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泰世華銀行
2023臺灣全民財務健康關鍵報告



什麼是財務健康？
良好的財務健康是指透過財務規劃，滿足生活基本及風險保障需求，並能創造穩定現金流，持續累積資產，造就自信
及幸福生活。本次調查運用聯合國普惠金融倡議(UNSGSA)財務健康衡量方法，並納入心理富足項目，共計五大構
面。考量總體經濟影響個人財務計畫，故將總體經濟納入評分機制，為臺灣首份結合總經模型之財務健康調查報告。

臺灣全民財務健康全貌
臺灣全民財務健康平均為59.2分
國泰世華銀行特委託資誠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財務健康調查，蒐集調查
樣本超過 2 萬份。2023年臺灣全民財務健康分數平均為 59.2 分，比較
各構面，臺灣人於「風險抵抗力」表現最佳；「財務規劃」之分數最低。

財務健康分數定義

右圖百分比係指該構面得分比例

財務健康
五大構面

日常生活收支
Day to Day

金融風險抵抗力
Resilience

財務規劃
Goals

財務信心
Confidence

心理富足

Mental
Wealth 財務

健康分數

日常生活收支
61%

風險抵抗力
65%

心理富足
60%

財務規劃
43%

財務信心
47%

59.2

總體
經濟狀況

66.3 分(含)以上 (PR70)良好  52.8 分(含)至 66.3 分普通  52.8 分以下 (PR30)不佳

臺灣民眾健康分數分佈

財務健康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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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平均數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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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

(52.8)
30分位

60

年齡增長財務健康也會越來越好

25-34歲25歲以下

54.0分 57.0分 58.1分 62.1分 65.5分 68.9分

35-44歲 45-54歲 55-64 歲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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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收支

儲蓄習慣

有儲蓄習慣

盡量控制花費
偶而會超出

無儲蓄習慣

收入花費方式

77%
41%

13%

6%
16%

37%

18%
44%

50%

30%支出：70%儲蓄及投資

50%支出：50%儲蓄及投資

60%支出：40%儲蓄及投資

80%支出：20%儲蓄及投資

90%支出：10%儲蓄及投資

支出≥收入
無法進行任何儲蓄或投資

財務健康良好者

 有落實儲蓄
77% 

財務健康不佳者

無法落實儲蓄或
無儲蓄習慣

87% 

提升財務健康的關鍵
良好財務健康： 普通 不佳 數據範圍：年收入 100萬以下

財務健康良好者

有儲蓄及投資
99%

財務健康不佳者

支出≥收入
21%

34%

26%

24%

13%

3%

1%

13%

18%

24%

28%

14%

3%

3%

7%

11%

24%

3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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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健康良好者

可支應全部費用
95%

財務健康不佳者

可支應全部費用
22%僅

可支應全部費用

可支應一半費用

會減少支出、預支薪水或
增加工作量來籌錢

會向第三方尋求協助

籌不到任何錢

6個月以上

4-6個月

1-3個月

1個月以內

完全沒錢須立刻有收入

籌不到任何錢10% 

收入中斷可維持基本生活多久

一週內籌措10萬之能力

風險抵抗力 良好財務健康： 普通 不佳 數據範圍：年收入 100萬以下

84%

財務健康良好者

具 6個月以上
緊急預備金

95%
70%

22%

4%
17%

18%

1%
5%

13%

1%
8%

37%

0%
0%

10%

84%
44%

8%

11%
23%

13%

5%
28%

40%

0%
4%

24%

0%
1%

15%

財務健康不佳者

不足 6個月
緊急預備金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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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每季

每半年

每年

無檢視習慣

每2-3年

財務健康良好者

每月 /季
檢視財務

54%

財務健康不佳者

每月 /季
檢視財務

18%

無檢視習慣48% 

具財務目標，持續執行中
有時需調整收支

具財務目標，但還有差距

沒有財務目標

財務檢視頻率

財務目標制定及執行

財務目標 良好財務健康： 普通 不佳 數據範圍：年收入 100萬以下

財務健康良好者

具財務目標
90%

財務健康不佳者

 無財務目標
53%

38%
24%

13%

16%
11%

5%

13%
11%

7%

23%
25%

17%

6%
21%

48%

5%
8%

10%

67%
25%

8%

23%
45%

39%

10%
30%

53%

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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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理財判斷依據

投資意願

自評金融知識程度

自行研究規劃 70%

42%

31%

20%

參考親朋好友推薦

查詢網路社群討論

諮詢理專或
參考專業機構資訊

具充足金融知識

稍有金融知識

甚少或無金融知識

32%
10%

4%

3%
10%

30%

65%
80%

66%

投資意願高

投資意願低

75%
51%

25% 

25%
49%

75%

財務信心 良好財務健康： 普通 不佳 數據範圍：年收入 100萬以下

財務健康良好者

 會諮詢理專或
參考專業機構資訊

29% 

財務健康不佳者

會諮詢理專或
參考專業機構資訊

16% 

財務健康良好者

自評具充足
金融知識

32% 

財務健康不佳者

自評具充足
金融知識

4% 

財務健康良好者

 投資意願高
75% 

財務健康不佳者

投資意願低
75% 

此題為複選題

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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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9歲因為自身資產累積，加上人生階段改變，面臨子女教養、父母照護、購屋置產及退休準備等多重壓力，
被迫縝密構思以支應中長期的財務需求。財務健康的強化應要在45歲之前趁早開始，透過「有意識地提早規劃」
才能在人生各階段都從容不迫地做出最適財務決策。

45-49歲財務覺醒期
不要被迫覺醒，要有意識地從現在開始

「具NG行為者(52.4分)」與「不具NG行為者(65.4分) 」財務健康分數差距
  高達13分，避免NG行為即可大幅提升財務健康！

若無訂定財務目標，恐將無法分配資源，
且無努力動機及方向

未定期檢視財務規劃，則無法確實掌握目標執行狀況，
也較難適時調整財務操作與策略 

為避免債務擴大導致財務危機，處理債務心態應更積極面對
而非被動延遲 

娛樂支出屬於非必要支出，應以必要支出及儲蓄為主，
以因應未來之不時之需

若不清楚金融市場及風險知識，恐對於投資標的承擔過高
風險，造成無法預期的投資損失  

五大金融素養 NG行為

臺灣人
24%

臺灣人
31%

臺灣人
13%

臺灣人
5%

臺灣人
3%

完全無檢視
財務規劃習慣

無訂定
財務目標

帳單遲繳

每月娛樂支出
占比 >40%

金融知識不足
仍經常投資

臺灣人有以上任一金融素養 NG行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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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年收級距下，提升財務健康的錦囊 3計 

制定收支儲蓄與投資目標，
優先準備風險因應計畫計畫

控制收入與支出，確實儲蓄，
至少每季定期檢視財務計畫執行狀態紀律

持續提升金融知識且實踐投資行動，
並善用專業金融機構提供的工具與諮詢服務技能



臺灣人財務目標
臺灣人三大財務目標：❶ 退休金準備   ❷ 旅遊   ❸ 買房

·近 6成 臺灣人將「退休金準備」列入財務目標
·財務健康不佳者亦超過 4成認為「退休金準備」重要

25-34歲25歲以下

旅遊
買房
購車  

買房
旅遊

退休金準備

退休金準備
買房
旅遊

子女教育基金

退休金準備
旅遊

子女教育基金
買房

退休金準備
旅遊

退休金準備
旅遊

35-44歲 45-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臺灣人的退休觀

·10%臺灣人對退休金準備沒概念

·臺灣人認為退休後每月生活費約需要 5萬

·45-64歲臺灣人中約有 15%能提早退休

·提早退休關鍵行為

做好因應風險準備 優先處理債務 有規劃且投資意願高

自覺對於大環境變動
已做好準備

自評保險保障足夠

72%

58%

無負債
有債務者多為房貸

僅有1項(含)以下債務

61%

95%

具財務目標
且執行中

投資意願高

61%

67%

·臺灣人認為至少要準備 1,431萬 才可以安心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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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一
同年收區間下，休閒娛樂支出 與 心理富足程度 無顯著差異 

無論年收，有無子女財務健康分數無顯著差異

休閒娛樂支出占總收入比例 vs 心理富足程度

30歲以上 各年收下有無子女者的財務健康分數

很好 /好 普通 尚可 /不太好

有子女 無子女

25%以下

25%至40%

40%以上

79%
80%
79%

15%
15%

14%

5%
5%

7%

數據範圍：年收入 100萬以下

三大財務迷思
娛樂支出較多的人，心理不一定感到富足

迷思二 有無子女不是影響財務健康的關鍵

40萬(含)
以下

41-60萬 61-100萬 101-200萬 200萬以上

52.7

51.0 57.1

56.5 61.3

61.8 66.8 67.6

74.0 74.5

08



以財務健康五大構面區分「現在」及「未來」，並依分數「良好」、「普通」、「不佳」區分出
財務健康九大型：

良好   

良
好  

普
通

不
佳 

普通 不佳  

未
來

財
務
信
心
+ 

財
務
規
劃

 財務現況+風險抵抗力+心理富足現在

17% 10% 2%

3% 11% 17%

10% 19% 11%

迷思三 有債務者仍可有好的財務健康

財務健康九大型

無債務者

分63.1
1種債務者

分57.3
有 2項 (含 )以上

債務者

分49.9

有債務者更需做好因應風險準備 有債務者需兼顧「理債」及「理財」

有2項(含)以上債務者，雖然財務健康分數較低，
但仍有41%財務健康為「良好/普通」

有2項(含)以上債務
財務健康良好者

具 6個月以上
緊急預備金

87%

有2項(含)以上債務
財務健康不佳者

不足 6個月
緊急預備金

96%

有2項(含)以上債務
財務健康良好者

投資意願高
86%

有2項(含)以上債務
財務健康不佳者

投資意願低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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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現況 財務促進建議

整體表現穩健，具備能夠大幅增強財務體質
收入可維持基本生活，但如遇全球金融波動風險恐
致財務壓力
有定期儲蓄習慣與計畫，偶需控制消費以達成目標
有特定財務目標，但較不關心其執行狀態
對投資有興趣，喜歡自行研究並透過網路了解資訊

定期檢視保障缺口，視現況擴充保障範圍及額度
培養財務檢視習慣，透過數位工具輔助，提升財務目
標執行力
優化你的投資組合，「平衡型基金」能讓資產配置更
多元化，並可降低風險

整體財務體質健全優於80%臺灣人
收支比控制良好，多有餘裕儲蓄及投資
具明確財務目標並依規劃執行，且滿意其達成狀況
投資意願高，且仰賴專業機構的資訊及服務
退休準備逐漸完善，且有機會提前退休

加強資產多元性分散市場風險，配置債券商品，有
助創造現金流；「主題式基金」可掌握未來經濟
長期商機
訂立退休財務目標，並持續追蹤目標達成狀況
透過「信託」專款專用功能，確保資產能依自身意
願分配和運用，讓財富恆傳

具備細膩的計劃能力，擅於將各項財務目標納入人
生藍圖中
收支比控制合宜，生活費用負擔狀況壓力適中
面對風險尚未完全做好準備，儲蓄及保險可持續完善
具備基礎金融知識，且喜自行研究規劃投資理財
投資意願較高，穩定收益外也追求資產增值

定期檢視「保障缺口」，增加保障範圍及額度，確
保能夠應對不同的風險
可評估佈局具長期趨勢的「主題型基金」及「債券
型基金」增加整體投資組合多元及穩定性
試算退休準備金缺口，規劃理財方案逐步累積資金

優秀且自律的財務管理者，不斷追求著穩健的成長
具備風險意識，有定期儲蓄習慣並備有基本保險保障
妥善運用收入，能有限度控制娛樂消費，並滿足休
閒社交需求
投資意願高，金融及投資理財知識可持續精進
雖然有財務目標，但需積極進行財務檢視，迎頭趕
上計畫

需定期審視投資及財務計劃執行情況，適時調整往
目標前進
拓展投資視野，並可關注「債券型基金」，其投資
門檻較低，且具備固定配息的特性
諮詢專業理財顧問，訂定退休財務目標規劃

善於平衡金錢與快樂，能充分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時光
有定期儲蓄計畫，但偶爾花費會超出預想
能妥善分配支出、儲蓄及投資費用，生活費用負擔
整體算容易
對於財務規劃隨心所欲，且較少有財務檢視的習慣
對投資理財知識略有了解，但投資意願較低且較少
實務經驗

明確設定中、長期財務目標，並將退休計畫納入考量
加強學習金融和投資資訊，接收最新市場動態消息
開始投資逐步累積經驗，可諮詢專業理財顧問或選
擇「智能投資」，能節省自行研究、監控市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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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面對財務挑戰，努力追求更好財務狀況
收入有限狀態下，需精打細算，生活費負擔稍微吃力
花費偶爾超出預想，儲蓄計劃執行困難
財務目標規劃清楚，定期進行檢視，適時調整執行計畫
投資意願高，且希望提升理財技能改善財務狀況

善用數位工具管理財務，快速掌握整體投資報酬，
更有效地控管財務狀況
別忽略「保險保障」重要性，年輕時可優先選擇醫
療險、意外險等保險，避免遇突發狀況經濟受影響
採穩健投資，透過定期定額達到平滑投資成本效果

以輕鬆自在的態度處理金錢，重視當下享受
生活收支穩定，尚有餘裕作為儲蓄投資使用
儲蓄習慣較為隨興，若遇風險恐致財務壓力
無訂定財務目標及定期檢視財務規劃的習慣
金融財務知識稍嫌不足，投資策略以保守保值為主

調整不必要支出習慣，透過數位工具精準掌握收支
學習基礎金融和投資知識，適合以「智能投資」入
門，可打造專屬投資組合並管控風險
「儲蓄險」兼具保障和儲蓄功能，透過定期繳費累
積一桶金，並同時獲得基礎保障

追求輕鬆自在的生活，喜歡享受當下的快樂
面臨著收支不平衡，常無法投資或儲蓄，甚至偶有帳單
繳款逾期情況
金融風險抵抗力不足，收入中斷可能立即影響基本生活
對財務規劃無想法，且自覺金融知識甚少
投資意願低，對於保本很重視

運用「母子帳戶」管理資產，養成強迫儲蓄習慣
至少準備可維持基本生活六個月的緊急預備金，或
提前了解正當貸款管道
提升金融知識，並開始小額投資，累積資產

目前面臨些財務挑戰，但仍積極地學習
因需負擔生活費及償還債務感到有點辛苦
偶因打平生活收支，影響休閒生活及心理狀態
具財務目標且定期檢視，但距離目標達成尚有差距
金融財務知識稍嫌不足，投資意願較低無法累積實
務經驗

依目標設立母子帳戶將資產分流，避免不必要支出，
落實儲蓄習慣
辨別債務類型，判斷償還順序，並制定明確還債計
畫且定期追蹤
嘗試相對穩健的定期定額方式，配置基金、ETF等，
養成投資習慣

財務現況 財務促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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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健康線上檢測，取得專屬財務健康報告 

·主題式金融教育文章及影音，循序漸進建立金融觀念

·全民財務健康關鍵報告了解臺灣人財務健康狀況

STEP 1 掌握財務健康，最重要的是了解自身狀況。運用財務健康衡量工具，10分鐘填答即可從
生活收支、風險抵抗力、財務規劃、財務信心、心理富足五大構面診斷你的財務健康。

檢視你的財務健康

STEP 2 

完整版報告

立即檢測
財務健康

國泰世華財務健康促進網站 

財務健康促進三步驟

你將知道自己屬於財務健康類型，並取得專屬財務健康報告。
你可以了解自己與同年齡或同年收級距的分數差距、五大構
面中的強弱項、所屬財務健康類型狀態說明、及強化財務健
康的建議方案。

取得財務健康報告

·五大構面得分表現

·財務健康分數、同年齡及同年收級距平均得分

·財務健康九大型，以現在與未來兩維度檢視財務健康狀況

·財務健康促進方案

詳細數據請詳
1. 本調查執行時間為2023年5至6月，有效樣本數為20,751份，以臺灣人口基數為母體下，本調查在99%信心水準， 

 抽樣誤差為±1個百分點
2. 本次調查研究樣本與臺灣人口性別、年齡、年收入之分布狀態相符，故可作為代表臺灣全民財務健康關鍵報告
3. 依據2021臺灣主計處薪資統計，整體臺灣人民平均年收入薪資為67萬，故部分分析重於年收入100萬以下， 

 完整資訊可詳見完整版報告
4. 本份報告貨幣單位為新臺幣；統計分布採四捨五入以百分比整數位呈現

STEP 3 你可以從六大關鍵行動、閱讀精選文章來學習金融觀念，逐步充實累積自己的金融素
養，你也可以運用網站上所提供的工具及服務，立即開始你的財務健康促進行動。

開始財務健康促進行動

日常生活收支

風險抵抗力心理富足

財務規劃財務信心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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