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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學生之金錢觀 

張文檀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學生的金錢觀。以問卷調查蒐集資料，研究對象

為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學生，共 626 人，使用 SPSS 統計軟體處理資料並進行量化研究。以

主成份分析法進行因素分析，共萃取 6 個因素，分別命名為：「虛榮炫耀」、「小心謹慎」、

「崇尚功利」、「權宜變通」、「理財規劃」，及「能省則省」等 6 個層面，再由敘述統計量

分析各層面的得分情形，以探究大學生金錢態度各因素層面之現況。實證結果為：(1)在
「虛榮炫燿」層面上，多數學生態度及想法傾向不同意，但大四學生在這方面的態度比

其他年級明顯；(2)在「小心謹慎」層面上，無論性別與年級均傾向同意，且沒有顯著差

異，表示大學生對金錢使用上，均傾向理性、謹慎的態度；(3)在「崇尚功利」層面上，

整體而言態度及想法雖傾向不同意，但男生在這方面的態度比女生明顯；大三、大四也

比大一、大二學生明顯；(4)在「權宜變通」層面上，整體而言態度及想法雖然傾向不同

意，但男生在這方面的態度比女生明顯；大四也比其他年級學生明顯；(5)在「理財規劃」

層面上，無論性別與年級均傾向同意，且沒有顯著差異；(6)在「能省則省」層面上，無

論性別與年級均傾向同意，且沒有顯著差異。本研究以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學生為抽樣對

象，未來研究將可增加不同校的大學生為抽樣對象，使推論結果能更具代表性。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 

近年來由於社會的急速變遷，上網購物、品牌服飾、追趕流行的風氣蔚為風潮，有

能力消費者將其塑造為個人風格，無能力消費者可能一時衝動下涉及不法事件也時有所

聞，甚至還有名校大學生，打工月入不到兩萬，卻為討女友歡心，一次刷卡買下數十萬

元的鑽戒，對於這群個人金流管理失敗的年輕族群，社會過度鼓勵消費和發卡浮濫的金

融機構固然都需要檢討，但欠缺從小開始的完整理財知識與教育，恐怕才是主因(張翔

一，2007)。金錢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並隨著每個人對金錢的觀念及

態度上的不同，對於消費行為、理財行為、工作態度及其他決策行為上將有重大的影響，

因此關於金錢態度的議題，過去許多學者更致力於金錢態度的相關研究，更編制「金錢

態度量表」，以便探究出個人的金錢態度差異，例如：Yamauchi與Templer (1982)設計了一

套純心理學的「金錢態度量表」(Money Attitude Scale, MAS)。本研究主旨在透過金錢態

度量表的測量，探討研究對象對金錢的觀念及態度的主要層面，藉此了解桃園創新技術

學院學生(大學生)的金錢態度。並進一步分析大學生性別以及年級別對金錢態度各層面是

否有較顯著的差異。 

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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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學生的金錢態度之現況為何？主要的層面有哪些？ 
(二) 大學生的金錢態度的主要層面是否因性別的不同而有所差異？ 
(三) 大學生的金錢態度的主要層面是否因年級的不同而有所差異？ 

三、研究範圍 

(一) 本研究以桃園創新技術學院日間部四技制一至四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他學

制學生則不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二) 調查期間為 2012 年 10 月。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將金錢觀的相關文獻分兩個部分加以探討：包括價值觀態度探討，以及金錢

態度之相關文獻探討。 

一、價值觀態度 

國內學者對「價值觀」研究眾多，例如：吳鐵雄、李坤崇、劉佑星、歐慧敏(1996)，
認為價值觀為個體對特定事物、行為或目標持久性偏好或判斷事物，此偏好或標準兼具

認知、情感、意向的參考信念，用以導引個體行為、滿足個體各層次需求和達成個體目

標；榮泰生(1999)對價值觀的定義為，個人或社會對某些特定行為或存在狀態的觀點，所

抱持喜好或厭惡的心理，價值觀的作用是為了解人們的知覺、態度及動機的基礎，在消

費者的行為中佔相當重要的地位，而且價值觀的形成是從小耳濡目染學來的，因此對於

價值觀是很難具有客觀性與理性，但因為價值觀的概念是經由日積月累而來，所以它會

具有所謂的穩定性與持久性；嚴澤鈞(1999)認為，價值觀的主體是人，無論是個人或社會

有其獨特的價值觀念；汪志堅(2006)指出，價值觀是一種持久性的信念，他認為個人價值

觀是指個人從社會價值觀中所篩選出來的，指的是個人的常態行為，反映個人從各種社

會價值觀或價值系統中所做出來的選擇，而決定了個人獨特的行為。 

二、金錢態度 

國內有關「金錢態度」的研究眾多，例如：黃慧真(2006)指出，在社會環境富裕的

影響下，父母給予子女的零用錢增加，再加上兼職工作風氣盛行，大學生的可支配所得

不斷提高，因此消費能力也隨之提高；鍾立薇(2006)指出，理財行為是現代經濟社會中最

重要的行為之一，而金錢是經濟生活的核心，風險又是理財決策的本質，因此經濟個體

的金錢態度與風險容忍度在其個人理財行為上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施幸佑(2011)探討大

學生的生活型態與金錢態度對購買決策的影響，以及個人價值觀與行銷刺激的干擾效

果；楊子瑩(2011)探討青少年「同儕關係」社會比較、「家庭狀況」社會比較，與「金錢

態度」之關聯性；陳鑑修(2012)研究過去有關消費者行為的文獻，發現消費者自身對於金

錢之態度會影響其消費行為和流行焦慮，而流行焦慮也會影響消費者在購買能彰顯其身

份、地位的物品時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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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之問卷設計參考國內外學者，諸如 Furnham 的金錢信念和行為量表(Money 
Beliefs and Behavior Scale)、Yamauchi 與 Templer 的金錢態度量表、Tang 的金錢道德量表

(Money Ethic Scale)、黃慧真(2006)、蘇韻蓉(2006)及施養昌(2007)等自編的金錢態度量

表，選擇與修改適合大學生的金錢態度問項。問卷分為兩大部分，第一部分為金錢態度

量表，題項計 45 題，採李克特式量表 5 點量表法，從「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

見」、「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 至 5 的得分，分數愈高表示符合該題項的程度

愈高。第二部分為個人基本資料，題項包含性別、年齡、科系、年級、家中有幾個兄弟

姊妹與家中排行、居住地、家長教育程度、家中有無負債或卡債、學生自己有無工讀經

驗、家長行業、家庭經濟狀況、生活費來源、每月花費，及生活費之用處等。 

二、資料處理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由桃園創新技術學院日間部4,770個學生中，便利抽取其中700個日間部之學

生進行問卷，於10月1日~10月31日發出問卷共700份，回收692份，刪除答題不全或明顯

隨意作答之無效問卷，有效問卷共計626份，有效率為89.4％。本研究以SPSS14.0中文視

窗版統計軟體進行資料分析，統計分析包括：次數分配及百分比、問卷信度分析、因素

分析、獨立樣本t-考驗，以及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肆、結果與討論 

一、大學生的金錢觀的現況 

以主成份分析法進行因素分析，共萃取6個因素，可解釋的總變異量為53.061%，再

由描述統計量(平均數、標準差等)，了解各層面的得分情形，探究大學生金錢態度各因素

層面之現況。 

第1個因素命名為「炫耀虛榮」層面，題項有「我認為追求名牌是社會正常的趨勢」、

「我覺得名牌是地位的象徵，炫燿的工具」、我認為花錢買東西可以吸引他人目光」、「我

認為金錢可用來衡量一個人的成功」、「我是為了加深他人印象而擁有高價格的東西」、「我

認為有錢的人都比較受尊敬的」、「我認為有錢人對社會的貢獻比較多」、「我認為『理財』

是有錢人的專利」等共8題。題項平均得分2.608，最大值5，最小值1，顯示多數大學生不

太同意花錢是滿足自我或炫耀的工具。 

第2個因素命名為「小心謹慎」層面，題項有「我認為用錢要精打細算」、「我認為使

用金錢要非常謹慎」、「即使是買必需品，花錢時還是要多加考慮」、我認為「勤儉節約」

的觀念仍值得提倡」、「我認為即使是小錢也應該要有積少成多的觀念」等共5題。題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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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得分4.191，最大值5，最小值2.2，顯示多數大學生對使用金錢小心謹慎的態度表示同

意。 

第3個因素命名為「崇尚功利」層面，題項有「我認為錢是越多越好」、「認為有錢就

可以獲得較多的滿足感」、「我認為『金錢是萬能的』或『有錢能使鬼推磨』」、「我認為人

若沒有足夠的錢時會感到焦慮」、「我認為要獎勵一個人時發獎金比較實在」、「我認為擁

有金錢的多寡，是一個人成功程度的重要指標」等共6題。題項平均得3.521分，最大值5，
最小值1.167，顯示多數大學生對崇尚功利的態度及觀念表示同意。 

第4個因素命名為「權宜變通」層面，題項有「我認為面臨極大的困難，需要用金錢

解決，可用權宜方式」、「我認為當零用錢不夠買喜歡的東西時，可先用借貸方式求解決」、

「我認為若某些商品太貴的話便可選擇盜版商品」、「我覺得朋友間有通財之義」等共4
題。題項平均得分2.480，最大值1，最小值5，顯示多數大學生對金錢變通權宜的使用方

式是較不同意。 

第5個因素命名為「理財規劃」層面，題項有「我認為如果意外獲得一筆財富(如中

樂透頭獎)，應捐款做善事」、「我覺得打工賺錢是很神聖的事」、「我認為人必須對未來的

財務做規畫」、「我覺得麵包比愛情重要」等共4題。題項平均得分3.774，最大值5，最小

值1.5，顯示多數大學生對理財規劃的態度及觀念表示同意。 

第6個因素命名為「能省則省」層面，題項有「我認為常人很難抗拒打折特價商品」、

「我認為為了省錢可考慮使用二手商品」等共2題。題項平均得分3.700，最大值5，最小

值1，顯示多數大學生對能省則省的態度及觀念表示同意。 

二、不同性別的大學生的金錢觀 

採用獨立樣本的t考驗法，結果發現男女生兩個變項平均數的差異情形如下： 

在「虛榮炫耀」層面：男女生兩組之得分平均分別為21.787與19.785，男生略高於女

生，且各題項平均得分男生、女生分別為2.723與2.473，傾向不同意。而差異達顯著水準，

代表男、女學生在「我認為追求名牌是社會正常的趨勢」、「我覺得名牌是地位的象徵，

炫燿的工具」、「我認為花錢買東西可以吸引他人目光」、「我認為金錢可用來衡量一個人

的成功」、「我是為了加深他人印象而擁有高價格的東西」、「我認為有錢的人都比較受尊

敬的」、「我認為有錢人對社會的貢獻比較多」、「我認為『理財』是有錢人的專利」等態

度及想法有顯著差異且男生程度高於女生。 

在「小心謹慎」層面：男女生兩組之得分平均分別為20.882與21.042，女生略高於男

生，且各題項平均得分男生、女生分別為4.176與4.208，傾向同意。但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代表男、女學生在「我認為用錢要精打細算」、「我認為使用金錢要非常謹慎」、「即使是

買必需品，花錢時還是要多加考慮」、「我認為『勤儉節約』的觀念仍值得提倡」、「我認

為即使是小錢也應該要有積少成多的觀念」等態度及想法差異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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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尚功利」層面：男女生兩組之得分平均分別為21.429與20.767，各題項平均得

分男生、女生分別為3.571與3.461，男生高於女生，傾向同意。而差異達顯著水準，代表

男、女學生在「我認為錢是越多越好」、「認為有錢就可以獲得較多的滿足感」、「我認為

『金錢是萬能的』或『有錢能使鬼推磨』」、「我認為人若沒有足夠的錢時會感到焦慮」、「我

認為要獎勵一個人時發獎金比較實在」、「我認為擁有金錢的多寡，是一個人成功程度的

重要指標」等態度及想法有顯著差異且男生程度高於女生。 

在「權宜變通」層面：男女生兩組之得分平均分別為10.405與9.354，各題項平均得

分男生、女生分別為2.601與2.339，男生高於女生，傾向不同意。而差異達顯著水準，代

表男、女學生在「我認為面臨極大的困難，需要用金錢解決，可用權宜方式」、「我認為

當零用錢不夠買喜歡的東西時，可先用借貸方式求解決」、「我認為若某些商品太貴的話

便可選擇盜版商品」、「我覺得朋友間有通財之義」等態度及想法有顯著差異且男生程度

高於女生。 

在「理財規劃」層面：男女生兩組之得分平均分別為14.896與15.330，女生略高於男

生，且各題項平均得分男生、女生分別為3.724與3.832，傾向同意。而差異達顯著水準，

代表男、女學生在「我認為如果意外獲得一筆財富，應捐款做善事」、「我覺得打工賺錢

是很神聖的事」、「我認為人必須對未來的財務做規畫」、「我覺得麵包比愛情重要」等態

度及想法有顯著差異且女生程度高於男生。 

在「能省則省」層面：男女生兩組之得分平均分別為7.228與7.604，女生略高於男生，

且各題項平均得分男生、女生分別為3.614與3.802，傾向同意。而差異達顯著水準，代表

男、女學生在「我認為常人很難抗拒打折特價商品」、「我認為為了省錢可考慮使用二手

商品」等態度及想法有顯著差異且女生程度高於男生。 

三、不同年級別大學生的金錢觀 

進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發現大一至大四等四個分組變項，各層面平均得分在「虛

榮炫耀」、「小心謹慎」、「理財規劃」及「能省則省」層面上沒有顯著差異。而在「崇尚

功利」及「權宜變通」等二層面上有顯著差異，表示組別間至少有一對平均數之間有顯

著差異，需進行多重事後比較分析了解，結果如下： 

在「虛榮炫耀」層面：大一至大四各組之得分平均分別為20.443、20.411、21.018與
22.087，各題項平均得分分別為2.555、2.551、2.627與2.761，傾向不同意。但四組差異未

達顯著水準，代表大一至大四各組學生在「我認為追求名牌是社會正常的趨勢」、「我覺

得名牌是地位的象徵，炫燿的工具」、「我認為花錢買東西可以吸引他人目光」、「我認為

金錢可用來衡量一個人的成功」、「我是為了加深他人印象而擁有高價格的東西」、「我認

為有錢的人都比較受尊敬的」、「我認為有錢人對社會的貢獻比較多」、「我認為『理財』

是有錢人的專利」等態度及想法差異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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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心謹慎」層面上：大一至大四各組之得分平均分別為21.167、20.989、21.191
與20.349，各題項平均得分分別為4.233、4.198、4.238與4.070，傾向同意。但四組差異未

達顯著水準，代表大一至大四各組學生在「我認為用錢要精打細算」、「我認為使用金錢

要非常謹慎」、「即使是買必需品，花錢時還是要多加考慮」、「我認為『勤儉節約』的觀

念仍值得提倡」、「我認為即使是小錢也應該要有積少成多的觀念」等態度及想法差異不

大。 

在「崇尚功利」層面：大一至大四各組之得分平均分別為20.076、21.022、21.718與
22.500，各題項平均得分分別為3.346、3.504、3.620與3.750，傾向同意。大一與大二兩組

在得分平均差異沒有顯著差異；大二與大三兩組在得分平均差異沒有顯著差異；大三與

大四兩組在得分平均差異沒有顯著差異。大一與大三兩組在得分平均差異達顯著水準，

且大三學生得分高於大一學生；大一與大四兩組在得分平均差異達顯著水準，且大四學

生得分高於大一學生；大二與大四組在得分平均差異達顯著水準，且大四學生得分高於

大二學生。代表大三及大四的學生，相對於大一與大二的學生，較有「我認為錢是越多

越好」、「認為有錢就可以獲得較多的滿足感」、「我認為『金錢是萬能的』或『有錢能使

鬼推磨』」、「我認為人若沒有足夠的錢時會感到焦慮」、「我認為要獎勵一個人時發獎金比

較實在」、「我認為擁有金錢的多寡，是一個人成功程度的重要指標」等態度及想法的傾

向。 

在「權宜變通」層面：大一至大四各組之得分平均分別為9.471、9.956、9.845與10.690，
各題項平均得分分別為2.368、2.489、2.461與2.673，傾向不同意。大一與大二兩組在得

分平均差異沒有顯著差異；大一與大三兩組在得分平均差異沒有顯著差異；大二與大三

兩組在得分平均差異沒有顯著差異；大二與大四兩組在得分平均差異沒有顯著差異；大

三與大四兩組在得分平均差異沒有顯著差異。大一與大四兩組在得分平均差異達顯著水

準，且大四學生得分高於大一學生。代表大四的學生，相對於大一、大二與大三的學生，

較有「我認為面臨極大的困難，需要用金錢解決，可用權宜方式」、「我認為當零用錢不

夠買喜歡的東西時，可先用借貸方式求解決」、「我認為若某些商品太貴的話便可選擇盜

版商品」、「我覺得朋友間有通財之義」等態度及想法的傾向。 

在「理財規劃」層面：大一至大四各組之得分平均分別為15.110、14.983、15.264與
15.087，各題項平均得分分別為3.777、4.198、3.816與3.772，傾向同意。但四組差異未達

顯著水準，代表大一至大四各組學生在「我認為如果意外獲得一筆財富，應捐款做善事」、

「我覺得打工賺錢是很神聖的事」、「我認為人必須對未來的財務做規畫」、「我覺得麵包

比愛情重要」等態度及想法差異不大。 

在「能省則省」層面：大一至大四各組之得分平均分別為7.300、7.428、7.445與7.492，
各題項平均得分分別為3.650、3.714、3.723與3.746，傾向同意。代表大一至大四各組學

生在「我認為常人很難抗拒打折特價商品」、「我認為為了省錢可考慮使用二手商品」等

態度及想法差異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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