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行為等之性別
差異分析

- 以112年金融知識宣導

回饋問卷範圍為例-



大綱 一、調查概述

二、金融行為

三、投資資歷

四、期望課程

五、總結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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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1)幫助優化後續課程、提升全民金融素養

(2)配合行政院推動性別平等計畫

(3)分析民眾行為是否因性別、年齡、學歷及地區而有差異

• 樣本來源：112年金融知識宣導回饋問卷

• 樣本數量：18,527份 (已扣除無效樣本)

• 資料說明： (1)「學歷」學歷章節之分析皆排除18歲以下回饋者

(2)「地區」為參訓地點註，已排除線上參與及未填者

㇐、調查概述

註：北部 - 基、雙北、桃、竹、宜；中部：苗、中、彰、雲、投；南部：嘉、南、高、屏；東部：花、東；離島：澎、金、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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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 母體註2

國(初)中以下 12% 20.7%

高中職 23% 29.5%

專科大學 58%
研究所以上
(碩博士)

7%
48.8%

㇐、調查概述 –樣本資料基本分析

樣本性別分布

我國人口性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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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資料之地區分布
我國戶籍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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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1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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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5% 26%

2% 1%

樣本資料及我國戶籍人口分布之比較註1

註1：我國人口性別、年齡層、戶籍地區資料資料日為113年5月
註2：數據為內政部統計之15歲以上人口學歷資料，資料日為112年12月

樣本資料於性別、年齡、地區及學歷之分布皆與母體有
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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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行為

• 金融行為分類註：

保守型：管理收支、定時儲蓄、買商業保險

風險型：辦理借貸、買股/債或基金、交易衍生性商品

交易型：使用信用卡、使用網銀數位服務、使用行動支付

無金融行為

註：分類方式係參考本會112年委外辦理之「112上半年金融教育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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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行為 –性別

31%
38%

47%
49%

16%
19%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管
理

收
支

定
時

儲
蓄

買
商

業
保

險

不同性別在保守型金融行為下之人數占比

20%
15%

41%
36%

7%
3%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辦
理

借

貸

買
股

債

券
或

基

金

交
易

衍

生
性

商

品

不同性別在風險型金融行為下之人數占比

49%
49%

44%
45%

40%
4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使
用

信

用
卡

使
用

網

銀
數

位

服
務

使
用

行

動
支

付

不同性別在交易型金融行為下之人數占比

14%

14%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男

女

無

不同性別無金融行為之人數占比

女性有保守型金融行為之比例比男性高 男性有風險型金融行為之比例比女性高

男女在交易型金融行為沒有顯著差異 男女無金融行為之比例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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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論男女，學歷與金融行為係正相關
(管理收支除外)
2.學歷提高對女性增加金融行為的現象比男性
更明顯(借貸與交易衍生性商品除外)

1.幾乎各年齡層女性保守型金融行為比例比男
性高
2. 男女買商業保險皆從30歲提高、70歲
下降(收入穩定、保險公司對高齡者投保意願低)
3.男女貸款行為集中在30至59歲 (購屋需求)
4.不論男女與年齡，民眾投資偏好為股債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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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行為 –性別+年齡/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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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收支 定時儲蓄 買商業保險 辦理借貸 購買股債基金 交易衍生性商品

建議：加強民眾投資風險意識

建議：增加女性為主要受眾的金融知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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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收支」及「定時儲蓄」行為呈反向結
果

2.東部及離島之男女借貸行為比例皆較高
3.北部男女及離島男性較熱衷投資股債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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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行為 –性別+地區
管理收支 定時儲蓄 買商業保險 辦理借貸 購買股債基金 交易衍生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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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部民眾可支配所得註較高，可能因此有餘
裕購買商業保險及股債基金等投資

2.其他金融行為與可支配所得沒有明顯正相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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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型金融行為註– 性別+年齡/學歷/地區

1.男女於30至59歲年齡層參與交易型金融行為
高
2.60歲以下女性使用人數較多
3.未滿18歲者可能受金融機構申辦年齡所限
4.推測高齡者為數位新住民，因此使用人數少

註：交易型金融行為係複選選項，結果有可能高於100%

69%
91%

154%
199%

41%

101%

173%

221%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國(初)中以下 高中職 專科大學 碩/博士

交易型金融行為的性別及學歷分布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離島

交易型金融行為的性別及地區分布

1.無論男女，學歷與交易型金融行為呈正
相關

2.提高學歷對女性參與金融行為的現象比
男性更明顯

1.離島及北部地區民眾比例最高，中部及東部
地區比率較低
2.離島男性交易型金融行為比女性高許多

建議：增加高齡者、中部、東部之交易型金融行為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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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金融行為的民眾，可能是對自身的財務管理或意識相對較弱的群體，視為在金融領域需要幫助的民眾

二、無金融行為者 –性別+年齡/學歷

1.男女與學歷成反向趨勢
2.高中職以下學歷無金融行為者60%為65
歲以上⾧者

1.不論男女，集中在低年齡層與高年齡層
2.未滿18歲者有近40%男性、逾30%女性無金
融行為

3.高齡者逾30%無金融行為，且女性高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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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走入校園推廣金融知識、加強高齡者財務管理觀念以因應超高齡社會、加強東部及中部的金融知識宣導

1.東部及中部地區的居民占比較高，且男
性高於女性

2.離島地區女性無金融行為占比比男性高
許多

二、無金融行為者 –性別+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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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卷未調查民眾無金融行為原因，無法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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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資歷愈⾧，曲線高點往右移

• 投資資歷與年齡層愈極端(無資歷/10年

以上、高齡/未滿18歲)，女性比男性更

保守的情形愈明顯

三、投資資歷 –性別、性別+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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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無投資資歷者比例較低

• 女性相對男性不傾向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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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男女，學歷越高，無投資資歷比例越低

• 教育對投資之認識有幫助

• 所有地區女性皆比男性更保守

• 中部、南部、東部無投資經歷者占比較高，可增加

基本金融知識課程

三、無投資資歷 –性別+學歷/地區

13



29%

29%

26%

24%

19%

19%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反
洗

錢
及

金
融

防
詐

騙
重

要
金

融
政

策

綠
色

及
永

續
金

融

四、課程期望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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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期待：基本金融常識、投資理財及風險管理
• 興趣低：金融政策、綠色金融、財務弱化情境處理
→則重要政策議題融入民眾較高期待之主題課程，
以提升民眾認識

• 對投資與防詐兩主題，男女皆有近30%的落差
• 性別差異：退休理財 女＞男

金融科技 男＞女
資安議題 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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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男女，年輕人對投資理財及金融科技
興趣高，對資安議題則沒有明顯年齡偏好
趨勢

• 接近退休之男女對退休理財之興趣明顯提
升

• 唯對金融政策、綠色及永續金融，不論男
女興趣普遍偏低，且隨年紀增⾧益發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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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金融常識

投資理財及
風險管理

退休理財 財務弱化情
境之處理 金融科技 資安及個人

資料保護
反洗錢及金
融防詐騙

重要
金融政策

綠色及永續
金融

1.離島男性對基本金融常識興趣低
2.東部對投資理財及風險管理興趣低
3.北部男性對金融科技議題興趣高
4.離島女性對金融科技議題興趣低
5.東部男性對反洗錢及金融防詐興趣高
6.東部男性對綠色金融議題興趣低

1.不論男女，學歷越高、對課程越有興趣
（除基礎金融常識外）
2.高等教育的明顯差異：
金融科技、金融政策、綠色金融

3.學歷差異較小：反洗錢及金融防詐騙

四、課程期望 –性別+學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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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金融常識 投資理財

及風險管理

退休理財 財務弱化情境

之處理

金融科技 資訊安全及

個人資料保護

反洗錢及

金融防詐騙

重要金融政策 綠色及永續金融

中部、南部、東部地區無投資資歷者對課程主題之期望 中部 南部 東部

0%

40%

80% 無金融行為之主要年齡層對課程期望主題 未滿18歲 60-64歲 65-69歲 70歲(含)以上

0%

40%

80% 國(初)中以下學歷無金融行為者對課程主題之期望 國(初)中以下

0%

40%

80% 中部及東部地區對課程主題之期望 中部 東部

0%

40%

80%
無投資資歷者之主要年齡層之課程期望主題 未滿18歲 18-29歲 70歲(含)以上

0%

40%

80% 國(初)中以下學歷無投資資歷者對課程主題之期望 國(初)中以下

四、課程期望 –無金融行為者、無投資資歷者
無金融行為者

• 期待最高：基本金融常識

• 期望次高：理財類和風險防範類課程

例如：投資/退休理財、

資安及金融防詐

• 期待最高：基本金融常識

• 期望次高：理財類和風險防範類課程

• 對投資類課程期待程度比無金融行為

者更高

無投資資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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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的理財、投資行為都較男性保守
• 女性比男性保守情形，在越極端的投資資
歷(如：無資歷/10年以上)與年齡(如：高
齡/未滿18歲)越明顯

• 女性的金融行為與學歷呈正相關的情形較
男性更明顯

• 高齡/未滿18歲、中/東部，有較多無金融
行為者

• 北部以外地區投資行為較少

五、研究總結

• 民眾普遍較關心切身相關金融主題
• 對投資/防詐有興趣者比例差異大
• 新興金融議題隨年齡提高興趣降低，且
有明顯學歷差異

• 民眾學歷與對金融課程之興趣呈正相關
• 在金融領域需要幫助者關切議題有：
基本金融常識、理財、風險防範，
但根據類型不同而有比例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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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課程規劃及推廣規劃

1.增加以女性為主要受眾的課程(投資、理財、退休)，以降低女性退休儲蓄不利情形

2.對高齡者提供金融知識課程時可順帶協助其體驗電子交易工具

3.加強開設及推廣「基礎金融常識」課程

4.與教育部合作，加強年輕族群之整體金融素養

5.加強各年齡層對退休理財規劃之意識

6.在基礎課程中增加「防詐」與「財務弱化之應變」內容

7.投資相關課程中加強投資風險意識之宣導

五、本處建議

19



二、樣本資料：對金融素養不足族群的涵蓋程度、樣本資料集中度太高
(僅調查上課學員、學員類型集中度高)

→已請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參考OECD金融素養調查方式，對全民進行抽樣調查

三、問卷設計

1. 年齡層：間距固定、增加在學與否

2. 地區：線上課程者也回饋所在地區

3. 增加調查：「收入級距」或「存款/投資占收入比重」、接觸金融資訊管道

五、本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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