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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教師之財商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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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科學園區人力資源主管聯誼會第 24、25 屆會長 
 

一、前言 

韓愈的師說寫道「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傳統上，

教師被賦予崇高的地位，最好可以淡泊名利、清風道骨，而士農工商中，商為四

民之末，兩者理應沒有交集。然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口結構、經濟及社會政策與

制度的改變，現今教師的工作愈來愈具有挑戰性，經常要受到社會大眾與家長的

檢視，而且，教師也被要求對個人未來的退休財務負起責任。 

論及解決個人所面臨之財務相關問題，財商素養是不可或缺的知識與能力，

以下就其意涵以及教師與財商素養之關係分述之，並於文末提供一提升財商素養

的簡要實踐過程參考。 

二、財商素養的意涵 

素養（literacy）是個具變化性概念的用字，也有使用 competency，隨著社會

的變化，也賦予不同的意義與內涵。UNESCO（2005）將素養（literacy）視為達

到足以因應社會參與需要的功能程度，是回應社會脈絡所需的能力，是一種功能

性知能的概念。 

而財商素養（financial literacy）一詞，也有國家使用 financial capability，在

中文翻譯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翻譯為金融知識，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財金智慧教育推廣協會稱作財金智慧，也有一些研究使用財商素養或

理財素養，本文統一稱為財商素養。 

財商素養需要具備財商的知識為基礎，進而轉化為管理金錢或決策的能力。

OECD（2011）將財商素養定義為，結合意識、知識、技能、態度和必要的行為，

以做出良好的財務決策，並於最終能實現個人的財務福祉。美國 Jump$tart 個人

財商素養聯盟也採用類似的定義，其對於財商素養定義為，能有效地運用知識和

技能以管理個人財務資源進而達成終生財務安全的能力(Jump$tart，2017)。而我

國金管會定義財商素養為，在金錢的管理與使用上，能做出有根據的判斷和有效

的決定，並具備閱讀、分析、管理和交流個人財務情形之能力（金管會，2009）。 

OECD 建議的財商素養涵蓋四大類主題：貨幣和交易、理財規劃和管理（包

含儲蓄及消費信用和債務理財決策）、風險和報酬、金融環境（包含消費者權益

與責任、對金融經濟和社會制度的了解）。而美國 Jump$tart 個人財商素養聯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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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財商素養分為包含花費與儲蓄、信用與借貸、工作與收入、投資、風險管理與

保險、以及財務決策等六個構面的知識與技能。我國金管會則以金錢管理、儲蓄、

信用管理、理財規劃、保險與風險預防、貸款管理、退休金規劃、投資管理以及

金融資訊等九種指標來衡量。 

儘管對於財商素養的內涵定義有所不同，但隨著時代變遷，其重要性卻是與

日俱增。處於知識經濟社會中，財商素養已是現代公民養成的關鍵能力之一，

OECD 於 2012 年也開始將財商素養列入 PISA 評量中。 

三、教師與財商素養 

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遷，財商素養對於教師而言，有著不同的意義，大致可分

為二階段來看： 

(一) 財商素養作為部分教師之教學選備 

在財商素養逐漸為各國所重視的趨勢下，金管會（2019）與教育部為深耕校

園金融教育及提升學子金融素養，自 2009 年起共同合作辦理「金融基礎教育推

廣合作計畫」，藉由提供教師金融基礎教育教學手冊及優秀教學行動方案等多

元、活潑方式，將金融教育融入教學現場，以提升莘莘學子具備基本金融知識涵

養。 

由此看來，相關主管機關，一直以來，主要係以鼓勵的方式，藉由提供相關

的資源協助提升教師的財商素養，進而提升學生的財商素養。財商素養之於教師

而言，是附加的、是選備的。換句話說，對於大多數非從事財商教育相關的教師

而言，財商素養似非必要。 

(二) 財商素養作為所有教師之生活必備 

1995 年修訂的「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也稱為退撫新制，將學校教職員的

退休制度由政府全額編列預算支應退撫經費的恩給制，調整為政府與教職員共同

提撥費用建立基金支付之共同提撥制，此一重大變革，已經預示未來，教師個人

必須負擔更大的財務責任。 

2017 年進行的年金改革，制定了「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主

要包含退休年齡往後延、調降所得、優惠存款走入歷史、教師需負擔更多退撫基

金比率等變革，一言以蔽之，即退休所得替代率降低，是故，如要維持退休前的

生活水準，個人必須負更大的責任，著手解決退休財務的缺口。財商素養之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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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而言，是必修的、是必備的。 

四、結論與建議 

Friedman 於 2005 年指出，世界是平的。隨著全球化的進展，整個世界彼此

之間相互關連，而身為整個地球村的一分子，置身其外已很難成為選項。而其中，

金融更是深深影響每一個人，包括教師在內。特別是在最近的年改制度變革後，

更加速了教師對於財商素養的需求程度。所以，在現今這個時空背景中，財商素

養應該要被更為細緻地規劃於教師的專業發展中，並具備實踐的創造力與行動

力。 

前述概念可以借助 Deming 提出的 PDCA 循環概念，轉化為滾動學習的實踐

過程。Plan：財商涵蓋相當廣泛的面向，應規劃有系統的主題式學習，循序漸進

的累積。其次，可運用各種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閱讀專業書籍、期刊或報紙、

參加實體或線上課程等都是可行的選擇。Do：按照自己的規劃，有紀律的持續

學習，每天或是每週花固定的時間，積沙成塔。Check：對於所學的財商知識或

觀念，檢視能否以自己的話充分表達。另外，也可與專業的人士討論，交叉驗證。

Act：若對於所學無法清楚表達，或是在討論中所發現的不一致，再進一步的探

究學習。 

雙城記的開頭寫道「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

也是愚蠢的時代」。在這個資訊普遍化的社會，各種的資訊唾手可得，但誤導、

置入或是錯誤的資訊也同樣氾濫，財商素養的培養上更是如此，因此，在前述的

PDCA 學習過程中，或是以其他手法、方式學習亦然，仍須留意的是，保持獨立

思考的精神以思辨的態度學習，以培養正確的財商素養。Maslow 的需求層次理

論提到「生理」、「安全」、「感情」、「尊重」與「自我實現」等五層次的需求，而

在較低層次的需求相對滿足後，才能往高層次發展。教職長久以來雖為令人敬重

的職業，但在全球化的影響，加上國內重要制度變革之下，在教師的專業生涯中，

也須顧及財務素養，才有辦法追求自我實現等高層次的專業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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