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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及中三國理財教育國家策略發展 
經驗對臺灣的啟示

曾永清*

摘　要

金融危機的發生證實了缺乏理財教育將導致危機的惡化。當今美國、歐盟等國

家把理財教育作為一項重要的政策付諸實施。美、英兩國在實施理財教育國家策略

上，規劃組織與建立時間早、內容完整，中國推動理財教育時間較晚，亦積極推動

相關工作，一些地區將理財知識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這三個國家發展經驗應可供做

參考。美、英及中三國均已訂定完整的理財教育國家策略，且均有專責機構負責規

劃與執行。美、英兩國已透過機構規劃理財課程綱要，付諸實施。中國已在一些地

區將理財納入小學選修課程中。

本文建議政府可以進行全國性理財素養調查，使未來課程規劃需要貼近民眾的生

活經驗與現實需要。政府可以主導國家策略業務並提撥財源支持，建議由金管會負

責推動。或者可由獨立於金融監管當局的教育組織推動國家策略業務，負責全國理

財國家策略的訂定、執行並開辦理財學習課程。本文亦建議建立系統化學校理財教

育架構，從基礎理財課程，進階、專業理財課程到各種新興金融商品操作一貫課程

等。另外可以結合各社區教育活動、職場或民間團體推廣理財教育社會課程，並與

國際組織進行跨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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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nancial crisis confirmed that the lack of financial education leads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crisis. Nowadays,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other 
countries consider financial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olicy to put into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financial education into national strategy,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have organized and established early on the content of financial education. 
China has developed financial education later, it has been promoted relevant work actively. 
Some cities have incorporated financial literacy into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ystem. These 
three countries have designated institutions to formulate a complete national strategy for 
financial education which are in charge of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have already put into effect their financial education curriculums through 
their institutions. China has incorporated financial knowledge in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primary schools in some areas.

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conduct a nationwide financial literacy 
survey so that future financial curriculum can be tailored to meet the needs of individuals. 
The government can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for national strategy program, while the 
FSC is responsible for implementation. Alternatively, the national strategy program may be 
implemented by some independent and private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operate financial 
courses. This paper also suggested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c school financial education 
structure, with consistent courses including basic, advanced, professional and emerging 
financial products. In addition, continuing courses of financial planning for adults could be 
promoted through the corporation with community education activities, workplaces or civil 
society, and could be further carried on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Key words: financial education, nationa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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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今時代家庭與金融市場的互動頻率，遠遠超過過去。由於日常生活支付、購

買投資商品、規劃儲蓄退休、使用短期信用與長期貸款等需要，人們普遍的使用金

融商品與服務，這種趨勢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這些活動的參與者如果沒有足

夠的財經知識與技能，將使他們暴露於風險中，導致財務損失。過去人們對理財的

了解，認為是投資各種金融商品追求獲利，這種看法引起一些誤解，不願意做理財

規劃。事實上理財有許多層面，包含理財目標設定、資產與債務運用、家庭預算編

列、儲蓄投資規劃等，對日常生活有多重影響。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認為理財素養（financial 
literacy）是個人將理財意識、知識、技能、態度和必要的行為相互結合，以做出正
確的理財決策，最終能實現個人理財福祉（OECD, 2011b）。理財素養高的人能更有
效管理他們的錢財（Hilgert, Hogarth, and Beverly, 2003），參與股票市場，在他們
的投資組合選擇上表現好（Calvet, Compell, and Sodiai, 2007），有儲蓄和計劃退休
（Lusardi and Mitchell, 2007），選擇更便宜的抵押貸款，避免高利息支付和額外費
用（Haynes-Bordas, Kiss, and Yilmazer, 2008），積累更多的財富（Bernheim, Gar-
rett, and Maki, 2001）。一國國民若缺乏理財規畫與風險管理能力，沒有建立充足的
理財態度與技能，容易出現不恰當的理財決策，因此各國政府需要對國民實施適當

的理財教育（Sherraden, Johnson, Guo, and Elliott, 2011）。

金融危機的發生證實了缺乏理財教育（financial education）將導致金融危機的
惡化，理財教育是保護消費者的一個關鍵要素。當今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對理

財教育非常重視，並作為一項重要的教育內容付諸實施（Orton, 2007）。美國布希
總統於2008年1月宣佈設立了「理財素養總統諮詢委員會」（the President’s Advisory 
Council on Financial Literacy, [PACFL]），政府開始撥款，展開理財知識活動。為
了推動全民理財教育活動，財政部長Paulson訪問了全美48個州的112個城市，幫助
學生、教師、家長、軍人及職場員工等制定理財退休計畫（徐敏子，2008）。歐巴
馬總統亦支持這項活動，他指出：「理解如何平衡帳目，作出明智預算，避免債務

累計等，這些內容目前顯得更加重要。」英國於2000年設立了金融總署（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該機構的職責是管理金融服務行業，同時指導與教育
消費者。歐盟教育委員會於2006年發表了一份教育公告，建議各會員國在教育機構
中推廣實用的商業教育，培養學生的企業文化意識。此外，學生在校期間的企業規

劃和理財能力也應該寫進畢業簡歷中，作為一項重要的考評指標，這項教育改革受

到了各會員國歡迎（喬曉麗，2006）。

2003年，OECD發展一套理財教育計畫，用來衡量人們需要哪些理財知識與技
能，及發展理財教育的基本原則。這項計畫有兩個面向，其一是對會員國已經實施



28　　北商學報　第 35 期

理財教育的國家進行評論，分析其效能，並發展一套方法論，可以用來比較各項教

育策略，並設法改善之。其二是於各級學校發展課程，編訂指導教材，協助政策執

行者執行理財課程，教導更深入的個人理財內容。2009年中，相關方法論與課程標
準已產生，可用以衡量消費者理財能力與學校理財教育內容（Orton, 2007）。

各國政府發現不僅要教導成年人理財觀念，更體認理財教育從小學習的重要

性，開始發展學齡階段理財課程，編訂教材，讓孩子趁早接觸理財。理財教育是學

校教育的一環，能夠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理財觀念，具備理財技能，養成良好的理

財習慣，為他們從事理財活動和度過美好的人生奠定重要的基礎（Martin and Oliva, 
2001）。對學生實施理財教育，是讓他們正確認識金錢價值及運用金錢的機制，靈
活運用財富，能夠過著充足自由的生活，應該是未來學校教育的趨勢。人們在消費

心理和行為上，以休閒娛樂、人際交往等方面消費較多，如果消費缺乏理性，自身

意志力較差，就容易形成比較型、衝動型消費行為（Blalock, Tiller,  and Monroe, 
2004）。加強理財教育可以使人們樹立正確的消費觀、金錢觀，正確認識金錢管
理，避免不當投資或債務，促進社會穩定，理財教育可以培養國人正確的人生價值

（曾永清，2016a）。

理財教育對國家經濟長期發展有明顯的影響（Hogarth, 2006），一些國家已經
朝這方面努力，其理財教育策略的發展值得我們留意，目前國內尚未引起人們廣泛

的重視。本文擬對美國、英國與中國三國的理財教育國家策略進行比較，藉此提出

建議，包括進行全國性理財素養調查，可以考慮由金管會或財政會成立跨部會的委

員會或工作小組，也可以成立專職理財教育組織，另外就學校與社會理財教育制度

提供實際作法，為臺灣未來實施理財教育提供參考。

貳、相關研究探討

一、理財教育的意義與發展

所謂理財，是指管理個人或家庭的各種錢財（money management），來獲取最
大的理財福祉（曾永清，2016a），正如人們管理自己的時間與情緒，人們需要有
效地管理自己的資產、負債、收入、支出與預算等，使其發揮最大效益。Financial 
literacy一詞中文有不同譯詞，包括理財素養、金融知識、金融素養及財金智慧等，
內涵亦有不同看法（曾永清，2016a）。本文認為理財素養較能代表其真實意義，
全文沿用之。中國亦有不同譯詞，政府部門使用金融知識一詞，於說明該國政策

時，本文保留該用詞。理財教育的目的是要培養國民具有一定的理財素養或理財知

能（financial capability），2008年美國「理財素養總統諮詢委員會」（PACFL）
定義理財教育為：「一個過程，來改善人們對金融產品、服務和理念的了解，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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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能力做出明智的選擇，避免金融陷阱，知道在哪些機構獲得幫助，並採取實

際行動以改善他們目前的和長期的理財福祉」（PACFL, 2008；曾永清，2016a）。
OECD認為理財教育是：「一個過程，使消費者/投資者改善他們對金融產品和概念
的理解，並通過金融資訊的教導和客觀的建議，發展技能和信心，使他們更加了解

金融風險與機會、作出明智的選擇以及知道在哪裡獲得協助，並採取實際有效措施

來改善他們的理財福祉」（OECD, 2011a）。美國目前較完整的理財教育課程標準是
由Jump$tart聯盟（Jump$tart Coalition for Personal Financial Literacy, [Jump$tart]）
規劃，2014年底出版最新第4版K-12個人理財全國標準（Jump$tar t ,  2014），分
為支出和儲蓄（spending and saving）、信用與債務（credi t  and debt）、就業
和所得（employment and income）、投資（ investing）、風險管理與保險（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以及財務決策（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等六個項
目，再將學生分為四個學習階段：幼兒園、一年級至四年級（4th grade）、五年級
至八年級（8th grade）及九年級至十二年級（12th grade），由簡易到複雜的層次設
計，呈現出學生應該具備的理財知識與技能。

2005年歐盟的歐洲專家會議（European Conference of Experts）舉辦「改善理財
素養防止過度負債方法」（Improving Financial Literacy as a Way to Prevent Over-
indebtedness）會議，來討論理財素養多項議題，理財內容與實施受到更廣泛重視。
英國政府FSA與財政部亦積極推動國內的理財教育。

2012年6月，G20（Group of 20）國家領袖齊聚一堂商討重大議題，會中認同
理財素養的重要性，同時提議OECD的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Financial Education 
（INFE）部門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合作，共同提出具體方法來促進理財教育
的發展（曾永清，2016a；G20 Presidency and OECD, 2013）。目前有許多國家均大
力推廣理財教育。

二、理財教育的重要性

OECD目前全力推動會員國理財教育的實施，該組織認為理財教育重要性越來越
高，其理由包括以下五點：

（一） 個人被要求承擔更多儲蓄與風險責任，以便可以為自己預備足夠資金。
（二） 隨著金融服務快速發展，許多人經驗不足，不易做出負責任的理財選

擇。 
（三） 受過理財教育的消費者，可以促進金融發展帶動經濟增長，減少貧困，

或者避免高負債可能導致的破產。

（四） 個人普遍缺乏足夠的理財知識，他們卻經常認為自己有足夠的理財知
識，呈現過度自信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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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所有OECD國家中，3%-10%的民眾沒有銀行賬戶，在所有金融交易中
這些人是被孤立的（曾永清，2016b）。

OECD指出，缺乏理財素養會產生多面向的負面外溢效果，導致人們面臨理財
和社會排斥，有不對稱資訊、知識和能力，對金融市場缺乏信任感，容易有金融產

品的詐欺、誤解事件，導致包括政府、金融產業、消費者等金融參與者的成本提

高（參閱圖1內容）。因此其強調在不斷發展的社會中，理財教育有其實施的必要
性（Messy, 2014），OECD遂根據各國需要發展理財教育課程綱要（OECD/INFE, 
2015），並主張理財教育、消費者保護與理財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三者的
重疊關係。OECD資料顯示，已有20個國家實施國家策略，並且有25個國家正在積極
規劃國家策略中（G20 Presidency and OECD, 2013）。

資料來源：Messy（2014）與本研究整理

參、三國理財教育國家策略的概述

美、英兩國在實施理財教育國家策略上，負責執行組織建立時間早，國家策略內

容較完整且實施多年，可以作為其他國家參考。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是第二

大經濟體，面對國民理財知識需要，推動理財教育時間較晚，但是呼聲很高，如何

有效推動，應該是金融機構的重要任務。這三個國家的理財策略發展經驗應可供做

參考。本文以下綜合比較美、英及中三國目前國家策略實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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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英及中三國理財教育國家策略現況

（一）美國國家策略沿革、執行組織與策略內容

美國理財教育國家策略是由理財素養和教育委員會（Financia l  Li teracy and 
Education Commission, [FLEC]）推動，該組織根據The Fair and Accurate Credit 
Transactions Act法令成立，由財政部長或指定人員擔任主席。美國FLEC的職責包括
五個部分：1.鼓勵政府和民營企業推動理財素養。2.協調各聯邦政府機構發展理財教
育。3.發展理財教育國家策略。4.建立國家理財教育網站，協調聯邦理財素養和教育
計畫的運用。5.提供免費的熱線服務，接受關於與理財素養和教育方面的諮詢（G20 
Presidency and OECD, 2013）。該委員會目前有21個聯邦政府機構及組織參加，包
括白宮、聯邦儲備銀行、消費者金融保護局、教育部、農業部、國防部以及證券交

易委員會等重要聯邦機構。參與機構層級高，涉及部會多，政策考量廣泛，足見美

國政府對提高國民理財素質之重視（俞達、劉墨海，2014）。在推動理財教育上，
美國政府扮演著重大與積極的角色。

FLEC於2006年訂定第一個國家策略：「取得未來所有權：理財素養國家策略」
（Taking Ownership of the Future,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Financial Literacy），
作為理財素養和教育領域的藍圖。該策略對促進理財教育提出四個重要的範疇：1.提
高民眾對現有理財資源的認識；2.發展量身定做的、有目的性的教材和傳播策略；
3.建立有效的夥伴關係；4.支援理財教育的研究和評估。並且成立My Money網站，
連結其他聯邦理財教育網站，使民眾可以有效地找到需要的訊息。並且由消費者保

護單位設置免費諮詢電話，為美國國民提供金融消費資訊和服務。

2011年該委員會發布另一份修訂後的國家策略，稱為「實現理財成就：理財
素養國家策略」（Promoting Financial Succ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ational 
Stra tegy for  Financial  Li teracy）。它為美國的理財素養策略提供一個整體的架
構，該架構確定了五個行動領域：政策、教育、實踐、研究和協調。該國家策略

包括四大目標，即：有效提高理財教育的認識和使用、確定並整合核心理財能力

指標、改善理財教育基礎設施以及確認、增強並分享各種的理財實務技能等四

項。2015年FLEC提出「理財增能的保證策略」（Strategy for Assuring Financial 
Empowerment），並致力於使兒童和青年人將來能成為具備理財知識與技能的成年
人，增加高級理財決策培訓，推動工作職場的理財教育等。

建構理財教育課程綱要是理財教育能夠完整實施的重要工作項目，美國財政

部規劃五項核心能力指標（core  competence），包括賺取所得（earn ing）、支
出（spending）、儲蓄（saving）、借貸（borrowing）以及保護（protecting）等
（Department of Treasury, 2010）。前聯準會主席Bernanke（2012）在其演講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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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的課程標準應包含這五個核心能力指標。美國Jump$tart聯盟與經濟教育協會
（Council for Economic Education, [CEE]）均致力於理財課程綱要與教學的推動，
已經建構完整的課程標準，他們的課程標準均涵蓋這5個能力指標，足供參考（曾永
清，2016b；CEE, 2013）。

（二）英國國家策略沿革、執行組織與策略內容

英國是最早訂定理財教育策略的國家之一，該國政府認為民眾經濟福利和管理自

己的錢財能力間有顯著的關聯。英國金融總署（FSA）是政府監管資本市場的機構，
於2003年出版「在英國建立理財知能」（Building Financial Capacity in the U.K.）
的國家策略文件，透過與民間企業合作，提高英國人的理財能力。FSA及民間企業
合作夥伴將工作重點放在七個具體的領域上：學校、年輕族群、工作場所、家庭、

退休規劃以及信用借貸和理財建議。這項全國性運動目的是在讓人們覺得理財很重

要，學習上並不困難，說服個人獲得更多理財技能和知識，然後應用於日常理財行

為與決策中，能夠承擔更大的責任，在金融市場中發揮積極的作用（FSA, 2003）。
2006年出版「在英國改善理財知能」報告（Financial Capability in U.K.: Delivering 
change），為英國第一份全國性理財教育策略，以培養消費者具備足夠理財知識與
信心，做出正確理財決策。2007年，財政部出版「理財能力：政府的長期方法」文
件，提出政府對理財教育的長期展望與作法（曾永清，2016a；Orton, 2007）。

英國於2 0 11年以前，是由F S A推動理財教育，英國國會於 2 0 1 0年頒布T h e 
F i n a n c i a l  S e r v i c e s  A c t法，隔年成立貨幣諮詢組織（M o n e y  A d v i c e  S e r v i c e , 
[MAS]），作為獨立機構承擔統籌規劃理財教育的責任，以幫助人們可以更有資訊、
更有信心的管理他們的錢財。

表 1　美國財政部、Jump$tart、CEE與OECD機構核心能力指標對應表
單位 美國財政部 Jump$tart CEE OECD

核 
心 
能 
力 
指 
標 
對 
應 
情 
形

賺取所得 就業和所得 賺取所得 貨幣和交易

支出 支出和儲蓄 購買商品和服務 貨幣和交易

儲蓄 （合併於支出主題中） 儲蓄 規劃和管理財務

借貸 信用與債務 使用信貸 規劃和管理財務

保護 風險管理與保險 保護和保險 風險和報酬

----- 投資 金融投資 風險和報酬

----- 理財決策 ---- 規劃和管理財務

金融環境

資料來源：曾永清（2016b），OECD/INFE（2015）與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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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以多種途徑拓展消費者理財教育工作：1.積極推動理財教育國家策略，於
2011年起對第一階段理財教育國家策略進行評估修正，並開始實施第二階段國家策
略。2.致力於改變消費者的不良消費行為，消除民眾對現代金融業務和產品的認識
誤區，向民眾提供免費的、公正的貨幣諮詢建議，通過網路、電話提供金融諮詢服

務，也接受面對面諮詢。推出線上健康檢查專案，鼓勵人們做出合理的金融事務決

策（劉丹、張昕怡和吳越，2013）。3.行為經濟學已經證實人們管理金錢的認知偏差
對其決策過程產生巨大影響。因此發展積極介入（developing interventions）學習方
式，影響人們理財技能、知識、態度和動機進而產生“思維改變”，並改變行為。4.進
行大型研究，以瞭解影響人們理財知能與行為的因素（G20 Presidency and OECD, 
2013）。

（三）中國國家策略沿革、執行組織與策略內容

中國人民銀行於2013年會同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保
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一行三會）規劃制定《中國金融教育國家戰略》文件，作為理

財教育國家策略，並提交G20和OECD，納入其編撰的各國理財教育國家戰略報告
中。

一行三會依其管轄職權與性質，推動各種理財活動。其政策內容包括：1.每年9
月由中國人民銀行舉辦全國性「金融知識普及月」活動，由所屬各分支機構推動金

融知識進高校、進社區、進農村以及進企業之活動，並發放金融知識普及讀本與宣

傳材料。2.成立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建立理財教育網路平臺；金融機構通過各
類宣傳、現場諮詢、理財產品推介等形式向客戶傳授金融知識。利用專業的財經電

視臺，說明金融市場動態、投資常識，普及金融意識（李中玉，2013）。於相關金
融機構建立持續性的金融知識普及和教育機制。3.人民銀行公佈一系列主題理財教育
項目。印製宣導小冊來教育民眾辨識貨幣。啟動信用資訊日、信用知識宣傳周和社

區金融知識等課程。並且提供有關付款和結算的培訓以及農村居民信用卡安全方案

（G20 Presidency and OECD, 2013）。4.人民銀行彙編出版金融知識書籍，在社區、
學校和農村地區免費分發，引導公眾瞭解和使用金融知識。在銀行網站上建構金融

知識專欄，幫助公眾瞭解信用卡支付、防偽措施、信用資訊和反洗錢政策。5.積極搭
建消費者教育平臺。利用免費諮詢電話、網站、報刊、廣播、電視及微信等各種方

式向社會公眾提供金融知識。2015年設計開發了金融消費權益保護互聯網站，成為
金融消費者教育、金融業投訴諮詢與理財素養調查的統一平臺，為金融消費者提供

了一個獲取正規金融服務資訊的管道（焦瑾璞，2015）。6.將金融知識納入國民教育
體系，廣州、福州、臨汾等地區理財課程納入小學選修課程，嘉惠學生（余文建，

2017）。

此外，2015年11月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強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的指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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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文件，強調理財教育的地位和角色，提出建立理財教育普及長效機制，教育部

要將理財教育知識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中，切實提高國民金融素養。同時根據國家發

展普惠金融有關要求，擴大普惠金融覆蓋面，提高滲透率。並且重視金融消費者需

求的多元性與差異性，積極支援欠發達地區和低收入群體等獲得必要、及時的基本

金融產品和服務（國務院辦公廳，2015）。

二、三國實施國家策略方法之彙整說明

政府是推動理財教育關鍵單位，在實施理財教育策略中扮演著重大角色。全體民

眾既是理財教育參與者，也是受益者。正確的理財行為不但增加民眾福祉，促進資

金流動，為市場帶來充沛的資金，也促進企業的融資和國家經濟的發展，而且為金

融創新帶來新的機會。無論是家庭財富的積累還是國家經濟的繁榮都始於民眾善用

金錢，培育理性的民眾便成為理財教育中一項重點內容（龔秀敏、韓莉，2008）。
本文以下將從學校與社會教育方面，整理美、英及中三國理財教育國家策略實施狀

況。

（一）學校教育

美、英及中三國均認為應該為學生提供必要的理財技能，學校可能是學生學習理

財教育的最後機會，因此應儘早開始學習，並與現有的學校課程相結合實施。推動

理財教育常用的方法包括制訂理財課程標準，提供師資培訓管道，提供理財實質資

源等，並由小學開始，建立連貫性與銜接性課程，美國與英國已透過理財組織建立

完整的課程標準與能力指標。三個國家也利用學校與學術機構舉辦研討會、理財測

驗以及學生比賽等方式，來增強學生的學習效益。

（二）社會教育

社會教育的對象廣泛，包括一般從業大眾、金融從業人員、家庭工作者、不同

族群以及退休人士等，需要規劃多方面的教育課程。1.於社會推廣方面，美、英及中
三國均使用多元方式教育民眾理財知識，包括專門的理財教育網站、宣傳書冊、廣

播和電視等媒體、書籍和雜誌以及吸引閱讀的動畫格式等。2.在與民間金融機構建立
合作夥伴關係上，美、英及中三國均有密切的合作計畫，金融機構可以就不同的金

融產品與金融服務，開辦相關課程教育民眾，或派專人至各公司行號舉辦研討會，

有效落實理財教學。3.社區理財課程方面，在民間團體與社區舉辦的活動中學習理財
知識與技能，是傳授理財知識的良好媒介，結合社區推廣，可以在基層深化民眾理

財學習成果，這部分美、英及中三國均有明顯的實施策略。4.金融商品教育方面，
投資者購買金融商品時，有必要對他們進行特定產品教育。這類型教育可由出售商

品金融機構提供，教育投資者關於產品的投資性質、報酬、風險、適當性等（G20 
Presidency and OECD, 2013），此亦為各國推動重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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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國實施國家策略的綜合比較

美、英及中三國配合OECD的規劃與該國國內經濟環境，積極推動該國的理財教
育課程實施，已呈現相當的成效。就理財教育執行機構而言，美國與中國均由政府

部門直接參與，美國於財政部下設立理財素養和教育委員會（FLEC）負責推動，並
結合多個聯邦政府機構一起執行，中國則由一行三會積極規劃，顯見兩國政府推動

該策略的決心。而英國原由政府機構執行，之後成立獨立的民間機構貨幣諮詢組織

（MAS），來統籌理財教育的運作，成效或許較為有限。

學校的理財課程是奠基公民素質的理財知識與技能學習，在理財課程的整體

規劃上，美國的民間組織Jump$tart聯盟與經濟教育協會（CEE）均已發展出完整
的課程架構，並積極於各州推動實施。2000年英格蘭教育與就業部（Department 
for  Educat ion and Employment ,  DfEE）出版《透過個人理財教育的理財知能》
（Financial Capability through personal financial education）文件做為學校實施理財
教育的參考標準，該課程將理財教育主題分為三項，理財知識與理解、理財技能與

能力以及理財責任，內容相當完整，從小學到中學（5～16歲）共設計四個階段的課
程（黃美筠，2008）。目前MAS理財教育之課程綱要仍以DfEE出版的《透過個人理
財教育的理財能力》為參考。中國亦積極推動理財課程，其課程綱要、課程指標等

與分齡實施架構尚在建構中。

社會教育扮演著培訓、實習、補強和增能等多重功能，呈現多元豐富的學習樣

貌。美、英及中三國於這部分上各具特色。美國FLEC的重要工作即在建立年輕成
年人的理財知能與技能，並鼓勵政府和私營企業合作，開辦成人與職場的理財課

程。財政部與各州政府合作，提供儲蓄、房貸及金融服務等資訊。美國銀行公會的

教育基金會推出Teach Children to Save課程，幫助學生明白儲蓄的意義。其他如高
盛（Goldman Sachs）、美林（Merrill Lynch）金融機構亦有類似課程（曾永清，
2016a）。英國亦致力於改善年輕成年人的支付與消費計劃，提供工作場所的研討
會，開發線上諮詢工具，提供金錢使用的建議等。中國則透過社區和農村地區，以

各種方式幫助公眾了解儲蓄投資、信用借貸、保險和貨幣辨識等保護消費者知識，

展開農村金融掃盲教育。

肆、三國實施理財教育國家策略對臺灣的啟示

正確的理財教育，是政府、學校、社會和家庭必須正視的現實問題。文獻已經證

實理財知識水準與民眾的收入、退休準備成正向關聯（Hilgert, Hogarth, and Beverly, 
2003）。學生在學校養成理財知識與習慣，會延續到成年人的生活中。缺乏理財
知識的學生對理財有較多的負面想法，做出錯誤的理財決策（Blalock, Till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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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roe, 2004）。這正是各國普遍實施理財教育的主要原因。經由上節的比較分析，
將來臺灣若要實施理財教育國家策略，可以學習的方向為：

一、 探討不同年齡、職場等消費者和投資者的理財素養調查。政府可以先與學術機
構合作，進行全國性理財素養調查，充分瞭解不同年齡、投資者與產業工作者

等族群對理財知識與技能的現況，例如針對年輕人所需要的房貸課程，上班族

需要的退休或長照規劃等。藉此調查，未來課程規劃需要貼近民眾的生活經驗

與現實需要，採取不同層次的教育和培訓，在教育階段和教育內容的深度上有

所區別，展現理財教育多樣化和實用性。

二、 政府主導國家策略業務並提撥財源支持，建議可以考慮由金管會負責。美國政
府推動國家策略的組織方式可供借鏡，政府如果考慮成立跨部會的委員會或工

作小組，推動國家策略的編寫、實施、國內外金融機構合作與成效評估，可以

將相關部門工作項目納入，統籌各部門有關理財教育的工作，擬定有計劃、有

目標的推動方案，甚至可以透過理財教育達成區域經濟發展的平衡。證諸各國

經驗，政府是否積極參與，呈現由上而下的合作模式，是理財教育能否成功的

主要關鍵。目前臺灣推動金融知識的政府機構是金管會，金管會於民國95年訂
定「金融知識普及工作」推動計畫，持續建構完備的金融知識體系架構，整合

相關工作與資源，深耕金融基礎教育，並針對不同族群如女性、銀髮族、原住

民、新住民等族群及不同議題如洗錢防制與高齡金融商品等主題加強宣導（金

管會，2018），銀行局等單位已於各校園舉辦教師研習與教案徵選。將來若要
成立跨部會的工作單位，可在金管會下設置，無論是由四大局中擇一承接，或

新設單位負責，儘可能使其行政職權與四大局相等，以利業務的推動。當然政

府推動有其預算限制，故應結合民間實力來執行。

三、 由獨立於金融監管當局和金融機構的教育組織推動國家策略業務。若政府考量
有限的人力與預算，並期建立長期持續之理財教育策略，使其運作不受政黨輪

替的影響，亦可仿效英國作法，成立獨立組織來發揮帶領作用，直接負責各族

群的理財教育活動。政府可採行委辦方式，由適合之單位專責承接，例如目前

的金融研訓院、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或其他金融機構等，可以負責全國

理財國家策略的訂定與執行，整合其他單位開辦理財學習課程，或辦理全民理

財素養認證等方式，有效提升國人理財知識與技能。此類金融機構辦理的課程

屬於理財社會教育的部分。

四、 學校教育部分，建立系統化理財教育體系。學校教育課程相關業務屬於教育部
工作權責，由金管會與教育部合作應是最佳模式。參考表2中各國實施狀況與現
況，可以由金管會與教育部共同訂定理財教育課程綱要，包括核心能力指標、

課程標準等，於國中階段設計實施跨社會、數學及綜合活動等課程融合的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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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於高中階段實施特色課程，或融入相關課程中，便於各學校彈性教學，

並可在各級學校實施理財知識普及活動，廣泛增加學生參與範圍。理財教育內

容廣泛，從基礎理財課程，進階、專業理財課程到各種新興金融商品操作等。

理財教育一貫課程應結合國內的社會經濟特點與國際的實際現況，規劃合宜的

課程綱要，建立加深、加廣螺旋式連貫課程，編寫適切的教材與活動，培育中

小學教師理財知能。以上各項理財教育政策措施，需要教育有關單位積極規

劃。從制訂教育專案計畫、課程設計、教材編撰、資師培訓、學術研討、調查

分析和協調組織教育計畫的實施等，都需要有完整的規劃，如此才能建立系統

化理財教育體系，教育國人具備完整的理財知識，以應付多變的經濟環境。

五、 社會教育部分，無論執行機構是政府部門或民間機構，都需要廣泛整合民間金
融企業資源。參照三國的實施社會教育狀況，可以從四個層面整合現有的理財

教育資源，包括1.與民間金融機構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促進理財教育的實踐；
2.結合各大社區教育活動；3.結合職場或民間團體推廣課程：4.與國際組織進行
跨國合作。民間金融機構可以協助開辦推廣與培訓教育課程，例如a.針對民眾需
要，開辦儲蓄消費、家庭預算管理基礎課程以及信用借貸進階課程等；b.針對
投資者需求提供不同的投資產品說明與投資方法，如：股票、基金、信託、外

匯、保險和租稅規劃等；c.舉辦資產管理研討會講座，以改善投資知識，提高資
產管理的意識；d.鼓勵民眾進行退休規劃等。凡此種種，都可以協助民眾進行預
算規劃、分散投資、降低風險、退休規劃等。亦可設計理財網站供民眾查詢金

融商品資訊，提供基本的理財諮詢，或是基本的理財試算。

表 2　美、英及中三國理財教育策略彙整說明

理財教育國家策略 美國 英國 中國

國家策略執行組織 財政部理財素養和教

育委員會（FLEC）
貨幣諮詢組織

（MAS）
中國人民銀行、銀行

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證券監督管理委員

會、保險監督管理委

員會

國家策略擬定與實施年度 2006年 2006年 2013年

學校教育策略 1. 財政部規劃五項核
心能力指標

2. 強調使兒童和青年
成為具備理財知能

的成年人增加高等

教育理財決策培訓

3. 由聯準會支持的
Jumpstart機構規劃
理財課程綱要

1. 將理財教育融入數
學和公民科，目標

是希望能夠在日常

生活中管理好自己

的金錢，並計劃未

來的財務需求

2. 教育與就業部提出
對學校理財教育的

指導概要

1. 舉辦全國性「金融
知識普及月」活

動，推動金融知識

進高校活動，並發

放金融知識普及讀

本與宣傳材料

2. 推進金融知識納入
基礎教育，提高青

少年的金融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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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教育國家策略 美國 英國 中國

社會教育策略 1. 建立國家理財教育
網站，為教育計畫

訊息提供協調

2. 提供免費的熱線服
務，關於與理財素

養和教育有關的資

訊

3. 推動工作職場的理
財教育

4. 成立My Money網
站，連結其他聯邦

理財教育網站，使

民眾可以有效地找

到他們正在尋找的

訊息

1. 提供免費的貨幣諮
詢建議

2. 通過網路、電話提
供金融諮詢服務，

也接受面對面諮詢

3. 推出線上健康檢查
專案，鼓勵人們做

出合理的金融事務

決策

4. 鼓勵職場工作者儲
蓄與預備退休金

1. 成立中國金融教育
發展基金會，建立

理財教育網路平

臺；金融機構通過

各類宣傳形式向客

戶傳授金融知識，

普及金融意識

2. 提供有關付款和信
用卡安全方案

3. 免費分發圖書，引
導公眾瞭解和使用

金融知識

4. 設計金融消費權益
保護互聯網，為消

費者提供金融服務

資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社區理財教育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社區的現有資源，對社區居民進行理財宣

導。可以透過社區調查瞭解居民理財需要，根據他們的實際需要來規劃課程、教學

形式與媒體，使課程靈活多樣以吸引居民參與。在職場推廣課程上，職場工作者

對理財有最直接的需求，諸如薪資儲蓄規劃、貸款保險管理、退休規劃等，企業

與金融機構合作定期開課，不但實踐企業的社會責任，研究證明當提供理財教育

時，員工感受到雇主關心他們的福祉，從而提高工作動力與滿意度（Loibl & Hira, 
2005）。這部分也是各國相當重視的一項教育容。跨國合作範圍多元，包括跨國理
財素養的調查，各國實施理財教育經驗分享，國際學術研討與交流等，經由國際合

作改變國家間的資訊不對稱狀況，使國家獲得充足的資訊。

政府無論是成立新的理財教育部門，或者就現有組織加以擴充，與民間機構建

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後，應該進行分工合作模式，針對民間機構營業性質與服務項

目、針對民眾不同職場需求、針對不同金融商品購買意願等，共同界定各自工作範

圍與職掌，促進資源有效利用。若能有計劃地整合資源實施理財教育，即可減少國

內師資、課程、資源等人力物力和資訊的重複。

伍、結論

理財素養隨著金融商品發展，已被當作是一種基本素質與生活技能，文明健康

社會得以實現，有賴於公民接受科學、系統和人文的理財教育。越來越多的文獻證

表 2　美、英及中三國理財教育策略彙整說明（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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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理財素養可以導致積極的行為改變，理財素養高的人，無論在管理錢財、儲蓄

和退休計劃、投資組合上均表現較好，這說明理財教育與理財成果之間可能存在因

果關係。政府與學校應該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給那些原本不會管理錢財、不會規

劃收支借貸、不能善用金融商品與服務的人，提高理財知識將能減少理財素養差距

和財富的不平等。此外，理財知識有助於經濟和金融穩定發展，人們能夠選擇適當

的產品，要求更高的金融服務，如此將刺激金融產品的設計和銷售品質，提高金融

服務使用者選擇產品的能力，對增進金融產品與服務發揮重要的作用，產生正向效

益。

歐盟執委會曾建議各成員國將理財教育作為各國的義務教育來實施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7）。於此金融環境多變年代，人
們不應該成為理財文盲（financial illiterate），理財教育已不再是一個選項，或只是
屬於專業人士的活動，而應該是所有希望生活與財務不虞匱乏的人，都要學習的課

程。普遍接受理財教育，將使得人們可以實現個人理想，提升生活品質，豐富家庭

生活的目標，而且可以降低整個國家的社會成本，促進經濟成長。因此，政府亦應

考慮推動理財教育，當作一項國家整體策略來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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