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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內容： 

 

總統 100 年 1 月 19 日公布修正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7 條及第 126 條條文，刪 

除現役軍人薪餉及國民中小學以下教職員薪資所得免納所得稅規定，並自 101 年 

1 月 1 日施行。本研究即在探討國軍志願役官士兵於取消軍教免稅政策後，其個人之

理財規劃是否會因其政策改變而有所不同。 

研究結果發現，理財觀念認知在階級、年齡、服務年資、家庭月所得等四項人口

特性有顯著差異；消費態度認知在階級、年齡、軍種、服務年資、婚姻、撫養人數、

家庭月所得等七項人口特性有顯著差異；投資風險看法認知在階級、年齡、軍種、服

務年資、婚姻、撫養人數、家庭月所得等七項人口特性有顯著差異；理財目標認知在

階級、年齡、服務年資、婚姻等四項人口特性有顯著差異；理財行為認知在階級、軍

種、婚姻等三項人口特性有顯著差異。另外，國軍志願役人員均有固定儲蓄之習慣，

實施課稅並不會影響其儲蓄習慣及理財規劃；階級這個變數會因為課稅的需要而必須

調整原有的消費習慣。 

 

 

關鍵字：理財規劃、理財觀念、消費態度、投資風險看法、理財目標、理財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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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o cancel tax-free policy on military men’s and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 teachers’ salary on January 19, 2011. This rule is formal implementation 

on January 1, 2012.  This study is investigated whether personal financial plan is different 

after cancelling the military men’s tax-free policy.  

    The empirical result finds that the cognition of financial concep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class, age, seniority and family's monthly income. The cognition of 

consumption attitude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class, age, branch of armed services, 

seniority, marriage, number of support and family's monthly income. The cognition of 

investment risk viewpoin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class, age, branch of armed services, 

seniority, marriage, number of support and family's monthly income. The cognition of 

financial goal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class, age, seniority and marriage. Finally, the 

cognition of financial behavioral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class, branch of armed 

services and marriage. Furthermore, military officers and soldiers have fixed savings habi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xing does not affect saving habit and financial planning. Finally, 

the variable of class will affect consumption habit under the cancellation of tax-free policy. 

 

Keywords: Financial plan, Financial concept, Consumption attitude, Investment risk 

viewpoint, Financial goal, Financi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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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國軍志願役官兵於取消軍教免稅政策後，其個人之理財規

劃是否會因其政策改變而有所不同。本章首要闡述本論文之研究背景、動機、目的與

研究流程。 

    總統 100 年 1 月 19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000010141 號令，公布修正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7 條及第 126 條條文，刪除現役軍人薪餉及國民中小學以下教職員薪資所得

免納所得稅規定，並自 101 年 1 月 1 日施行，預計影響人數約 35 萬人，約可增加稅

收 160 億元。民國 32 年頒行所得稅法時，即規定小學教員薪給免納所得稅，其原因

係考量當時各省小學教員薪給不一，且未達課稅起徵點所致。民國 38 年政府遷臺，

因財政困難，未能調整其薪資待遇，仍沿續此政策；民國 44 年 12 月 23 日修法公布

時，基於動員時期背景，將薪資較低之軍人、托兒所及幼稚園教職員等人員薪資納入

免稅項目；後因國民教育實施，民國 68 年間又將國民中學及私立初級中學之教職員

納入薪資免納所得稅規定範圍。 

    物換星移，上述背景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及薪資結構調整，軍教所得免稅已不符合

賦稅公平原則，是以，依支付能力標準實施課稅，得使政府各項運作、公共服務、經

濟、軍事及相關體系運作順遂。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理財規劃可謂為管理一生的財富及其風險管控過程，其範圍包括收入及支出，收

入可分為工作收入（薪資、工作獎金、佣金及自營事業所得等）及理財收入（利息、

房租、股利等各項財富運用所得收入）；支出亦分為生活支出（一般家庭開銷）及理

財支出（投資或因信貸運用而產生之支出），理財規劃之面向包括收支、退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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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稅務、投資及購屋等計畫，要全方位做好理財規劃，缺一不可（張崇毅，2008）。 

風險是指事件發生與否的不確定性，風險管理則為一管理過程，並包含對風險的 

定義、評量及預擬（發展）因應策略等，目的是將風險及損失降至最低。2007 年時

代百大人物之一「奧瑪哈的先知」（The Oracle of Omaha）華倫·愛德華·巴菲特（Warren 

Edward Buffett）說：「風險來自你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些什麼」， 完整的理財規劃應和

人生各個不同階段的生涯規劃相互配合（周信佑，2007），以全盤的理財規劃達成各

階段理財目標。 

    軍人工作性質較一般不同，在戰備整備過程中，其專業領域均與軍事技能有關，

加上收入穩定亦享有政府所提供之相關福利措施，大多數對於理財相關訊息相對不

足。曾信洋（2007）研究指出國軍人員一般之理財方式為銀行存款，現今軍人面對課

稅及退休金優惠存款利率 18%取消的影響，其個人理財規劃是否會隨之調整改變為本

研究之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在不同人口特性下國軍官兵於取消免稅後影響個人理財觀念之差異。 

二、探討在不同人口特性下國軍官兵於取消免稅後影響消費態度之差異。 

三、探討在不同人口特性下國軍官兵於取消免稅後影響個人投資風險看法之差 

    異。 

四、探討在不同人口特性下國軍官兵於取消免稅後影響個人理財目標之差異。 

五、探討在不同人口特性下國軍官兵於取消免稅後影響個人理財行為之差異。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蒐集所需資料，並加以彙整與處理。文獻探討

旨在蒐集與回顧國內外相關研究主題，以作為設計本研究問卷各題項之基礎。經由問

卷調查蒐集研究對象對於研究所認知的量化資料，並以統計方法分析瞭解受測者對理

財觀念、消費態度、投資風險、理財目標與理財行為的認知，探討其相關影響，並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9%A9%AC%E5%93%88_(%E5%86%85%E5%B8%83%E6%8B%89%E6%96%AF%E5%8A%A0%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8%E7%9F%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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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瞭解受測者之理財現況。本研究使用之統計分析方法有敘述統計分析、

Kruskal-Wallis 檢定、Mann-Whitney 檢定等。 

    本研究是以國軍志願役官兵為研究對象，問卷區分為理財觀念、消費態度、投資

風險、理財目標與理財行為等五個構面，並以所得之量化資料，作為衡量基礎以進行

相關之研究。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共分為五章，依序為：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文獻探討；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四章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第五章結論與建議。最後附上實證問卷，各章所描述之

內容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首先闡明本研究之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範圍，最後說

明論文之架構及研究流程。 

第二章 文獻探討：主要探討理財觀念、消費態度、投資風險、理財目標與理財行為

等各關鍵構面的理論與研究。 

第三章 研究方法：綜整文獻的結果建立研究架構與假設，並藉此明定研究變數的操

作型定義，另說明本研究之問卷設計、研究對象及資料分析方法等內容。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對於本研究之假設進行實證資料分析，並對其結果進

行綜合性的分析與討論。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說明由上述研究所獲致之結論，提出建議供後續研究者及相關

單位参考。 

依上述論文架構，擬定本研究之流程如下： 

  

 

 

 



 
 
 
 
 
 
 
 
 
 
 
 

 

 4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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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相關理論 

 一、理財觀念 

         是指個人對於一般理財知識、投資、儲蓄、借貸及負稅等之認知。根據林 

     芳姿（2010）的研究將理財認知定義為個人之主觀看法、風險看法、理財規劃 

     看法、退休看法及理財興趣等五個部分；詹寗喻（2007）認為理財認知是對於 

     金錢管理的知識與能力，蔡肇哲（2006）以懷德術(Delphi Technique)研究法分

析出我國國中教師應具備投資理財基本知識及實務規劃、保險、基金、股票、

房地產和其他理財工具等相關知識，另 Jacob, et al.(2000)則指出理財知識應包

含信用卡管理、支票、預算編制、貸款償還與保險等方面；Danes,et al.     

（1986）則認為應含記帳頻率、信用卡知識、借貸、保險及所有之財務管理。 

 二、消費態度 

         對於消費態度的定義，韓宗信(2008)認為係指消費者對於購買某項產品的 

     一種一致性之喜歡或不喜歡，情緒性感覺及行動傾向的評估。周秋琴(2004)則 

     認為係指個體對消費議題的持久價質值觀或信念，是與週遭環境及相關人物在 

     消費經驗上的互動學習而來，個體之消費態度也會對其消費者行為造成影響。 

     Myers & Reynold(1976)研究指出態度會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購買決策，而購買 

     決策幾乎完全決定於購買時對該產品的態度。 

三、投資風險 

        風險，指的是對事件發生與否的不確定性，在理財規劃而言亦可指個人對未 

    來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謝美緞（2002）提到風險是不利事件發生的可能性，而 

    此不利事件是造成傷害或損失的意外事件，Bowman（1979）則認為風險為一事 

    前（ex-ante）的觀念，實證須以事後（ex-post）的資料加以衡量。就投資人在股 

    票市場而言，可分為系統風險（不可分散及不可預知、控制的風險，）及非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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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可分散風險、藉由投資組合避險）。  

四、理財目標 

        理財目標可說是對未來的畫面想像，例如購車、子女教育、買到理想好房、 

    出國、樂活退休等（將未來夢想轉成數據化的目標），搭配人生各階段不同需求 

    及風險容忍度，為人生各階段之理財目的做準備。楊昌隆（2003）指出就終身財 

    務規劃觀點，財務目標若可結合個人生涯規劃，擬訂短、中、長期財務計劃，有 

    助於財務目標之達成，張真卿(2000)認為進行理財計畫時有五個步驟可以掌握， 

    其在設定財務目標中有短期（一年以內）、中期（十年左右）以及長期（通常為 

    二十年）三個階段。 

五、理財行為 

    整理許多專家學者對理財行為的研究定義，高朝梁(2006)指出理財行為應是 

實際進行個人理財的活動過程，而個人理財則是指個人如何管理其財務資源的學 

問。Frederick Amling(1980)認為理財行為是個人或機構為了獲得利益，在考量未 

來投資期間之風險所作的行動；Stanley B. Block(1986)則認為理財行為係決策過 

程上，直接涉及證券所獲得利益與承受風險之行為。鍾立薇(2007)研究指出理財 

行為應包含預算、消費、儲蓄、融資、保險及投資；另外洪世揚(2001)則認為理 

財行為應包含報酬、風險及時間三個要素。 

 

第二節  相關研究 

 一、理財觀念 

         有關理財觀念（認知）的相關研究，根據Visa國際組織於2006年03月發表 

     的「E世代學生理財觀念調查報告」指出，有98%的台灣大專生肯定理財的重要 

     性，惟僅9%認為自己有足夠的理財相關知識，顯示多數學生對理財概念貧乏且 

     有該項認知需求。詹寗喻（2007）以新竹兩所大學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其研究 

     顯示大學生的理財知識水準屬低理財知識水準，並且在性別、學校、科系、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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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配金額、卡債等因素在理財認知程度上，有顯著差異；根據蔡肇哲（2006） 

     以懷德術研究法分析出我國國中教師應具備投資理財的基本知識及理財實務規 

     劃、保險、基金、股票、房地產和其他理財工具等相關知識；陳素菊（2011） 

     針對苗栗縣內國小教師於課稅後對於理財觀、金錢態度、風險容忍度及理財行 

     為之態度是否會受其影響的研究顯示，該研究對象於課稅後對理財觀、金錢態 

     度、風險容忍度及理財行為上均有明顯的改變；另王傳蒂（2006）針對台北縣、 

     市國小教師為對象，討論有關理財觀念等的研究結果顯示，整體的理財觀念偏

向正向，理財觀念在不同的個人或家庭背景項下有顯著差異。 

 二、消費態度 

         吳玉年（2013）針對大高雄地區六年級學童探討金錢觀與金融知識對學生 

     消費態度與用錢行為的影響，結果顯示金融知識愈豐富，享樂型消費態度愈低， 

     消費態度趨近穩健，享樂型的金錢觀念會提高用錢行為，另外金錢觀與用錢行 

     為對消費態度的關係具有部分中介效果，但對金融知識與用錢行為的關係不具 

     中介效果。 

         根據姚莉芳（2008）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生活風格及奢華消費 

     態度的現況及差異情形的研究結論有教師生活風格大多為「購物便利」居多、 

     有扶養子女者傾向精打細算型、生活風格與消費態度有正向相關性以及購買動 

     機以「享受與愉悅」、「提升生活品質」為主。 

         林欣宜（2009）以問卷為測量的工具，探討國小學童的金錢價值觀、消費 

     態度及儲蓄習慣之間的關係，其研究發現國小學童在金錢價值觀方面持有正面 

     的看法，並有計畫的儲蓄；金錢價值觀、消費態度與儲蓄習慣在不同背景因素 

     下均達顯著差異；金錢價值觀與消費態度及消費態度與儲蓄習慣均呈現顯著正 

     相關。鍾立薇（2007）的研究發現有無儲蓄並不受金錢態度及風險容忍度二者 

     的影響，另金錢態度的權力/名望對是否借貸有顯著影響。 

三、投資風險 

        根據黃國欽（2011）針對台南市上班族理財認知理財行為與家庭理財之研究 



 
 
 
 
 
 
 
 
 
 
 
 

 

 8 

    的結果顯示，其研究對象最重視的是家庭理財風險管理；陳昭宇（2010）研究發 

    現，對金融認知越正確者，越知道分散風險的重要性，進而產生多角化投資行為 

    。蔡秉志（2013）針對課稅對小學教師理財行為影響的研究中顯示，不同年齡、    

    教育程度、扶養親屬人數在「理財風險」上存有顯著差異。另陳敏璇（2013）的 

    研究顯示，客觀風險屬性與投資組合和年收入及投資經驗有相關，其風險屬性與 

    家庭年收入和自我風險評分具有顯著差異。 

        有關課稅後風險容忍度的相關研究，黃敏慧（2013）研究後發現： 

   （一）國小教師理財態度、風險容忍度和投資理財行為於課稅後有明顯改變。 

   （二）在人口特性（性別、婚姻狀況、撫養親屬人數不同者），風險容忍度在課稅 

         後有顯著差異。 

   （三）理財態度、金錢態度、投資理財行為和風險容忍度於課稅後沒有顯著關聯 

         性。 

 四、理財目標 

         王傳蒂（2006）針對台北地區國小教師有關個人理財觀對理財規劃影響的 

     研究指出，國小教師會以風險的預防、累積資金及為退休做準備為理財目標之 

     次序；蔡秉志（2013）在恢復課稅對小學教師理財行為影響的研究中顯示，不 

     同的理財經驗、性別、每月儲蓄及婚姻狀況在「理財目標」層面無顯著差異， 

     但不同的年齡、教育程度、年資、月收入及扶養人數在理財目標上達顯著差異。 

     李春珠（2007）針對桃園縣女性理財觀念與理財決策城鄉比較之研究結果發現， 

     在理財決策部分，女性最重視的理財目標是個人風險的預防及退休後的經濟生 

     活。楊雨農（2008）的研究結果顯示，長期以定期定額投資方式累積財富，投 

    資型保單亦可滿足人生各階段理財目標需求。 

五、理財行為 

        蔡佩瑾（2013）針對投資人風險屬性對理財行為之探討研究指出，在理財行 

    為方面，保守型投資人在「投資佔收入的比重」有顯著差異；穩健型與積極型投 

    資人，在「哪個工具最能達到理財目標」有顯著差異。周忠源（2011）以北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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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現役軍人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在理財認知、理財行為與退休理財規劃之現況， 

    結果顯示有八成以上的軍人每年會投入 11-30%的金額理財，理財工具偏向保 

    守，也會選擇投資不動產。 

        黃國鈐（2010）針對國中小正職教師在取消免稅政策下的相關研究顯示： 

  （一）每月投資金額以 1 萬元左右為主，以個人所得為主要資金來源。 

  （二）以保險、金融機構存款及共同基金為主要投資工具，投資風險及報酬率之高 

        低為投資考量因素。 

  （三）理財相關知識由閱讀相關訊息及從朋友同事方面獲得。 

  （四）理財目標與規劃的擬訂主要目的是為了累積財富、退休後生活與子女未來。 

  （五）課稅後，理財行為與目的在婚姻、教育背景、職稱與撫養人數等因素上無認 

        知差異，而在性別、年齡、教學年資、月收入等因素上有明顯的差異。 

        黃士豪（2012）有關軍人理財行為的研究發現，其研究對象半數至少每個月 

    會檢視理財計畫及適時更換理財工具，另在投資理財方面態度偏向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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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一、研究架構 

    本次研究係以抽樣問卷調查方式來進行，依據研究的目的和相關文獻探討的 

結果，經參酌國內外專家學者對理財規劃等相關研究，擬定研究架構。以國軍志 

願役官士兵背景為自變項，另以受測者理財觀念、消費態度、投資風險看法、理 

財目標、理財行為等構面為依變項，探討之間關聯性。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 

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假設 

假設一：取消免稅後國軍志願役官士兵理財觀念認知不因人口特性有差異。 

假設二：取消免稅後國軍志願役官士兵消費態度認知不因人口特性有差異。 

假設三：取消免稅後國軍志願役官士兵投資風險看法認知不因人口特性有差異。 

假設四：取消免稅後國軍志願役官士兵理財目標認知不因人口特性有差異。 

假設五：取消免稅後國軍志願役官士兵理財行為認知不因人口特性有差異。 

 

人 口 特 性 

理 財 觀 念 

消 費 態 度 

投 資 風 險 看 法 理 財 目 標 

理 財 行 為 人 口 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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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統計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國軍志願役官兵為對象進行施測，採用便利抽樣的方式進行問卷 

調查，委託國軍主計部門、財務單位可資提供協助者代為發放問卷，俟問卷回收 

後再進行資料分析並作為推論之依據。針對國軍志願役官士兵於取消免稅政策 

下，個人理財觀念、消費態度、投資風險看法、理財目標、理財行為等認知及理 

財現況進行瞭解，並進一步分析個人背景變項於各構面是否有差異性。 

二、統計方法 

    (一)敘述統計分析 

            本研究係採用次數、百分比法對樣本基本資料及理財現況之分布情形進 

        行分析與瞭解。 

     (二)Kruskal-Wallis 檢定 

            據以檢定依變項理財觀念、消費態度、投資風險看法、理財目標、理 

        財行為等構面是否因自變項為多組類別之人口特性而有差異。 

     (三)Mann-Whitney 檢定 

            用以作為 Kruskal-Wallis 檢定事後兩兩比較之分析方法。 

 

第三節  問卷設計 

本研究之問卷主要可區分為三個部分(參見附錄)，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第

二部分為理財規劃(另區分理財觀念、消費態度、投資風險看法、理財目標、理財行

為等五個構面)、第三部分為理財現況，各分項量表之題目敘述如下： 

一、個人基本資料 

    本研究之基本資料變項是依照國軍志願役官士兵之基本特性與家庭基本所 

得之問項進行編製，包括性別、階級、年齡、軍種、服務年資、婚姻狀況、撫養 

人數及家庭月所得等八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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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財規劃量表 

(一)理財觀念 

    1.我很清楚自己的財務狀況，並且應該做好財務規劃。 

   2.平常有固定的儲蓄習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3.投資是一種投機行為，最好不要輕易嘗試。 

   4.個人理財是有錢人的事，收入低的人不須要去理會。 

   5.個人理財規劃是為了使生活更有保障。 

   6.實施課稅後將會影響我的儲蓄習慣。 

   7.因為課稅的關係，我必須開始或調整我的理財規劃。 

    (二)消費態度 

        1.我認為賺錢不容易，所以消費就應該要量入為出。 

        2.我總是把賺來的錢都花光，每到月底就變成「月光族」。 

        3.購買奢侈品及名牌來犒賞自己是一件合理的事。 

        4.為了滿足物質上的享受，即使借貸也沒關係。 

        5.每次消費我一定一次付清，絕不使用信用卡分期付款或循環利息。 

        6.為了因應納稅的需要，我必須調整我的消費習慣。 

        7.因為未來繳納稅款的需要，影響我的消費款項改以信用卡分期繳納。 

(三)投資風險看法 

   1.我很清楚並瞭解投資風險所代表的意義。 

   2.我會在要投資前，先考慮風險的高低問題。 

   3. 投資報酬率較高的理財工具，其風險也相對較高。 

   4.使用不同的理財工具，可以適時分散投資風險。 

   5.我會將風險的高低列為我選擇投資工具的第一要素。 

   6.每次投資一有損失，我就會寢食難安。 

   7.為了不使課稅影響我的實質所得，我會採用較高報酬率的理財工具。 

   8.薪資所得課稅不會影響我對投資風險看法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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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理財目標 

        1.理財要設定短、中、長期目標，並按目標去進行財務分配。 

        2.每次投資我總是設定好停損點，避免血本無歸。 

    3.我的理財目標是希望能夠創造穩定獲利。 

    4.為了達成理財目標，我每月投入理財金額佔收入的比重 30%以上。 

    5.因為課稅的關係，我會將理財目標的達成時間調整延後。 

    6.薪資所得課稅不會影響我對理財目標的改變。 

    (五)理財行為 

        1.因為課稅的關係，我必須去調整我的理財投資工具。 

        2.為了不使課稅影響我的理財目標達成，我將追求高獲利投資。 

        3.為了理財目標如期達成，我不會因為課稅的關係調降我的每月理財金額。 

三、理財現況 

  (一) 在薪資所得課稅之前，您是否已開始進行理財規劃？ 

  (二) 讓您開始進行理財行為的主要原因為何？ 

  (三) 您目前所採用的理財工具中，哪一項最能達成您所設定的理財目標。 

  (四) 承上題，此項理財工具最主要是為了達成何項理財目標。 

  (五) 哪一項原因會讓您採用您目前正在使用的理財工具。 

  (六) 您多久會檢視您的理財與投資計畫。 

  (七) 您最近一次進行更換理財工具首要原因為何？ 

  (八) 為了達成您的理財目標，您目前或將來選擇的主要投資工具為何？ 

  (九) 為了因應薪資所得課稅的需要，您會採取何種方式預備所需繳納之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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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針對問卷調查回收的資料進行分析。第一節將對樣本資料做敘述性統計分

析，利用統計方法中之人數與百分比來說明樣本特性及理財現況之分佈情形；第二節

運用統計方法中之Ｋruskal-Ｗallis 檢定、Ｍann-Ｗhitney 檢定對軍職人員之理財觀念、

消費態度、投資風險看法、理財目標和理財行為進行影響因子分析。 

 

第一節  敘述性統計分析 

一、樣本資料分布狀況 

    本研究問卷採便利抽樣方式發放，於全國軍主計、財務單位以不記名方式填 

答，合計寄發 400 份，總共回收 326 份，回收率 81.5%，剔除回答不完整及明顯 

任意做答等無效問卷 12 份，有效問卷共計 314 份，問卷有效樣本率 96.3%。 

二、國軍志願役官士兵人口特性敘述分析 

  (一) 問卷樣本中 314 受測人員以男性佔 73.2%較多；年齡則以 21~30 歲佔 53.2%   

      為主，31~40 歲佔 32.5%次之；軍種則以中央單位佔 36%為主，另陸軍佔 

35%次之；在服務年資部分以 5 年以下佔 38.9%為主；未婚比率 61.8%較已

婚比率 37.6%高出甚多；撫養人數則為 0 人佔 45.6%為最多。詳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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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受測人員中以軍官合計占 59.9%為居多，其中校官 96 位占 30.6%、尉官 92 

        位佔 29.3%；另士官 98 位占 31.2%，士兵階級 28 位占 8.9%。詳如表 4-1 及 

        圖 4-1。 

 

 

表 4-1 「人口特性」資料分布情形表 

項 目 類 別 人 數 百分比 項 目 類 別 人 數 百分比 

性 別 
(1)男 230 73.2 

服務年資 

(1)5 年以下 122 38.9 

(2)女 84 26.8 (2)6~10 年 63 20.0 

階 級 

(1)校官 96 30.6 (3)11~15 年 81 25.8 

(2)尉官 92 29.3 (4)16~20 年 31 9.9 

(3)士官 98 31.2 (5)20 年以上 17 5.4 

(4)士兵 28 8.9 

婚姻 

(1)已婚 118 37.6 

年 齡 

(1)20 歲以下 12 3.8 (2)未婚 194 61.8 

(2)21~30 歲 167 53.2 (3)其他 2 0.6 

(3)31~40 歲 102 32.5 

撫養人數 

(1)無 143 45.6 

(4)41 歲以上 33 10.5 (2)1 人 45 14.3 

軍 種 

(1)中央 113 36.0 (3)2 人 72 22.9 

(2)陸軍 110 35.0 (4)3 人以上 54 17.2 

(3)海軍 12 3.8 

家 庭 

月 所 得 

(1)40,000 以下 47 14.9 

(4)空軍 54 17.2 (2)40,001~60,000 元 114 36.3 

(5)聯勤 11 3.5 (3)60,001~80,000 元 68 21.7 

(6)後備 10 3.2 (4)80,001~100,000 元 42 13.4 

(7)憲兵 4 1.3 (5)1000,001 元以上 43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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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受測者階級分析圖

士兵

8.9%

士官

31.2%

尉官

29.3%

校官

30.1%

 

    (三) 本次研究受測者中，家庭月所得在 40,001~60,000 元有 114 位約佔 36.3%為 

        相對多數，而家庭月所得在 40,001 元以下者 47 位佔 14.9%相對少數，另外 

        家庭月所得在 60,001 元以上者合計 161 位佔 48.7%。詳如表 4-1 及圖 4-2。

圖4-2  受測者家庭月所得分析圖

14.9

36.3

21.7

13.4 13.7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百分比 14.9 36.3 21.7 13.4 13.7

(1)40,000以下 (2)40,001~60,000元 (3)60,001~80,000元 (4)80,001~100,000元 (5)1000,001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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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軍志願役官士兵理財現況敘述分析 

    (一) 樣本資料之 314 位受測人員中有高達 87.9%在薪資課稅前已開始進行理財 

        規劃，進行理財行為的主要原因係為增加財富者佔 47.8%；有 32.2%者認為  

        以定期存款最能達成設定的理財目標，次之則為是以投資基金者佔 27.1%； 

        採用現行的理財工具之主要目標是為了達成增加財富佔 46.8%為主，多數達 

        36%之人員係因考量投資風險的高低採用目前的理財工具，其中有 40.8% 

        之人員會隨時檢視自己的理財與投資計畫；最近一次進行更換理財工具首要 

        原因以配合財務目標的改變佔 20.7%為多，另投資報酬率太低或擔心投資風 

        險太高則均佔 17.5%亦是次要考量原因。為了達成理財目標目前或將來有佔 

        33.8%者將選擇基金為他們的主要投資工具，為了要因應薪資所得課稅的需 

        要，有 39.2%的人會以每個月從薪資內預扣方式作為因應；以儲蓄方式因應  

        者佔 36.9%次之。 詳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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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測者中開始進行理財行為的原因以為增加財富佔 48%為最大數，次之則係為 

    退休做準備佔 22%，為購買房子者佔 11%則再次之；三者合計已佔受測者總數 

表 4-2 「理財現況」資料分布情形表 

項 目 類 別 人 數 百分比 項 目 類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薪資課稅前是
否已開始進行
理財規劃 

(1)是 276 87.9 

多久會檢視

理財與投資

計畫 

(1)經常都在檢視 128 40.8 

(2)否 38 12.1 (2)一個月 75 23.9 

開始進行理財
行為的主要原 
因 

(1)增加財富 150 47.8 (3)六個月 45 14.3 
(2)為子女準備教育基
金 29 9.2 (4)一年 27 8.6 

(3)為旅遊休閒活動籌
措旅費 16 5.1 (5)一年以上 17 5.4 

(4)購買房子 36 11.5 (6)從未作過 22 7.0 
(5)為退休作準備 70 22.3 

最近一次進

行更換理財

工具首要原

因為何 

(1)投資報酬率太低 55 17.5 
(6)無進行理財行為 11 3.5 (2)擔心投資風險太高 55 17.5 

(7)其他 2 0.6 
(3)配合財務目標的改

變 
65 20.7 

目前所採用的
理財工具中哪
一項最能達成
所設定的理財
目標 

(1)定期存款 101 32.2 (4)薪資課稅 12 3.8 
(2)基金 85 27.1 (5)採納他人意見 8 2.5 
(3)股票 42 13.4 (6)無更換投資工具 116 37.0 
(4)保險 24 7.6 (7)其他 3 1.0 
(5)外幣 6 1.9 

為了達成理

財目標目前

或將來選擇

的主要投資

工具為何 

(1)定期存款 66 21.0 
(6)互助會 5 1.6 (2)基金 106 33.8 
(7)不動產 24 7.6 (3)股票 59 18.8 
(8)黃金 10 3.2 (4)保險 22 7.0 
(9)無採用任何理財工
具 15 4.8 (5)外幣 8 2.5 

(10) 其他 2 0.6 (6)互助會 3 1.0 

所採用的理財
工具最主要是
為了達成何項
理財目標 

(1)增加財富 147 46.8 (7)不動產 22 7.0 
(2)為子女準備教育基
金 25 8.0 (8)黃金 23 7.3 

(3)為旅遊休閒活動籌
措旅費 10 3.2 (9)其他 5 1.6 

(4)購買房子 38 12.1 
為了因應薪

資所得課稅

的需要會採

取何種方式

預備所需繳

納之稅款 

(1)儲蓄 116 36.9 
(5)為退休作準備 80 25.5 (2)借貸 4 1.3 
(6)無採用任何理財工
具 12 3.8 (3)投資理財 47 15.0 

(7)其他 2 0.6 (4)每個月薪資內預扣 123 39.2 

何項原因採用
目前正在使用
的理財工具 

(1)投資報酬率的高低 70 22.3 (5)尚未規劃 22 7.0 
(2)投資風險的高低 113 36.0 (6)其他 2 0.6 
(3)對投資工具了解的
程度 84 26.8 

 
(4)投資期間的長短 16 5.1 
(5)他人介紹或推薦 11 3.5 
(6) 
無採用任何理財工具 16 5.1 

(7)其他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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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成一。詳見圖 4-3 及表 4-2。 

圖4-3  受測者進行理財行為的主要原因分析圖

48%

9%
5%

11%

22%

4%

1%
(1)增加財富

(2)為子女準備教育基金

(3)為旅遊休閒活動籌措旅費

(4)購買房子

(5)為退休作準備

(6)無進行理財行為

(7)其他

 

(三) 受測者所採用理財工具中最能達成理財目標主要為定期存款和基金等二項，二 

    者合計佔總數五成八，其中以定期存款佔 31%，基金佔 27%。詳見圖 4-4 及表 

    4-2。 

圖4-4  受測者所採用的理財工具中最能達成理財目標分析圖

31%

27%

13%

8%

2%

2%

8%

3%
5% 1% (1)定期存款

(2)基金

(3)股票

(4)保險

(5)外幣

(6)互助會

(7)不動產

(8)黃金

(9)無採用任何理財工具

(10) 其他

 

(四) 受測者中有 47%人員係為達成增加財富之目標而採用目前的理財工具，次之則  

    有 25%人員係為退休做準備之目的。詳見圖 4-5 及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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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受測者所採用理財工具是為了達成那項理財目標分析圖

47%

8%
3%

12%

25%

4%

1%

(1)增加財富

(2)為子女準備教育基金

(3)為旅遊休閒活動籌措旅費

(4)購買房子

(5)為退休作準備

(6)無採用任何理財工具

(7)其他

 

(五) 受測者中有 36%採用目前理財工具者首先會考慮投資風險的高低，其次則有 

    22% 之人員會考慮投資報酬率的高低。詳見圖 4-6 及表 4-2。 

圖4-6  受測者因那項原因採用目前理財工具分析圖

22%

36%

27%

5%

4%
5% 1%

(1)投資報酬率的高低

(2)投資風險的高低

(3)對投資工具了解的程度

(4)投資期間的長短

(5)他人介紹或推薦

(6)無採用任何理財工具

(7)其他

 

(六) 有 41%的人對於理財和投資計畫會經常檢視，而以一個月定期檢視理財和投資 

    計畫的人佔 24%。詳見圖 4-7 及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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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受測者多久檢視理財和投資計畫分析圖

41%

24%

14%

9%

5%
7%

(1)經常都在檢視

(2)一個月

(3)六個月

(4)一年

(5)一年以上

(6)從未作過

 

(七) 受測者中有 36%人員最近無更換投資工具情形，而最近一次更換理財工具的主 

    要原因為配合財務目標改變者佔 20%，擔心投資風險太高者佔 18%。詳見圖 4-8 

    及表 4-2。 

圖4-8  受測者最近一次更換理財工具原因分析圖

18%

18%

20%4%

3%

36%

1% (1)投資報酬率太低

(2)擔心投資風險太高

(3)配合財務目標的改變

(4)薪資課稅

(5)採納他人意見

(6)無更換投資工具

(7)其他

 

 

(八) 為達成理財目標，有 33%人員將選擇採用基金為投資工具，另外次之 21%人員 

    將採用定期存款方式。詳見圖 4-9 及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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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受測者為達成理財目標將選擇採用理財工具分析圖

2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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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期存款

(2)基金

(3)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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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幣

(6)互助會

(7)不動產

(8)黃金

(9)其他

 

(九)為了滿足薪資所得扣繳稅款需要，有七成八的人員將採取每個月薪資內預扣和儲 

    蓄等二種方式因應之。詳見圖 4-10 及表 4-2。 

圖4-10  受測者為因應薪資所得課稅所採取預備稅款方式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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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個月薪資內預扣

(5)尚未規劃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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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假設檢定 

本節將運用統計方法中之Ｋruskal-Ｗallis 檢定、Ｍann-Ｗhitney 檢定，對軍職人

員之理財觀念、消費態度、投資風險看法、理財目標和理財行為進行影響因子分析。 

一、軍職人員人口特性與理財觀念之交叉分析 

    (一)人口特性與很清楚自己的財務狀況並且做好財務規劃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很清楚自己的財務狀況並且做好財務規劃之認知上，會因階 

        級和服務年資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階級在校官之組別與尉官、士兵的組別 

        有顯著差異；服務年資在5年以下之組別和16~20年的組別有顯著差異，6~10 

        年之組別和 16~20 年、20 年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11~15 年之組別和 16~20 

        年、20 年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3。 

表 4-3 「人口特性」和「很清楚自己的財務狀況並且做好財務規劃」之分析表 

理財觀念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很清楚自己
的財務狀況
並且做好財
務規劃 

性別 0.4417    
階級 0.0414*   
1. 校官   12(0.0271*) 
2. 尉官   14(0.0162*) 
3. 士官     
4 士兵     
年齡 0.0514    
軍種 0.7929    
服務年資 0.0034**   
1. 5 年以下   14(0.0099**) 
2. 6~10 年   24(0.0015**) 
3. 11~15 年   25(0.0097**) 
4. 16~20 年   34(0.0075**) 
5. 20 年以上   35(0.0371*) 
婚姻 0.1188    
撫養人數 0.5499    
家庭月所得 0.3778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二)人口特性與平常有固定的儲蓄習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平常有固定的儲蓄習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之認知上，不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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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特性而有不同。詳如表 4-4。 

表 4-4 「人口特性」和「平常有固定的儲蓄習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之分析表 

理財觀念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平常有固定

的儲蓄習慣

是很重要的

一件事 

性別 0.4057    
階級 0.2862    
年齡 0.8061    
軍種 0.5907    
服務年資 0.1696    
婚姻 0.4260    
撫養人數 0.0702    
家庭月所得 0.1991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三)人口特性與投資是一種投機行為最好不要輕易嘗試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投資是一種投機行為最好不要輕易嘗試之認知上，不因其人 

        口特性而有不同。詳如表 4-5。 

表 4-5 「人口特性」和「投資是一種投機行為最好不要輕易嘗試」之分析表 

理財觀念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投資是一種

投機行為最

好不要輕易

嘗試 

性別 0.8371    
階級 0.2245    
年齡 0.1635    
軍種 0.4422    
服務年資 0.8432    
婚姻 0.2825    
撫養人數 0.2697    
家庭月所得 0.5254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四)人口特性與個人理財是有錢人的事收入低的人不須要去理會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個人理財是有錢人的事收入低的人不須要去理會之認知 

        上，會因階級、年齡、服務年資和家庭月所得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階級在 

        校官之組別與尉官、士兵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年齡在 20 歲以下之組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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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0 歲、41 歲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服務年資在 5 年以下之組別和 20 

        年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6~10 年之組別和 16~20 年、20 年以上的組別有 

        顯著差異，11~15 年之組別和 20 年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家庭月所得在 

40,001~60,000 元之組別與 60,001~80,000 元、80,001~100,000 元、100,001 

元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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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人口特性」和「個人理財是有錢人的事收入低的人不須要去理會」之分 

析表 

理財觀念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個人理財是

有錢人的事

收入低的人

不須要去理

會 

性別 0.4772    

階級 0.0217*   

1. 校官   12(0.0304*) 

2. 尉官   14(0.0077**) 

3. 士官     

4. 士兵     

年齡 0.0042**   

1. 20 歲以下   12(0.0304*) 

2. 21~30 歲   14(0.0077**) 

3. 31~40 歲     

4. 41 歲以上     

軍種 0.1367    

服務年資 0.0143*   

1. 5 年以下   15(0.0189*) 

2. 6~10 年   24(0.0177*) 

3. 11~15 年   25(0.0043**) 

4. 16~20 年   35(0.071**) 

5. 20 年以上     

婚姻 0.1399    

撫養人數 0.0930    

家庭月所得 0.0024**   

1. 40,000 元以下   23(0.0155*) 

2. 40,001~60,000 元   24(0.0058**) 

3. 60,001~80,000 元   25(0.0005**) 

4. 80,001~100,000 元     

5. 100,001 元以上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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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口特性與個人理財規劃是為了使生活更有保障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個人理財規劃是為了使生活更有保障之認知上，不因其人口 

        特性而有不同。詳如表 4-7。 

表 4-7 「人口特性」和「個人理財規劃是為了使生活更有保障」之分析表 

理財觀念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個人理財規

劃是為了使

生活更有保

障 

性別 0.8805    

階級 0.3304    

年齡 0.8238    

軍種 0.3773    

服務年資 0.1883    

婚姻 0.2797    

撫養人數 0.2260    

家庭月所得 0.6592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六)人口特性與實施課稅後將會影響我的儲蓄習慣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實施課稅後將會影響我的儲蓄習慣之認知上，不因其人口特 

       性而有不同。詳如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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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人口特性」和「實施課稅後將會影響我的儲蓄習慣」之分析表 

理財觀念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實施課稅後

將會影響我

的儲蓄習慣 

性別 0.5121    

階級 0.2728    

年齡 0.0544    

軍種 0.5597    

服務年資 0.1956    

婚姻 0.6605    

撫養人數 0.9635    

家庭月所得 0.2753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七)人口特性與因為課稅的關係我必須開始或調整我的理財規劃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因為課稅的關係我必須開始或調整我的理財規劃之認知上， 

       不因其人口特性而有不同。詳如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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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人口特性」和「因為課稅的關係我必須開始或調整我的理財規劃」之分析 

表 

理財觀念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因為課稅的

關係我必須

開始或調整

我的理財規

劃 

性別 0.1713    

階級 0.1413    

年齡 0.7227    

軍種 0.8670    

服務年資 0.7614    

婚姻 0.3226    

撫養人數 0.9653    

家庭月所得 0.6456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二、軍職人員人口特性與消費態度之交叉分析 

    (一)人口特性與我認為賺錢不容易所以消費就應該要量入為出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我認為賺錢不容易所以消費就應該要量入為出之認知上，會 

       因年齡、服務年資和婚姻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年齡在 21~30 歲之組別與 41 

       歲以上的  組別有顯著差異；服務年資在 5 年以下之組別和 16~20 年、20 年 

       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6~10 年之組別和 20 年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婚 

       姻在已婚之組別與未婚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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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人口特性」和「我認為賺錢不容易所以消費就應該要量入為出」之分析 

表 

消費態度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我認為賺

錢不容易

所以消費

就應該要

量入為出 

性別 0.5661    

階級 0.1073    

年齡 0.0174*   

1. 20 歲以下   24(0.0029**) 

2. 21~30 歲     

3. 31~40 歲     

4. 41 歲以上     

軍種 0.0695    

服務年資 0.0080**   

1. 5 年以下   14(0.0154*) 

2. 6~10 年   15(0.0393*) 

3. 11~15 年   25(0.0099**) 

4. 16~20 年     

5. 20 年以上     

婚姻 0.0110*   

1. 已婚   12(0.0079**) 

2. 未婚     

3. 其他     

撫養人數 0.1110    

家庭月所得 0.2058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二)人口特性與我總是把賺來的錢都花光每到月底就變成月光族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我總是把賺來的錢都花光每到月底就變成月光族之認知 

        上，會因階級、年齡、軍種、服務年資、撫養人數和家庭月所得的影響而有 

        顯著差異。階級在校官之組別與尉官、士官、士兵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尉官 

        之組別與士兵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年齡在 20 歲以下之組別與 31~40 歲、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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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21~30 歲之組別與 41 歲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 

         異；軍種在聯勤之組別與中央、陸軍、海軍、空軍的組別有顯著差異，海 

         軍之組別與陸軍、空軍的組別有顯著差異；服務年資在 5 年以下之組別與 

          16~20 年、20 年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6~10 年之組別與 20 年以上的組 

         別有顯著差異，11~15 年之組別與 16~20 年的組別有顯著差異；撫養人數 

         在 2 人之組別與無、1 人、3 人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家庭月所得在 

          40,001~60,000 元之組別與 60,001~80,000 元、80,001~100,000 元、100,001 

         元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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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人口特性」和「我總是把賺來的錢都花光每到月底就變成月光族」之分析表 
消費態度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我總是把

賺來的錢

都花光每

到月底就

變成月光

族 

性別 0.6830    
階級 0.0005**   
1. 校官   12(0.0077**) 
2. 尉官   13(0.0031**) 
3. 士官   14(0.0001**) 
4. 士兵   24(0.0498*) 
年齡 0.0024**   
1. 20 歲以下   13(0.0456*) 
2. 21~30 歲   14(0.0007**) 
3. 31~40 歲   24(0.0015**) 
4. 41 歲以上     
軍種 0.0162*   
1. 中央   15(0.0017**) 
2. 陸軍   23(0.0304*) 
3. 海軍   25(0.0143*) 
4. 空軍   34(0.0315*) 
5. 聯勤   35(0.0011**) 
6. 後備   45(0.0114**) 
7. 憲兵     
服務年資 0.0040**   
1. 5 年以下   14(0.0040**) 
2. 6~10 年   15(0.0262*) 
3. 11~15 年   25(0.0091**) 
4. 16~20 年   34(0.0185*) 
5. 20 年以上     
婚姻 0.2468    
撫養人數 0.0080**   
1. 無   13(0.0078**) 
2. 1 人   23(0.0008**) 
3. 2 人   34(0.0325*) 
4. 3 人以上     
家庭月所得 0.0232*   
1. 40,000 元以下   23(0.0116*) 
2. 40,001~60,000 元   24(0.0373*) 
3. 60,001~80,000 元   25(0.0275*) 
4. 80,001~100,000 元     
5. 100,001 元以上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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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口特性與購買奢侈品及名牌來犒賞自己是一件合理的事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購買奢侈品及名牌來犒賞自己是一件合理的事之認知上，會 

       因年齡、服務年資、婚姻、撫養人數和家庭月所得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年 

       齡在 21~30 歲之組別與 41 歲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服務年資在 20 年以上 

       之組別與 5 年以下、6~10 年、11~15 年、16~20 年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婚姻 

       在已婚之組別與未婚的組別有顯著差異；撫養人數在無人之組別與 1 人、2 

       人、3 人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家庭月所得在 40,001~60,000 元之組別與 

       60,001~80,000 元的組別有顯著差異，80,001~100,000 元之組別與 40,001~ 

       60,000 元、60,001~80,000 元、100,001 元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 

       如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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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人口特性」和「購買奢侈品及名牌來犒賞自己是一件合理的事」之分析表 

消費態度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購買奢侈

品及名牌

來犒賞自

己是一件

合理的事 

性別 0.1369    
階級 0.0561    
年齡 0.0036**   
1. 20 歲以下   24(0.0005**) 
2. 21~30 歲     
3. 31~40 歲     
4. 41 歲以上     
軍種 0.8948    
服務年資 0.0049**   
1. 5 年以下   15(0.0002**) 
2. 6~10 年   25(0.0008**) 
3. 11~15 年   35(0.0008**) 
4. 16~20 年   45(0.0085**) 
5. 20 年以上     
婚姻 0.0108*   
1. 已婚   12(0.0026**) 
2. 未婚     
3. 其他     
撫養人數 0.0026**   
1. 無   12(0.0027**) 
2. 1 人   13(0.0059**) 
3. 2 人   14(0.0195*) 
4. 3 人以上     
家庭月所得 0.0023**   
1. 40,000 元以下   23(0.0174*) 
2. 40,001~60,000 元   24(0.0002**) 
3. 60,001~80,000 元   34(0.0457*) 
4. 80,001~100,000 元   45(0.0494*) 
5. 100,001 元以上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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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口特性與為了滿足物質上的享受即使借貸也沒關係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為了滿足物質上的享受即使借貸也沒關係之認知上，會因階 

        級、年齡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階級在校官之組別與尉官的組別有顯著差 

        異，士兵之組別與校官、尉官、士官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年齡在 20 歲以下 

        之組別與 21~30 歲、31~40 歲、41 歲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21~30 歲之組 

        別與 40 歲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13。 

表 4-13「人口特性」和「為了滿足物質上的享受即使借貸也沒關係」之分析表 

消費態度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為了滿足

物質上的

享受即使

借貸也沒

關係 

性別 0.1460    

階級 0.0021**   

1. 校官   12(0.0182**) 

2. 尉官   14(0.0003**) 

3. 士官   24(0.0334*) 

4. 士兵   34(0.0066**) 

年齡 0.0079**   

1. 20 歲以下   12(0.0374*) 

2. 21~30 歲   13(0.0265*) 

3. 31~40 歲   14(0.0016**) 

4. 41 歲以上   24(0.0132*) 

軍種 0.5245    

服務年資 0.1278    

婚姻 0.1790    

撫養人數 0.5550    

家庭月所得 0.0686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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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口特性與每次消費我一定一次付清絕不使用信用卡分期付款或循環利息 

        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每次消費我一定一次付清絕不使用信用卡分期付款或循環 

        利息之認知上，會因階級、年齡、軍種和家庭月所得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 

        階級在校官之組別與尉官、士官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年齡在 41 歲以上之組 

        別與 20 歲以下、21~30 歲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軍種在聯勤之組別與中央、 

        陸軍、海軍的組別有顯著差異，陸軍之組別與空軍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家庭 

        月所得在 40,000 元以下之組別與 40,001~60,000 元、60,001~80,000 元、 

        80,001~100,000 元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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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人口特性」和「每次消費我一定一次付清，絕不使用信用卡分期付款或循

環利息」之分析表 

消費態度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每次消費

我一定一

次付清，絕

不使用信

用卡分期

付款或循

環利息 

性別 0.7789    
階級 0.0165**   
1. 校官   12(0.0280**) 
2. 尉官   13(0.0039**) 
3. 士官     
4. 士兵     
年齡 0.0178*   
1. 20 歲以下   14(0.0245*) 
2. 21~30 歲   24(0.0119*) 
3. 31~40 歲     
4. 41 歲以上     
軍種 0.0440*   
1. 中央   15(0.0350*) 
2. 陸軍   24(0.0489*) 
3. 海軍   25(0.0046**) 
4. 空軍   35(0.0325*) 
5. 聯勤     
6. 後備     
7. 憲兵     
服務年資 0.0557    
婚姻 0.1468    
撫養人數 0.0601    
家庭月所得 0.0278*   
1. 40,000 元以下   12(0.0386*) 
2. 40,001~60,000 元   13(0.0056**) 
3. 60,001~80,000 元   14(0.0035**) 
4. 80,001~100,000 元     
5. 100,001 元以上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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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人口特性與為了因應納稅的需要我必須調整我的消費習慣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為了因應納稅的需要我必須調整我的消費習慣之認知上，會 

        因階級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階級在士官之組別與校官、尉官、士兵的組別 

        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15。 

表 4-15 「人口特性」和「為了因應納稅的需要我必須調整我的消費習慣」之分析表 

消費態度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為了因應

納稅的需

要我必須

調整我的

消費習慣 

性別 0.3659    

階級 0.0092**   

1. 校官   13(0.0083**) 

2. 尉官   23(0.0029**) 

3. 士官   34(0.0382*) 

4. 士兵     

年齡 0.8690    

軍種 0.1676    

服務年資 0.5205    

婚姻 0.4521    

撫養人數 0.3963    

家庭月所得 0.3485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七)人口特性與因為未來繳納稅款的需要影響我的消費款項改以信用卡分期繳 

       納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因為未來繳納稅款的需要影響我的消費款項改以信用卡分期 

       繳納之認知上，會因軍種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軍種在陸軍之組別與中央、 

       海軍、空軍、憲兵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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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人口特性」和「因為未來繳納稅款的需要影響我的消費款項改以信用卡 

分期繳納」之分析表 

消費態度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因為未來

繳納稅款

的需要影

響我的消

費款項改

以信用卡

分期繳納 

性別 0.3725    

階級 0.4949    

年齡 0.4632    

軍種 0.0070**   

1. 中央   12(0.0128*) 

2. 陸軍   23(0.0049**) 

3. 海軍   24(0.0145*) 

4. 空軍   27(0.0482*) 

5. 聯勤     

6. 後備     

7. 憲兵     

服務年資 0.2886    

婚姻 0.3415    

撫養人數 0.3315    

家庭月所得 0.0562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三、軍職人員人口特性與投資風險的看法之交叉分析 

    (一)人口特性與我很清楚並瞭解投資風險所代表的意義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我很清楚並瞭解投資風險所代表的意義之認知上，會因階 

        級、年齡、軍種、服務年資、婚姻和撫人數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階級在校 

        官之組別與尉官、士官、士兵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尉官之組別與士兵的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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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顯著差異；年齡在 20 歲以下之組別與 31~40 歲、41 歲以上的組別有顯著 

       差異，21~30 歲之組別與 31~40 歲、41 歲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軍種在空 

       軍之組別與中央、後備的組別有顯著差異；服務年資在 5 年以下之組別與 

       11~15 年的組別有顯著差異，16~20 年之組別與 5 年以下、6~10 年、11~15 

       年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婚姻在未婚之組別與已婚、其他的組別有顯著差異； 

       撫養人數在無人之組別與 2 人、3 人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1 人之組別與 3 

       人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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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人口特性」和「我很清楚並瞭解投資風險所代表的意義」之分析表 

投資風險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我很清楚並

瞭解投資風

險所代表的

意義 

性別 0.0876    
階級 0.0020**   
1. 校官   12(0.0485*) 
2. 尉官   13(0.0086**) 
3. 士官   14(0.0005**) 
4. 士兵   24(0.0257*) 
年齡 0.0021**   
1. 20 歲以下   13(0.0372*) 
2. 21~30 歲   14(0.0161*) 
3. 31~40 歲   23(0.0076**) 
4. 41 歲以上   24(0.0047**) 
軍種 0.0297**   
1. 中央   14(0.0023**) 
2. 陸軍   46(0.0219*) 
3. 海軍     
4. 空軍     
5. 聯勤     
6. 後備     
7. 憲兵     
服務年資 0.0048**   
1. 5 年以下   13(0.0376*) 
2. 6~10 年   14(0.0012**) 
3. 11~15 年   24(0.0102*) 
4. 16~20 年   34(0.0422*) 
5. 20 年以上     
婚姻 0.0115*   
1. 已婚   12(0.0238*) 
2. 未婚   23(0.0405*) 
3. 其他     
撫養人數 0.0019**   
1. 無   13(0.0060**) 
2. 1 人   14(0.0013**) 
3. 2 人   24(0.0221*) 
4. 3 人以上     
家庭月所得 0.0632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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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口特性與我會在要投資前先考慮風險的高低問題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我會在要投資前先考慮風險的高低問題之認知上，不因其人 

        口特性而有不同。詳如表 4-18。 

表 4-18 「人口特性」和「我會在要投資前先考慮風險的高低問題」之分析表 

投資風險 人口特性 K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我會在要

投資前先

考慮風險

的高低問

題 

性別 0.7367    

階級 0.3069    

年齡 0.3362    

軍種 0.4169    

服務年資 0.1830    

婚姻 0.1253    

撫養人數 0.5289    

家庭月所得 0.6988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三)人口特性與投資報酬率較高的理財工具其風險也相對較高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投資報酬率較高的理財工具其風險也相對較高之認知上，會 

        因婚姻和撫養人數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婚姻在已婚之組別與未婚的組別有 

        顯著差異；撫養人數在 2 人之組別與無人、2 人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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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人口特性」和「投資報酬率較高的理財工具其風險也相對較高」之分析表 

投資風險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投資報酬

率較高的

理財工具

其風險也

相對較高 

性別 0.2582    

階級 0.3229    

年齡 0.1096    

軍種 0.1618    

服務年資 0.3702    

婚姻 0.0173*   

1. 已婚   12(0.0176*) 

2. 未婚     

3. 其他     

撫養人數 0.0391*   

1. 無   13(0.0102*) 

2. 1 人   23(0.0287*) 

3. 2 人     

4. 3 人以上     

家庭月所得 0.2174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四)人口特性與使用不同的理財工具可以適時分散投資風險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使用不同的理財工具可以適時分散投資風險之認知上，會因 

        婚姻和家庭月所得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婚姻在未婚之組別與其他的組別有 

        顯著差異；家庭月所得在 100,000 元以上之組別與 40,000 元以下、 

        40,001~60,000 元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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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人口特性」和「使用不同的理財工具可以適時分散投資風險」之分析表 

投資風險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使用不同

的理財工

具可以適

時分散投

資風險 

性別 0.8881    

階級 0.1500    

年齡 0.4609    

軍種 0.5562    

服務年資 0.1120    

婚姻 0.0257*   

1. 已婚   23(0.0440*) 

2. 未婚     

3. 其他     

撫養人數 0.2049    

家庭月所得 0.0070**   

1. 40,000 元以下   15(0.0035**) 

2. 40,001~60,000 元   25(0.0023**) 

3. 60,001~80,000 元     

4. 80,001~100,000 元     

5. 100,001 元以上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五)人口特性與我會將風險的高低列為我選擇投資工具的第一要素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我會將風險的高低列為我選擇投資工具的第一要素之認知 

        上，會因階級和婚姻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階級在士兵之組別與校官、尉官、 

        士官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婚姻在已婚之組別與未婚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 

        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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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人口特性」和「我會將風險的高低列為我選擇投資工具的第一要素」之分

析表 

投資風險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我會將風

險的高低

列為我選

擇投資工

具的第一

要素 

性別 0.6732    

階級 0.0295*   

1. 校官   14(0.0036**) 

2. 尉官   24(0.0304*) 

3. 士官   34(0.0076**) 

4. 士兵     

年齡 0.0882    

軍種 0.6739    

服務年資 0.1881    

婚姻 0.0394*   

1. 已婚   12(0.0192*) 

2. 未婚     

3. 其他     

撫養人數 0.1485    

家庭月所得 0.5716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六)人口特性與每次投資一有損失我就會寢食難安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每次投資一有損失我就會寢食難安之認知上，會因軍種的影 

        響而有顯著差異。軍種在海軍之組別與中央、陸軍、空軍、聯勤的組別有顯 

        著差異，中央之組別與陸軍、空軍的組別有顯著差異，憲兵之組別與陸軍、 

        空軍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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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人口特性」和「每次投資一有損失我就會寢食難安」之分析表 

投資風險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每次投資

一有損失

我就會寢

食難安 

性別 0.1261    

階級 0.2658    

年齡 0.1673    

軍種 0.0000**   

1. 中央   12(0.0000**) 

2. 陸軍   13(0.0353*) 

3. 海軍   14(0.0087**) 

4. 空軍   23(0.0001**) 

5. 聯勤   27(0.0171*) 

6. 後備   34(0.0007**) 

7. 憲兵   35(0.0122*) 

    47(0.0351*) 

服務年資 0.6316    

婚姻 0.6821    

撫養人數 0.7872    

家庭月所得 0.1098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七)人口特性與為了不使課稅影響我的實質所得我會採用較高報酬率的理財工 

        具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為了不使課稅影響我的實質所得我會採用較高報酬率的理 

        財工具之認知上，會因軍種和家庭月所得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軍種在陸軍 

        之組別與中央、海軍、空軍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家庭月所得在 100,000 元以 

        上之組別與 40,000 元以下、40,001~60,000 元、60,001~80,000 元、  

        80,001~100,000 元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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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人口特性」和「為了不使課稅影響我的實質所得我會採用較高報酬率的理

財工具」之分析表 

投資風險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為了不使

課稅影響

我的實質

所得我會

採用較高

報酬率的

理財工具 

性別 0.6076    
階級 0.0591    
年齡 0.1427    
軍種 0.0292*   
1. 中央   12(0.0159**) 
2. 陸軍   23(0.0223*) 
3. 海軍   24(0.0137*) 
4. 空軍     
5. 聯勤     
6. 後備     
7. 憲兵     
服務年資 0.2284    
婚姻 0.2966    
撫養人數 0.3782    
家庭月所得 0.0027**   
1. 40,000 元以下   15(0.0006**) 
2. 40,001~60,000 元   25(0.0002**) 
3. 60,001~80,000 元   35(0.0031**) 
4. 80,001~100,000 元   45(0.0200*) 
5. 100,001 元以上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八)人口特性與薪資所得課稅不會影響我對投資風險看法的改變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薪資所得課稅不會影響我對投資風險看法的改變之認知 

      上，會因階級、服務年資和婚姻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階級在士官之組別與校 

      官、尉官的組別有顯著差異；服務年資在 16~20 年之組別與 5 年以下、11~15 

      年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婚姻在已婚之組別與未婚、其他的組別有顯著差異，未 

      婚之組別與其他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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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人口特性」和「薪資所得課稅不會影響我對投資風險看法的改變」之分析

表 

投資風險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薪資所得

課稅不會

影響我對

投資風險

看法的改

變 

性別 0.1632    
階級 0.0463*   
1. 校官   13(0.0123*) 
2. 尉官   23(0.0334*) 
3. 士官     
4. 士兵     
年齡 0.1181    
軍種 0.1672    
服務年資 0.0191*   
1. 5 年以下   14(0.0019**) 
2. 6~10 年   34(0.0060**) 
3. 11~15 年     
4. 16~20 年     
5. 20 年以上     
婚姻 0.0090**   
1. 已婚   12(0.0291*) 
2. 未婚   13(0.0308*) 
3. 其他   23(0.0296*) 
撫養人數 0.0886    
家庭月所得 0.5254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四、軍職人員人口特性與理財目標之交叉分析 

    (一)人口特性與理財要設定短中長期目標並按目標去進行財務分配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理財要設定短中長期目標並按目標去進行財務分配之認知 

       上，會因年齡、服務年資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年齡在 20 歲以下之組別與 

       21~30 歲、31~40 歲、41 歲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21~30 歲之組別與 41 歲 

       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服務年資在 20 年以上之組別與 5 年以下、6~10 年、 

       11~15 年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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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人口特性」和「理財要設定短中長期目標並按目標去進行財務分配」之分

析表 

理財目標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理財要設

定短中長

期目標並

按目標去

進行財務

分配 

性別 0.1136    

階級 0.0788    

年齡 0.0135*   

1. 20 歲以下   12(0.0238*) 

2. 21~30 歲   13(0.0104*) 

3. 31~40 歲   14(0.0016**) 

4. 41 歲以上   24(0.0493*) 

軍種 0.2518    

服務年資 0.0373*   

1. 5 年以下   15(0.0158*) 

2. 6~10 年   25(0.0184*) 

3. 11~15 年   35(0.0068**) 

4. 16~20 年     

5. 20 年以上     

婚姻 0.0988    

撫養人數 0.2271    

家庭月所得 0.1906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二)人口特性與每次投資我總是設定好停損點避免血本無歸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每次投資我總是設定好停損點避免血本無歸之認知上，會因 

        階級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階級在校官之組別與士官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 

        如表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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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人口特性」和「每次投資我總是設定好停損點避免血本無歸」之分析表 

理財目標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每次投資

我總是設

定好停損

點避免血

本無歸 

性別 0.5442    

階級 0.0367*   

1. 校官   13(0.0055**) 

2. 尉官     

3. 士官     

4. 士兵     

年齡 0.2412    

軍種 0.2592    

服務年資 0.1197    

婚姻 0.9918    

撫養人數 0.9307    

家庭月所得 0.2960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三)人口特性與我的理財目標是希望能夠創造穩定獲利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我的理財目標是希望能夠創造穩定獲利之認知上，會因年齡、服 

    務年資和婚姻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年齡在 20 歲以下之組別與 31~40 歲、41 歲 

    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21~30 歲之組別與 41 歲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服務 

    年資在 6~10 年之組別與 16~20 年、20 年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服務年資在 

    11~15 年之組別與 16~20 年、20 年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21~30 歲之組別與 41 

    歲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婚姻在其他之組別與已婚、未婚的組別有顯著差異。 

    詳如表 4-27。 

 



 
 
 
 
 
 
 
 
 
 
 
 

 

 51 

表 4-27 「人口特性」和「我的理財目標是希望能夠創造穩定獲利」之分析表 

理財目標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我的理財

目標是希

望能夠創

造穩定獲

利 

性別 0.4418    

階級 0.1028    

年齡 0.0279*   

1. 20 歲以下   13(0.0389*) 

2. 21~30 歲   14(0.0060**) 

3.31~40 歲   24(0.0343*) 

4.41 歲以上     

軍種 0.5697    

服務年資 0.0165*   

1. 5 年以下   24(0.0098**) 

2. 6~10 年   25(0.0094**) 

3. 11~15 年   34(0.0170*) 

4. 16~20 年   35(0.0124*) 

5. 20 年以上     

婚姻 0.0152*   

1. 已婚   13(0.0467*) 

2. 未婚   23(0.0264*) 

3. 其他     

撫養人數 0.4435    

家庭月所得 0.6442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四)人口特性與為了達成理財目標我每月投入理財金額佔收入的比重 30%以上 

        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為了達成理財目標我每月投入理財金額佔收入的比重 30% 

        以上之認知上，會因年齡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年齡在 21~30 歲之組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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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0 歲、41 歲以上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28。 

表 4-28 「人口特性」和「為了達成理財目標我每月投入理財金額佔收入的比重 30%

以上」之分析表 

理財目標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為了達成

理財目標

我每月投

入理財金

額佔收入

的比重

30%以上 

性別 0.8092    

階級 0.3419    

年齡 0.0064**   

1. 20 歲以下   23(0.0466*) 

2. 21~30 歲   24(0.0012**) 

3. 31~40 歲     

4. 41 歲以上     

軍種 0.6765    

服務年資 0.2549    

婚姻 0.0953    

撫養人數 0.0610    

家庭月所得 0.0866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五)人口特性與因為課稅的關係我會將理財目標的達成時間調整延後之交叉分 

        析 

            軍職人員在因為課稅的關係我會將理財目標的達成時間調整延後之認 

        知上，會因階級、年齡和服務年資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階級在校官之組別 

        與尉官、士官、士兵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年齡在 21~30 歲之組別與 31~40 

        歲的組別有顯著差異；服務年資在 5 年以下之組別與 6~10 年、11~15 年、 

        16~20 年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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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人口特性」和「因為課稅的關係我會將理財目標的達成時間調整延後」之

分析表 

理財目標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因為課稅

的關係我

會將理財

目標的達

成時間調

整延後 

性別 0.2997    
階級 0.0009**   
1. 校官   12(0.0066**) 
2. 尉官   13(0.0002**) 
3. 士官   14(0.0063**) 
4. 士兵     
年齡 0.0350*   
1. 20 歲以下   23(0.0100*) 
2. 21~30 歲     
3. 31~40 歲     
4. 41 歲以上     
軍種 0.2920    
服務年資 0.0167*   
1. 5 年以下   12(0.0182*) 
2. 6~10 年   13(0.0071**) 
3. 11~15 年   14(0.0114*) 
4. 16~20 年     
5. 20 年以上     
婚姻 0.0871    
撫養人數 0.3820    
家庭月所得 0.0747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六)人口特性與薪資所得課稅不會影響我對理財目標的改變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薪資所得課稅不會影響我對理財目標的改變之認知上，不因 

        其人口特性而有不同。詳如表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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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人口特性」和「薪資所得課稅不會影響我對理財目標的改變」之分析表 

理財目標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薪資所得

課稅不會

影響我對

理財目標

的改變 

性別 0.0704    

階級 0.7163    

年齡 0.9169    

軍種 0.1367    

服務年資 0.5946    

婚姻 0.7935    

撫養人數 0.2095    

家庭月所得 0.5498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五、軍職人員人口特性與理財行為之交叉分析 

    (一)人口特性與因為課稅的關係我必須去調整我的理財投資工具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因為課稅的關係我必須去調整我的理財投資工具之認知 

        上，會因階級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階級在士官之組別與校官、尉官、士兵 

        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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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人口特性」和「因為課稅的關係我必須去調整我的理財投資工具」之分析

表 

理財行為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因為課稅

的關係我

必須去調

整我的理

財投資工

具 

性別 0.0484*   

階級 0.0058**   

1. 校官   13(0.0010**) 

2. 尉官   23(0.0355*) 

3. 士官   34(0.0154*) 

4. 士兵     

年齡 0.3431    

軍種 0.3744    

服務年資 0.9625    

婚姻 0.2979    

撫養人數 0.7170    

家庭月所得 0.0929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二)人口特性與為了不使課稅影響我的理財目標達成我將追求高獲利投資之交 

       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為了不使課稅影響我的理財目標達成我將追求高獲利投資之 

       認知上，會因軍種和婚姻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軍種在海軍之組別與中央、 

       陸軍、空軍、聯勤的組別有顯著差異，中央之組別與陸軍的組別有顯著差異， 

       空軍之組別與聯勤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婚姻在其他之組別與已婚、未婚的組 

       別有顯著差異。詳如表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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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人口特性」和「為了不使課稅影響我的理財目標達成我將追求高獲利投資」

之分析表 

理財行為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為了不使

課稅影響

我的理財

目標達成

我將追求

高獲利投

資 

性別 0.4124    

階級 0.1092    

年齡 0.2343    

軍種 0.0039**   

1. 中央   12(0.0272*) 

2. 陸軍   13(0.0078**) 

3. 海軍   23(0.0006**) 

4. 空軍   24(0.0087**) 

5. 聯勤   34(0.0339*) 

6. 後備   35(0.0053**) 

7. 憲兵   45(0.0481*) 

服務年資 0.4571    

婚姻 0.0246*   

1. 已婚   13(0.0235*) 

2. 未婚   23(0.0371*) 

3. 其他     

撫養人數 0.5124    

家庭月所得 0.0607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三)人口特性與為了理財目標如期達成我不會因為課稅的關係調降我的每月理 

        財金額之交叉分析 

            軍職人員在為了理財目標如期達成我不會因為課稅的關係調降我的每 

        月理財金額之認知上，會因軍種和婚姻的影響而有顯著差異。軍種在後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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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與中央、陸軍、海軍、空軍的組別有顯著差異，聯勤之組別與海軍、空 

        軍的組別有顯著差異；婚姻在其他之組別與已婚、未婚的組別有顯著差異。 

        詳如表 4-33。 

表 4-33 「人口特性」和「為了理財目標如期達成我不會因為課稅的關係調降我的每

月理財金額」之分析表 

理財行為 人口特性 ＫW 檢定之 P 值 MW 檢定有差異之組別 

為了理財

目標如期

達成我不

會因為課

稅的關係

調降我的

每月理財

金額 

性別 0.2679    

階級 0.7257    

年齡 0.5328    

軍種 0.0151*   

1. 中央   16(0.0075**) 

2. 陸軍   26(0.0153*) 

3. 海軍   35(0.0292*) 

4. 空軍   36(0.0097**) 

5. 聯勤   45(0.0359*) 

6. 後備   46(0.0060**) 

7. 憲兵     

服務年資 0.3754    

婚姻 0.0454*   

1. 已婚   13(0.0248*) 

2. 未婚   23(0.0176*) 

3. 其他     

撫養人數 0.6263    

家庭月所得 0.4483    

註: *,**分別為 5%,1%顯著水準。括號中為 P 值。KW 代表Ｋruskal-Ｗallis 檢定， 

    MW 為Ｍann-Ｗhitney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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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假設檢定結論 

 

本研究經以全國志願役官士兵人員為研究對象，透過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方式，

從中瞭解國軍志願役官士兵之理財觀念、消費態度、投資風險看法、理財目標、理財

行為等認知及理財現況，以及取消免稅影響國軍志願役官士兵理財規劃評估情形。 

假設檢定結果與結論： 

假設一：取消免稅後國軍志願役官士兵理財觀念認知不因人口特性有差異。 

        本次研究結果發現理財觀念認知在階級、年齡、服務年資、家庭月所得等四  

        項人口特性有顯著差異。國軍志願役官士兵之理財觀念對自我本身財務狀況 

        多有相當程度瞭解，對理財規劃之認知具有基礎，大部分人員均有固定之儲  

        蓄習慣，並且希望透過穩健的理財規劃，讓自己的生活更具有保障。 

假設二：取消免稅後國軍志願役官士兵消費態度認知不因人口特性有差異。 

        本次研究結果發現消費態度認知在階級、年齡、軍種、服務年資、婚姻、撫 

        養人數、家庭月所得等七項人口特性有顯著差異。多數國軍志願役官士兵對 

        於消費態度都知道量入為出，部分人員因階級、年齡、服務年資及家庭月所 

        得的不同而有購買奢侈品及名牌犒賞自己、使用信用卡分期付款或循環利息  

        消費之情形，惟其影響就整體而言並不顯著，對於因應課稅的需要，許多人    

        了解到必須調整原有的消費習慣。 

假設三：取消免稅後國軍志願役官士兵投資風險看法認知不因人口特性有差異。 

        本次研究結果發現投資風險看法認知在階級、年齡、軍種、服務年資、婚姻、 

        撫養人數、家庭月所得等七項人口特性有顯著差異。多數國軍志願役官士兵 

        人員對於投資風險的看法於投資前都會先考慮風險的高低，清楚了解投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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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酬率高的投資工具相對風險亦較高，同時使用不同的投資工具分散投資風  

        險，部分人員會因階級、軍種、服務年資、婚姻及家庭月所得的差異，在為 

        不使課稅影響實質所得下採取較高報酬的投資工具，或改變其對投資風險的 

        看法，惟對整體影響並不顯著。 

假設四：取消免稅後國軍志願役官士兵理財目標認知不因人口特性有差異。 

        本次研究結果發現理財目標認知在階級、年齡、服務年資、婚姻等四項人口    

        特性有顯著差異。國軍志願役官士兵人員多具有明確的理財目標認知，對理 

        財規劃設定短中長期之理財目標，希望能創造穩健的理財獲利，在因應課稅 

        的同時會適時調整理財目標的達成時間，卻不會影響造成理財目標的改變。 

假設五：取消免稅後國軍志願役官士兵理財行為認知不因人口特性有差異。 

        本次研究結果發現理財行為認知在階級、軍種、婚姻等三項人口特性有顯著 

        差異。國軍志願役官士兵之理財行為認知，因為課稅的關係多數人會調整理 

        財投資工具，期望藉由追求高獲利投資，維持既有理財目標之達成。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受限於時間、人力及環境等因素影響，雖以全國志願役官士兵為研究對

象，然問卷之發放以國軍主計部門、財務單位為主要發放區域，難免因其組織業務性

質侷限，無法實際涵蓋全國軍不同兵科屬性之志願役官士兵人員，後續研究者如能針

對本項限制有效解決，則所得研究結果將更具代表性。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在資料分析過程中，僅以敘述性統計、Ｋruskal-Ｗallis 檢定、Ｍann-Ｗhit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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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等統計方法進行理論假設驗證，後續研究者可嘗試其他不同方法，可能更加確定

某些變項之間的影響關係，顯現取消免稅影響國軍官兵理財規劃深微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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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薪資所得免稅影響國軍官兵理財規劃之評估性研究問卷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1.請問您的性別：□男  □女 

2.請問您的階級：□校官  □尉官  □士官  □士兵 

3.請問您的年齡是：□20歲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歲以上 

4.請問您的軍種是：□中央  □陸軍  □海軍  □空軍  □聯勤  □後備  □憲兵 

5.請問您的服務年資是：□5年以下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0年 

                     以上 

6.請問您的婚姻狀況是：□已婚  □未婚  □(3)其他(如離婚、喪偶、分居等) 

7.目前必須撫養之人數：□無  □1人  □2人  □3人以上 

8.請問您的家庭月所得是：□40,000元以下 □40,001~60,000 □60,001~80,000元                

                        □80,001~100,000元  □100,001元以上 

 

 

 

敬愛的官兵弟兄、姐妹們： 

這是一份有關於「取消薪資所得免稅影響國軍官兵理財規劃」的研究調查，旨在瞭解國

軍官兵對於101年正式實施課稅影響個人理財規劃的差異。十分感謝您撥冗協助，提供寶貴

的意見，您的填答對本研究具有價值且非常重要，並將是本次研究成功與否的關鍵。本問卷

採不記名方式實施，其答案無「對」與「錯」之分，請依據您的真實情況和感受回答，您提

供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分析之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再次感謝您的熱心協助！敬祝 

身體健康 事事如意 

                                       

                                       南華大學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廖永熙 博士 

                                       研 究 生：黃慧琴 謹啟 

                                       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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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理財規劃量表 

100 年 1 月 7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取消軍人薪資所得免稅修正案，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軍人薪

資所得必須課稅，並於 102 年 5 月繳納 101 年所得稅。為探知國軍官兵對於課稅影響個人「理

財觀念」、「消費態度」、「投資風險看法」、「理財目標」及「理財行為」等各方面之差

異，誠請仔細閱讀下列每一題，並於「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5 個方格欄中，勾選最

符合您的看法項目。 

一、理財觀念： 

    指個人對於一般理財知識、儲蓄、借貸、保險、負稅 及投資等認知。 

    個人理財是指根據財務狀況，建立合理的個人財務規劃，並適當參與 

    投資活動。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很清楚自己的財務狀況，並且應該做好財務規劃。 □ □ □ □ □ 

2.平常有固定的儲蓄習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 □ □ □ □ 

3.投資是一種投機行為，最好不要輕易嘗試。 □ □ □ □ □ 

4.個人理財是有錢人的事，收入低的人不須要去理會。 □ □ □ □ □ 

5.個人理財規劃是為了使生活更有保障。 □ □ □ □ □ 

6.實施課稅後將會影響我的儲蓄習慣。 □ □ □ □ □ 

7.因為課稅的關係，我必須開始或調整我的理財規劃。 □ □ □ □ □ 

 

二、消費態度： 

    指個人對於金錢消費等相關事物所持一種持久且一致的行為傾向。 

    對待某一商品（或服務），或從事某項消費活動前的心理傾向性，它 

    影響消費的決策和行為方向。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認為賺錢不容易，所以消費就應該要量入為出。 □ □ □ □ □ 

2.我總是把賺來的錢都花光，每到月底就變成「月光族」。 □ □ □ □ □ 

3.購買奢侈品及名牌來犒賞自己是一件合理的事。 □ □ □ □ □ 

4.為了滿足物質上的享受，即使借貸也沒關係。 □ □ □ □ □ 

5.每次消費我一定一次付清，絕不使用信用卡分期付款或循環利息。 □ □ □ □ □ 

6.為了因應納稅的需要，我必須調整我的消費習慣。 □ □ □ □ □ 

7. 因為未來繳納稅款的需要，影響我的消費款項改以信用卡分期繳納。 □ □ □ □ □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2%E5%8A%A1%E7%8A%B6%E5%86%B5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2%E5%8A%A1%E8%A7%84%E5%88%92
http://wiki.mbalib.com/zh-tw/%E5%95%86%E5%93%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C%8D%E5%8A%A1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5%86%B3%E7%A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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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資風險看法： 

    指個人對未來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在投資中可能會遭受收益損失甚    

    至本金損失風險的看法。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很清楚並瞭解投資風險所代表的意義。  □ □ □ □ □ 

2.我會在要投資前，先考慮風險的高低問題。 □ □ □ □ □ 

3.投資報酬率較高的理財工具，其風險也相對較高。 □ □ □ □ □ 

4.使用不同的理財工具，可以適時分散投資風險。 □ □ □ □ □ 

5.我會將風險的高低列為我選擇投資工具的第一要素。 □ □ □ □ □ 

6.每次投資一有損失，我就會寢食難安。 □ □ □ □ □ 

7.為了不使課稅影響我的實質所得，我會採用較高報酬率的理財工具。 □ □ □ □ □ 

8.薪資所得課稅不會影響我對投資風險看法的改變。 □ □ □ □ □ 

 

四、理財目標： 

    即您對未來的畫面想像，例如購車、子女教育、買到理想好房、出國、 

    樂活退休等。（將未來夢想轉成數據化的目標。）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理財要設定短、中、長期目標，並按目標去進行財務分配。 □ □ □ □ □ 

2.每次投資我總是設定好停損點，避免血本無歸。 □ □ □ □ □ 

3.我的理財目標是希望能夠創造穩定獲利。 □ □ □ □ □ 

4.為了達成理財目標，我每月投入理財金額佔收入的比重 30%以上。 □ □ □ □ □ 

5.因為課稅的關係，我會將理財目標的達成時間調整延後。 □ □ □ □ □ 

6.薪資所得課稅不會影響我對理財目標的改變。 □ □ □ □ □ 

 

五、理財行為： 

    係個人或機構為獲得利益，在考量未來投資期間之風險所作的行動。 

    其涵蓋範圍並無嚴謹定義，以廣義而言，包括所有與金錢有關的活動， 

    如投資、儲蓄、消費、保險、借貸及預算等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A%95%E8%B5%84%E6%94%B6%E7%9B%8A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A%95%E8%B5%84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C%AC%E9%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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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為課稅的關係，我必須去調整我的理財投資工具。 □ □ □ □ □ 

2.為了不使課稅影響我的理財目標達成，我將追求高獲利投資。 □ □ □ □ □ 

3.為了理財目標如期達成，我不會因為課稅的關係調降我的每月理財金額。 □ □ □ □ □ 

 

[第三部分] 理財現況 

1.在薪資所得課稅之前，您是否已開始進行理財規劃？  □是  □否 

2.讓您開始進行理財行為的主要原因為何：(單選) 

  □增加財富  □為子女準備教育基金  □為旅遊休閒活動籌措旅費  □購買房子 

  □為退休作準備 □無進行理財行為 □其他                  

3.您目前所採用的理財工具中，哪一項最能達成您所設定的理財目標：(單選) 

  □定期存款  □基金 □股票  □保險 □外幣 □互助會 

  □不動產    □黃金 □無採用任何理財工具  □其他               

4.承上題，此項理財工具最主要是為了達成何項理財目標：(單選) 

  □增加財富  □為子女準備教育基金  □為旅遊休閒活動籌措旅費  □購買房子 

  □為退休準備  □無採用任何理財工具  □其他                  

5.哪一項原因會讓您採用您目前正在使用的理財工具：(單選) 

  □投資報酬率的高低     □投資風險的高低 □對投資工具了解的程度   

  □投資期間的長短       □他人介紹或推薦 □無採用任何理財工具 

  □其他                  

6.您多久會檢視您的理財與投資計畫：(單選) 

  □經常都在檢視   □一個月  □六個月  □一年  □一年以上  □從未作過 

7.您最近一次進行更換理財工具首要原因為何：(單選) 

  □投資報酬率太低  □擔心投資風險太高  □配合財務目標的改變  □薪資課稅 

  □採納他人意見    □無更換投資工具    □其他              

8.為了達成您的理財目標，您目前或將來選擇的主要投資工具為何：(單選) 

  □定期存款  □基金  □股票  □保險  □外幣  □互助會 

  □不動產    □黃金  □其他              

9.為了因應薪資所得課稅的需要，您會採取何種方式預備所需繳納之稅款：(單選) 

  □儲蓄  □借貸  □投資理財  □每個月薪資內預扣  □尚未規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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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為本問卷詳細的作答，為使本問卷完整，敬

請您再    

   一次檢查是否有遺漏之處。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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