱。 □ □ □ □ □ 

10. 我經常閱讀財經相關資訊。 □ □ □ □ □ 

11. 我經常與人分享討論理財的知識和經驗。 □ □ □ □ □ 

四、風險認知 

12. 我在投資理財時，會考量風險程度。 □ □ □ □ □ 

13. 我投資如果有損失，能以平常心看待，長期持

有或停損停利。 
□ □ □ □ □ 

14. 我了解投資報酬率愈高伴隨的風險也愈高。 □ □ □ □ □ 

15. 我在投資前只考量商品的報酬率，不在意風險

高低。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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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個人理財行為(請勾選) 

題

項 
個人理財行為調查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一、理財目標 

1. 為了累積財富而理財。 □ □ □ □ □ 

2. 為了家庭開銷而理財。 □ □ □ □ □ 

3. 為了避稅與資產配置而理財。 □ □ □ □ □ 

4. 為了退休規畫準備而理財。 □ □ □ □ □ 

二、財務收支習慣 

5. 我有記帳的習慣。 □ □ □ □ □ 

6. 我的日常收支總是收入大於支出。 □ □ □ □ □ 

7. 我目前的存款大於負債。 □ □ □ □ □ 

三、理財計劃 

8. 我已擬定個人(家庭)理財計劃並執行中。 □ □ □ □ □ 

9. 我願意每月提撥一定資金來進行理財計劃。 □ □ □ □ □ 

10. 我能自己做理財計劃，有個人看法與見解。 □ □ □ □ □ 

11. 我會時時檢視我的資產組合是否適當。 □ □ □ □ □ 

四、理財工具選擇 

12. 我會選擇把錢全部存在銀行定存。 □ □ □ □ □ 

13. 保險是我的主要理財工具。 □ □ □ □ □ 

14. 股票或基金是我的主要理財工具。 □ □ □ □ □ 

15. 房地產是我的主要理財工具。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