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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央行推廣金融教育的比較與借鏡

黃 富 櫻

摘 要

金融教育帶來金融知識，知識帶來力

量。教育過程所產生的力量，可賦予百姓享

有快樂、有尊嚴的生活。金融教育係消費者

保護的一環，同時也是央行溝通政策的一

環，已成為現代央行的主流業務。央行對社

會大眾推廣金融教育具有達成貨幣政策目

標、促進經濟成長、提升國民金融知識水準

等「自利」效益；央行的角色與地位亦能提

供公正客觀、不偏不倚、無廣告之嫌的教

導；央行本身也具備足夠的知識、工具與能

力進行金融教育。因此，本行不僅要積極投

入金融教育行列，更應率先帶動我國的金融

教育列車。

國人消費風氣改變，以及 94 年起發生的

卡債風暴，業已喚起國人對金融教育的重

視，政府與非政府單位及部分金融機構亦紛

紛開辦年輕一代的金融訓練課程，以培養年

輕一代正確、健康的金融觀念。本文探索主

要國家央行在推動金融教育的工作與具體作

為，藉他山之石，對本行的金融教育工作提

供建設性的建議。除由各國金融知識水準調

查研究之文獻探討，佐證金融教育之重要性

外，亦由近年來各國普遍重視金融教育之原

因，以及金融教育之一般模式，說明央行在

推廣金融教育的角色與重要性。

孩童是國家未來的資產，是型塑明日經

濟的基石。因此，央行應重視對年輕一代的

金融教育，並由孩童做起。但金融教育是一

條漫長的投資過程，若能獲得組織高層的支

持、教育對象要廣、儘可能與其他單位合作

共同推動金融教育、與學校老師建立友好關

係、協助老師輕鬆較學、及讓教材生動有

趣，央行金融教育才能邁向成功之路。

考量金融教育係本行邁向現代央行里程

碑時值得拓展與長期投資的業務領域。爰參

酌各國央行金融教育工作經驗，建議於秘書

處先成立「金融教育工作小組」積極推廣金

融教育工作，本文並提出多項實務操作可行

的短、中長期行動方案供參考。

一、 前 言

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人口結構變遷及 政府政策更迭，今日複雜的金融世界及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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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金融知識（以下簡稱金融知識）」水

準普遍不足、如何使低照顧（underserved）

百姓得到公平照顧、以及讓百姓有機會邁向

成功、提高國民福祉等議題，已廣為各國政

府所重視，紛紛立法要求相關單位對社會大

眾進行「經濟金融教育（以下簡稱金融教

育）」工作。

金融教育屬國家教育政策的一環，個人

金融教育則是經濟學的應用，因為在每個人

的生活當中充滿取捨，都要做選擇，而每個

選擇都有成本，經濟學提供作個人決策的基

本架構，金融教育就在教這個觀點，其最終

目標是確保大人及小孩具備生活中的真實才

能，成為具備金融素養的好消費者、以及有

責任的好公民。美國前國務卿 Paul H. O'Neill

(註 1) 稱，金融教育好比通往個人夢想的地

圖，我們必須教導美國百姓解讀地圖的必要

技巧，以實現個人自己的理想。放眼全球，

各國政府正努力不懈地繪製創造全民福祉的

金融教育地圖。

傳統央行治理強調央行擬定及執行貨幣

政策，達成物價安定等貨幣政策目標之功

能，現代央行治理則認為央行需要不斷展現

最佳的經營管理，而不是如何決定與執行貨

幣政策。此種思維已愈來愈受重視，其中亦

包括央行在推廣金融教育的角色，其重要性

已隨著各國央行的重視與積極生動活潑的作

為而成為現代央行業務的新發展潮流。央行

推廣金融教育具有「自利」的效益，除可強

化央行的貨幣政策效力外，亦可透過各種具

備親和力之金融教育活動設計，讓民眾更認

識央行，央行也具備企業識別，成為社區的

好公民。更重要的是，央行是具公信力的政

府單位，能提供公正、不偏不倚的教導，亦

無廣告之嫌；央行本身具備足夠的知識、工

具與能力進行金融教育，試問有誰最能說明

央行的角色與功能呢？因此，央行一定要積

極加入金融教育行列，即係基於上述考量，

也是本文強調的重點。

金融教育係央行溝通政策之重要一環，

雖已成為現代央行的主流業務，但對大眾的

金融教育是一條漫長的路，其效果如細水涓

滴，無法一蹴即至，惟仍值得央行進行長期

投資。本行在消費者保護法之規範下，近數

年來亦已伴隨網際網路發展，推動若干金融

教育宣導工作，以保護消費者權益。盱衡各

國央行較大規模之金融教育模式與工作經

驗，對本行的金融教育工作甚具啟示力，係

本行邁向現代央行里程碑時，值得拓展的業

務領域，本行的金融教育工作亦有許多有待

開發之處。本文研究旨在延續 95 年度完成之

「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溝通政策」

報告，該報告囿於篇幅，無法深入探討央行

在推廣金融教育的角色，爰利用本文進行後

續研究，詳盡探索主要國家央行在推動金融

教育的工作與具體作為，藉他山之石，對本

行的金融教育工作提供建議。

本文共計六小節，除本前言外，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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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各國百姓金融知識水準的調查研究文

獻，並以美國、OECD、日本及我國之調查文

獻為例，由一般大眾經濟金融知識水準、對

金融教育的看法、平素金融知識的來源及應

有的或最希望學習的教育課程等調查結果，

佐證金融教育的重要性，及金融教育的需求

與方向；第三節說明何以央行應重視金融教

育，以及央行金融教育的範疇、方式與對

象；第四節介紹美國聯邦準備體系等七國央

行之金融教育工作，另由美國與日本之個案

探討金融教育成效；第五節說明國內當前之

金融教育工作，並比較本行金融教育工作與

主要國家央行的異同；最後為本文之結論與

建議。

二、 社會大眾金融知識水準的調查研究文獻探討

本節在說明文獻探討之前，首先釐清

金融教育的意義，及其與消費者保護的差

異。

（一）金融教育與消費者保護的差異

Gopinath(2006)指出，金融教育是一種過

程，消費者與投資者經由學習過程，增強渠

等對金融商品、觀念與風險的認識，經由資

訊擷取、教導或諮商等活動，消費者與投資

者產生信心與技能，更了解金融風險與機

會，更能做出具金融素養的明智選擇，知道

何處可獲得協助，及採取有效行動，累積自

己的財富。上述定義明確說明金融教育的範

圍超越金融資訊的提供，尚包括教育訓練與

諮商輔導等重點工作。

事實上，在金融教育未普遍受到重視以

前，全球各國之消費者保護意識與消費者保

護法或相關措施，已非常普及化。消費者保

護法及金融教育皆以消費者為重心，但兩者

在功能上仍有差異。各國普遍設有消費者保

護法令保護消費者權益，但消費者保護法係

基於達成法令規定，加強對消費者發生消費

糾紛時之法律保障，及提供消費者損害求償

處理方法。金融教育則利用指導與訓練的方

式補強所提供的資訊。唯有透過金融教育的

方式，才能真正提高一國的知識水準，才能

真正保護消費者的權益。因此，廣義而言，

金融教育是消費者保護的一環，是保護消費

者的輔助設施。

（二）金融教育與金融知識

英國經濟學家 Alfred Marshall 稱經濟學

是人類在日常生活中的知識，而經濟金融教

育則是進行經濟學與日常生活中之消費、理

財、避險、評估決策等活動的連結。我們必

須在孩子尚小的階段，教導他們資源稀少的

觀念，讓我們的下一代養成取捨（trade-off）

的決策模式。經濟學雖予人枯燥難懂之先入

為主觀念，但卻是一門具備決策基本架構的

社會科學，若能透過教育方式，讓社會大眾

了解經濟學的基本架構，深信久而久之能養

成有經濟金融素養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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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知識(financial literacy)之一般用語頗

多，亦有以金融能力(financial capability)相

稱。兩者間之差別不大，但值得加以進一步

說明其細膩差異處。一般而言，金融知識強

調與貨幣、經濟或金融事務有關之特定議題

的客觀知識及個人信心的主觀衡量，而金融

能力則包括金融知識與了解、金融技能（fi-

nancial skills and competence）及金融責任。

因此，金融能力的觀念比金融知識廣，金融

教育除教導金融知識外，亦需透過訓練與指

導讓大眾養成金融技能與責任。

（三）主要國家之調查研究文獻

本單元將以美國、OECD、日本及我國

之調查文獻為例，利用大眾對金融教育的看

法、經濟金融知識水準、金融教育課程、平

素金融知識的來源、使用頻率等各國之調查

結果，佐證金融教育的重要性，茲歸納前述

調查結果為大眾對金融教育的看法、經濟金

融知識水準與金融教育課程、以及金融知識

來源與使用頻率等兩大類說明如下：

1、大眾對金融教育的看法、經濟金融知

識水準及金融教育課程

(1) The National Council on Economic

Education（NCEE）：NCEE 成立於 50 多年

以前，是一種非營利組織，由事業基金、政

府機構（如教育部）及個人之贊助作為資金

來源，專責解決年輕人在經濟知識方面個人

想知道與學校所教之間的缺口。在 1999 年及

2005 年曾兩度進行經濟知識水準調查，以了

解大人（18 歲以上的成年人）及高中學生

（9-12 年級學生）對基本經濟的了解程度。

大人部份採電話訪察，學生部分則在學校填

寫問卷。調查報告之結論指出，無論教育水

準為何，經濟知識對所有美國人民都很重

要，特別是，並非所有大人均具備大學學

歷，因此在高中或更早學習經濟金融知識顯

得格外重要：

01.就美國高中學生 1999 年與 2005 年之

測驗成績觀察，與 1999 年比較，高中學生的

經濟知識水準已有提高，但仍存在經濟知識

缺口；絕大多數高中生不懂基本經濟知識，

此種知識缺口嚴重影響年輕人管理財富的能

力，亦影響經濟運作（見圖一 ）。

02. 2005年的調查結果顯示（見表一）：

（01）超過 90%的大人及高中學生認為

美國人熟悉經濟是很重要的事情。97%大人

受訪者認為應該在高中設經濟課程，但只有

半數高中學生受過經濟教育。

（02）77%大人對經濟有興趣，但只有

51%高中學生對經濟有興趣。

（03）大人及高中學生在經濟及個人財

務的測驗成績都不理想，大人及高中學生的

成績分別為 70(C)及 53(F)，顯示他們對基本

經濟觀念不熟悉。

（2）克里夫蘭(Cleveland)聯邦準備銀行

2002 年之調查研究：克里夫蘭聯邦準備銀行

於 2002 年進行金融教育的調查研究，並發表

調查結果報告「Financial Education: What I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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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hat Makes It So Important?」，其中指出

(註 2)約有 1 千萬中低收入戶未在任何銀行開

設帳戶、1990-2000 年每年約超過 1 百萬人面

臨財務問題、成人之金融知識水準平均約

57%、約 3/5 的家庭認為其支出高於所得。

（3）OECD的調查研究文獻：OECD在

圖一 美國高中學生測驗成績之比較

表一 美國 NCEE2005 年調查研究主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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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針對金融教育的調查研究顯示，絕大

多數國家的金融知識水準很低。如日本之成

年人約有 71%不懂股票及債券投資；美國及

韓國的高中生則未通過信用卡管理及退休儲

蓄之衡量測驗；更令人擔憂的是消費者通常

高估自己所懂的經濟金融知識，澳洲的受訪

者中，67%認為他們懂得複利的觀念，但只

有 28%能正確答對複利的測驗題。因此，如

何說服自認懂得金融知識但其實不懂的大眾

參與金融教育訓練，成為政府推動金融教育

的ㄧ項挑戰。此外，OECD 的調查亦顯示，

高教育高收入之消費者之金融無知程度，其

實與低教育低收入者同。OECD 的調查最後

亦指出，如何提高消費者參與金融教育的興

趣，不是件簡單的事，加拿大的受訪者表

示，退休儲蓄計畫中如何正確選擇投資項

目，比看牙醫更緊張。

（4）日本的調查研究文獻：

01、2004年8月日本金融監理局（Finan-

cial Services Agency）對小學及中學的經濟金

融教育調查結果顯示（只有日語版，以老師

為調查對象），小學、初中及高中的老師認

為經濟金融教育是『重要且必要』的比率分

別為 56.9%、74.6%及 81.3%（見圖二）。

02、日本央行 2005 年 3 月第 22 期之調

查研究顯示，61%的受訪者認為學校教經濟

金融課程是必需的，只有 6%認為不需要，

33%的受訪者沒意見；對央行未來積極推動

金融教育的態度調查，62%受訪者非常贊

成，亦只有 4%不贊成，其餘 34%沒意見；至

於日本央行應推動的金融教育課程，半數

（54.7%）認為應教「基本經濟金融觀念」，

圖二 日本小學及初高中老師對經濟金融教育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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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36.2%為「貨幣角色與重要性」，再其

次為「預算管理與人生規劃」及「央行功

能、貨幣政策及金融機構角色」（見圖三~

五）。

03、日本央行之 The Central Council for

Financial Services Information 之 2003 年的日

本中小學生金融教育調查結果顯示，只有 4%

有上金融教育課程，68%的學生幾乎都沒上

金融教育課程；進一步調查中小學生認為上

金教育課程有用與否，亦只有 5%認為有用，

圖五 日本央行應有之金融教育課程
2005 年 3 月(22nd)

圖三 日本央行須要在學校(高中、

初中及小學)教授經濟金融

2005 年 3 月(22nd)

圖四 對央行未來積極推動金融教育的態度

2005 年 3 月(22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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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認為幾乎沒有用；再進一步問你就讀的

學校有教金融教育課程嗎？高中、初中及小

學受訪者回答沒有者皆超過 9 成以上。最後

問中小學生希望學習的金融教育課程，調查

結果顯示，問卷的題目相同，其結果隨著學

生年齡層而有所不同。小學生最優先希望了

解貨幣的重要性，次為如何規劃使用貨幣；

初中生以經濟金融的基本知識最為優先學習

的項目，次為如何規劃使用貨幣；高中生則

以信用卡及使用須知最優先，次為了解金融

商品及金融資產選擇，以及經濟金融的基本

知識（見圖六~八及表二）。

（5）我國的調查研究：美商花旗銀行於

2006 年底之國小高年級之問卷調查 (註 3) 如

下，該行由真正了解信用概念的國小學童占

少數之調查結果說明金融教育的重要性：

表二 中小學希望學習的金融教育課程

圖六 日本中小學生有無上金融教育課程 圖七 有上金融教育課程之日本中小學生對

金融教育課程有用與否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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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78%的學童不敢使用信用卡，因為

規定太複雜不易懂（67.3%）、容易花太多

（54.6%）、不小心會破產（42.1%）。

02、 小學生平均每週零用錢約 127 元，

63%學童會全數存起來。

03、 72%國小學童不會記錄消費支出，

有紀錄消費習慣的學童中，以新竹市之 35%

最高，台北市 31%次之。

2、金融知識來源與使用頻率

（1）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

search（NBER）2003 年春季進行電話隨機訪

問調查 18 歲以上美國人對經濟政策的了解情

形，藉由對經濟政策之認知，指出受訪者想

要擁有經濟資訊的理由、資訊來源與使用頻

率等金融教育之需求與方向。結果顯示，

55%受訪者希望成為有責任的市民，因此希

望擁有經濟金融資訊；46.7%受訪者認為電視

是其最重要的經濟資訊來源；各種來源的使

用比率，亦以電視之 61%最高，其次為報紙

49%，再其次為朋友、親戚或政治領袖（見

圖九、十及表三）。

（2）Fed 研究人員依據 2001 年 11 月及

12 月消費者調查資料之研究報告指出，68%

消費者之金融知識的最重要來源是個人經

驗，42%來自朋友與家人，36%來自電視、收

音機、雜誌及報紙。獲取金融知識之最重要

方法仍屬個人經驗，至於獲取金融知識之有

效方法，以電視、收音機、雜誌及報紙之

71%最高，其次為資料手冊（66%）（見表

四）。

圖八 學校有無教實用的金融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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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美國公民想要擁有經濟資訊的理由

圖十 美國公民最重要的經濟資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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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各種資訊來源的使用頻率

表四 各類型消費者獲取金融知識之來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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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何以央行應重視金融教育

本節將說明中央銀行在一國金融教育所

扮演的角色、各國財政部或金融監督管理局

皆已積極推管金融教育，何以央行仍須加入

金融教育工作、以及央行金融教育的範疇、

方式、對象與效益。但在說明上述細節之

前，先說明近年來各國普遍重視金融教育的

原因、及各國金融教育的模式，則有助於了

解央行在推廣金融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茲分

別加以說明如后：

（一）近年來各國重視金融教育的原因

OECD(2005) (註 4) 指出下列原因導致金

融教育的重要性與日遽增：

1. 科技技術與電訊發達，益以金融市場

自由化，金融市場開放，成本降低帶動創新

商品不斷推陳出新。

2. 金融市場快速發展，金融商品複雜

化，消費者不易了解費用、收益、利率、到

期日等商品的內涵，增加商品選擇的困難

度，如保險商品的複雜度更勝於一般金融商

品。

3. 戰後嬰兒潮在未來 5-10 年逐漸自職場

退休，在人口老化及少子化之人口結構變遷

發展下，如何進行退休規劃已是相當重要的

課題。

4. 政府政策改變，退休制度大都由「確

定給付退休計畫（defined benefit pension

schemes）」改為「確定提撥退休計畫（de-

fined contribution pension schemes）」。退休

新制將更多風險由雇主移轉至員工，更加重

員工之責任與退休規劃。

5. 各國消費者之金融知識水準仍普遍低

落，特別是低教育程度、少數民族、低所得

及低照顧族群。

（二）各國金融教育的範疇、方式、對象及

提供教育的單位

一般而言，各國金融教育的範疇包括儲

蓄、投資、債務管理、保險等個人的理財規

劃，以及退休規劃與認識經濟金融之相關課

程，其較詳盡資料如下：

1. 基本財務規劃：如儲蓄目標、消費騙

局、金錢與市場。

2. 現金管理：如追蹤支出、購買規劃。

3. 儲蓄：如聰明購物、節省費用。

4. 銀行；如服務、商品與選擇、銀行如

何運作、電子服務。

5. 貸款：如借款與管理、徵信報告與改

善信用、降低債務、信用卡選擇、破產倒閉

等。

6. 投資：如投資規劃與投資策略。

7. 稅賦：如了解稅賦、稅賦規劃。

8. 保險：如各種保險商品、避免保險詐

騙。

9. 其他：如紀錄維護、消費權利與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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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教育的方式則包括網際網路、手

冊、宣傳單等出版品、諮詢服務、教育宣

傳、訓練營或研討會、錄影帶等方式。金融

教育的對象包括一般大眾及學生、婦女、新

移民、低收入戶、企業員工及軍人等特定對

象。提供金融教育的單位則含公、私部門及

非營利政府組織，其中公部門包括財政部、

中央銀行、金融監督管理局、社會事務部及

其他政府機構等；私部門則指消費者協會、

勞工協會、金融機構等。

（三）央行為何需要扮演金融教育者

誠如前段所云，中央銀行係一國提供金

融教育之一員，但下列正當理由足以說明央

行尤須在金融教育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1、央行是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單位，能提

供公正、不偏不倚的資訊，且不會產生一般

金融機構推廣金融教育的廣告嫌疑。

2、央行有知識、資源、工具與潛力傳授

經濟金融觀念。

3、相較其他單位，央行最了解其在經濟

社會的角色，如果央行不挺身傳輸經濟金融

及央行的角色，誰又會做呢？且央行最知道

大眾想知道的是什麼，也最能看出市場的金

融知識缺口與問題。

4、依規定央行是執行消費者保護法的參

與單位。

5、 金融教育是央行溝通政策的重要元

素，可以達成央行物價穩定與金融穩定的目

標。

（四）央行金融教育的範疇、方式、對象與

效益

一般金融教育的範疇甚廣，但央行是最

高貨幣當局，具有知識、資源與工具，進行

金融教育之傳輸工作，且考量許多金融教育

單位已積極推動一般性之經濟金融知識，因

此央行的金融教育範疇應採與央行業務有關

之核心策略，專門講述貨幣、貨幣政策、央

行功能等核心議題，金融教育的對象則涵括

一般大眾及特定群體。央行亦透過網際網

路、宣傳手冊、錄影帶、專題演講、研討會

與訓練營等方式傳輸金融教育，但各國央行

另透過貨幣博物館的貨幣展示及多媒體動畫

設計，讓參觀民眾了解錢幣的由來、通貨膨

脹或通貨緊縮的禍害、以及央行功能等一般

性金融知識，貨幣博物館在央行推廣金融教

育方面其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有些央行

（如德國央行）甚至以貨幣博物館為施展金

融教育之主要場所，除館內之固定展示外，

亦在博物館內設演講廳，舉辦專題演講，免

費讓民眾參加，貨幣博物館儼然成為央行辦

公室的延伸及央行的化身，此亦係近十餘年

來多數央行紛紛新設貨幣博物館之主要緣

由。表五顯示全球目前至少有 26 家央行設有

貨幣博物館，其中亞洲地區僅日本、韓國、

菲律賓及泰國之央行設有貨幣博物館。

過去 10-15 年隨著金融市場急劇變遷與

多元化發展，全球央行業務產生許多典範轉

移的重大變革，其中央行透明化是全球央行



國際金融參考資料 第五十五輯

—１６５—

業務四大發展主流 (註 5) 之ㄧ，透明溝通是

獨立央行的責任，也能彰顯權責化，在貨幣

政策操作過程中扮演樞紐地位。黃富櫻

（2006）的報告專注闡明現代央行如何妥適

運用溝通政策達成貨幣政策效果，其中亦舉

出央行溝通過度以國會與媒體為重心向為社

會所詬病、及絕大多數人口金融知識水準普

遍不足，係成功的溝通策略所面臨的嚴峻挑

戰之二，因此央行如何藉溝通政策謀取溝通

對象的平衡、及提高社會大眾的知識水準，

是溝通政策的最大考驗。社會大眾的人數最

多，但普遍欠缺專業知識，也不懂專業術

語，因此，對大眾的金融教育其實是央行對

外溝通所面臨之最大挑戰。

央行的溝通政策中其實已隱含對大眾的

金融教育工作，央行投入金融教育工作其實

是一種自利 (註 6)（self-interest）的效益。央

行推廣金融教育，可以提高全民之金融知識

水準，讓社會大眾聽懂央行使用的語言，達

成貨幣政策目標；在大眾具備金融素養後，

表五 設立貨幣博物館之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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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了解及接受央行某些時候不得不為之困

難決策之背後理由，更能激勵金融市場的深

度發展，誘引金融機構開發顧客導向符合消

費者需求的金融商品，從而促進經濟發展。

此外，金融教育亦可拉近央行與民眾的距

離，建立央行也是好公民的企業形象。上述

央行投入金融教育的效益雖具體存在，但金

融教育是一條漫長的路，其效果往往不如央

行原先的預期，亦無法一蹴可至。儘管如

此，金融教育仍屬央行必須長期進行的投

資，長期而言對知識水準的提昇是有幫助

的。

央行推廣金融教育既屬永續經營的工

作，央行即應進行策略性規劃，但對大眾的

金融教育層面甚廣，亦無法立竿見影，因

此，教誰、教什麼、什麼時候教、在那裡

教、如何教、及如何評估成效、如何研究分

析等，都是央行在擬定金融教育策略時所面

臨的挑戰，唯有全盤審密的規劃，金融教育

才能發揮期望效果。其中成效評估及研究分

析尤屬金融教育策略不可或缺的工作，研究

分析可以讓央行瞭解知識缺口及推廣金融教

育的結果，而成效評估則能據實舉出教育結

果。

（五）攸關央行金融教育之其他議題

本節最後將分別說明央行金融教育工

作，應重視年輕一代的金融教育，並由孩童

做起、應重視金融教育的研究工作及成效評

估、應重視職場金融教育等之原因，以及央

行金融教育成功的關鍵因素。

1、應重視年輕一代的金融教育，並由孩

童做起

年輕一代是國家未來的資產，金融教育

若能愈早愈好，由孩童做起，將可使年輕人

從小養成正確的金錢觀念或理財理念，可減

少渠等長大成人後，在日常生活中修正錯誤

所付出的鉅額成本。尤值得說明的是，絕大

多數人由嘗試與錯誤的過程中隨意累積金融

知識，有些人由父母處學習財務管理，有些

人則由報章雜誌與銀行實務交易中學習金融

知識，通常坊間的學習零零碎碎，極易被誤

導或充滿錯誤。因此，純由學習來源的觀點

考量，金融教育的根本之道，在孩童尚小階

段，即應開始灌輸正確的金融觀念，在不斷

的學習過程中，養成終身學習的好習慣，我

們的年輕一代長大成人後也才能在複雜的金

融市場中分享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果實，特別

是年輕人學校畢業進入職場時，已具備金融

敏感度、自信及金融知識的最低水準。盱衡

先進國家大都立法規定中小學的課程中應包

括經濟金融教材，特別是在數學及閱讀的課

程中分別溶入複利及消費者保護法等之教

材。

2、應重視金融教育的研究工作及成效評

估

研究分析係金融教育的重要元素，在建

置金融教育計畫之前，研究工作可讓我們了

解民眾的知識缺口，及推廣金融教育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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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正式啟動金融教育工作後，尤應不斷透

過研究分析，了解當時的問題與待努力的方

向。各國央行大都設有金融教育之研究團

隊，美國 Fed 則於芝加哥聯邦準備銀行進行

相關研究分析工作，及架設金融教育研究的

專屬網站，該網站屬金融教育與知識研究之

線上搜尋系統，提供一般大眾、研究人員、

社區組織、金融機構及政府單位非常豐富的

資料庫，包括文章、報告、研究論文及相關

研究的完整內容與摘要。

就各國的相關研究工作觀察，其研究分

析大都經由調查研究的方法，而調查研究則

含括成效評估。成效評估所提供的調查結

果，除揭示金融教育的績效外，亦能清楚揭

示當前金融教育所面臨之問題。因此央行若

能重視金融教育的研究分析與成效評估，可

助益金融教育發揮長效。如美國 Fed 透過每

三年一次之消費者調查評估金融教育成效，

亦與民間機構 Jump$tart合作每兩年進行高中

生金融知識水準的問卷調查。

3、應重視職場金融教育

央行除提供外部的金融教育外，亦須對

內部的員工提供金融教育，Fed在員工職場金

融教育方面的投入頗為顯著，除提供相關課

程或演講，助益員工進行退休規劃及更會理

財外，亦定期舉行研討會，教導員工購屋預

算、儲蓄及孩子的教育費用規劃，另亦提供

內部網站，提供財務管理等提高生活品質的

相關資訊。研究顯示，職場金融教育能促進

員工的工作表現，提高工作滿意度、及減少

曠職率，就雇主而言是一種雙贏的策略。

4、審慎規劃金融教育課程

克里夫蘭聯邦準備銀行 2002 年之調查研

究報告指出，央行在設計金融教育課程時，

應考慮下列原則 (註 7) :

(1)教育課程應能改變消費者的行為，而

不只是增加知識，並確保消費者能學以致

用。

(2)內容應包括易於應用、具吸引力且有

用的知識。

(3) 提供知識時應告知該知識的價值。

(4)在學習過程中，提供垂手可得的便利

學習方式。

(5) 能使多數人受益的教育題材。

5、央行金融教育成功的關鍵因素

美國 Fed 在金融教育方面的努力受到全

球的矚目，其經驗也是各國央行學習的對

象。Minehan(2006)指出，Fed 下列金融教育

的五大經驗與啟示，可提供各國央行參考，

但事實上 Fed 之五大經驗可歸因為央行金融

教育邁向成功之路的關鍵因素：

(1) 組織管理高層的支持：

任何計畫均涉及資源分配與經費支出，

因此，金融教育計畫若無高層的支持與承

諾，整個計畫將落空，無法實現。若金融教

育工作深入學校與社區，更需要央行最高階

層的支持，才能成功。Fed 前後任理事主席

Greenspan 與 Bernnake 皆將金融教育列為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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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重點工作，除經常發表專題演講，鼓吹

金融教育的重要性以外，亦經常參與社區的

金融教育活動。

(2) 金融教育的對象要廣

金融教育是政府政策的基礎工程，係全

民分享的政府政策，並非少數對象的特定活

動。經驗顯示對所有聽眾推廣金融教育，才

能達到全面推廣金融教育的意義，也才能提

高全民的金融知識水準。當然央行或教育單

位可依不同群體設計不同教材。

(3)儘可能與其他教育單位合作，共同推

動金融教育

央行不可能期望每位市民都可訓練成為

經濟學家或理財高手，此亦非央行推廣金融

教育的目標。因此，央行若能與其他教育單

位合作，共同推動金融教育，也是對金融教

育的貢獻。如與其他單位合作舉辦研討會或

專題演講，即能透過活動宣揚央行金融教育

的努力，同時建立央行公正、廉潔、公信

力、企業好公民的基礎力量。如芝加哥聯邦

準備銀行成功地在「Money Smart week」那

一週與 200 多家地方夥伴合作推出 300 多種

金融教育活動。

(4)與學校老師建立友好關係，協助老師

輕鬆教學

絕大多數的學校老師平素教學工作繁

忙，亦欠缺經濟學的專業背景，如何誘發學

校老師參與金融教育工作，成為央行或金融

教育單位的挑戰。Fed基於上述因素，以及老

師參與金融教育具乘數效果之考量下，非常

重視學校老師金融教育教材的設計工作，除

經常進行教師培訓營，訓練學校老師講授經

濟金融的基本技巧外，亦將內容豐富的「老

師使用手冊」教材架在央行網站，提供老師

自由擷取，輕鬆教學。

(5) 讓教材生動有趣

如何提高社會大眾參與金融教育的興

趣，在教材設計方面頗為重要。既然金融教

育愈早愈好，孩童使用的教材即應生動活

潑，才能激起兒童的學習興趣。各國央行大

都設計卡通動畫，藉說故事的方式牽引出生

活中的金錢、儲蓄、投資、甚至通膨膨脹的

觀念，或舉辦金融競賽、論文比賽，從真實

的世界中體驗或應用金融知識。經濟學並非

世俗所想供需曲線枯躁難懂的乏味科學，只

要用心設計，即可賦予學習經濟學的樂趣。

因此設計生動活潑的教材，係金融教育吸引

受教者樂於學習之重要法門，也是邁向成功

之關鍵因素。

四、 主要國家央行的金融教育工作

本節將介紹美國、加拿大、英國、歐洲

央行、德國、日本及韓國等主要先進國家央

行之金融教育工作，並以美國 Jump$tart與日

本央行之問卷調查為例探討金融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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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主要國家央行在金融教育工作的先驗，提

供本行參考，以建構本行未來的金融教育機

制。

（一）美國、加拿大、英國、歐洲央行、德

國、日本及韓國等主要國家央行之金

融教育工作

1、美國聯邦準備體系

美國 Fed 長久以來體認金融教育促使老

百姓及消費者資訊豐富化的價值，非常積極

投入金融教育工作。華盛頓特區之理事會及

12 家聯邦準備銀行所從事的金融教育工作質

與量並重，金融教育課程亦最為豐富，係各

國央行的最佳學習典範。增加金融資訊擷取

路徑、促進金融教育重要性的了解、與教育

團體及社區充分合作、支持相關研究及找出

最佳實務、提供央行員工金融教育等為 Fed

金融教育的五大範疇，其主要金融教育工作

如表六所示，金融教育途徑包括:

(1)透過華盛頓特區理事會及各聯邦準備

銀行網站之金融教育專屬網頁，及專屬金融

教育網站（Federalreserveeducation.org），提

供非常豐富的資訊便利一般大眾、學生、學

校老師及研究分析人員自由擷取所需的資

料。

(2)發行免費索取之手冊、報告、宣傳單

或 DVD 錄影帶。

(3) 專題演講。

(4) 舉辦學生研習營。

(5) 培訓學校老師，舉辦教師研習營。

(6) 舉辦金融競賽及論文競賽：Fed Chal-

lenge不是由教科書學習相關知識，而是由模

擬 FOMC 的真實生活中的學習。透過此種生

動的學習方式，參賽者可進入真實世界的經

濟學，可建立信心，影響其在大學選修經濟

金融，甚至畢業後的職場選擇，有些優異的

參賽者最後甚至進入 Fed 工作。

表六 美國聯邦準備體系的金融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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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貨幣博物館及參觀地下金庫。

(8)於芝加哥聯邦準備銀行設立金融教育

研究中心。

(9)與其他政府單位、非營利政府組織及

民間教育單位或社區組織，共同推廣金融教

育。

(10)設區域老師顧問委員會（District's

teacher advisory boards）：委員會成員來自中

學及高中老師，其主要功能是告訴聯邦準備

銀行負責金融教育的專家，學校老師所需要

的是什麼，什麼是有效的，什麼是無效的，

以及學校老師與聯邦準備銀行如何互相幫

助。

2、加拿大央行

加拿大央行主要利用央行網站及貨幣博

物館推廣金融教育，經濟金融方面之參考資

料可由央行網站擷取，央行網站亦提供許多

資料協助學校老師進行金融教育課程。至於

遊戲方面的金融教育節目，則設於貨幣博物

館，加拿大央行針對不同年齡層之學生設計

不同之線上遊戲（見表七）。貨幣博物館另

外提供學校老師預約參觀的服務，將學校教

表七 加拿大央行的金融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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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延伸至貨幣博物館，預約隊伍之學生人數

至少 12 人以上，博物館之開放時間為星期一

至星期六，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星

期日為下午 1 時至下午 5 時。加拿大央行貨

幣博物館係少數在週末非營業日仍開放的博

物館，足見貨幣博物館在央行金融教育工作

的重要性。

3、英格蘭銀行

英格蘭銀行提供許多金融教育與資源，

以建立社會大眾對央行功能與角色的熟悉與

了解。該行的金融教育工作可由不同對象加

以說明如下：

(1) 中小學生：

01. 提供貨幣與物價方面的金融教育教

材：

02. Pounds & Pence：適合 9-11 歲的學

生，提供彩色小冊子及DVD，內容包括貨幣

的歷史與功能、物價為何會變動、央行在維

持物價安定的角色、以及鈔票的認識與防偽

等。上述教材亦包括在小學的課程中，有英

語及威爾斯語兩種版本。

03. Made of Money：適合 14-16歲學生，

提供學生及教師使用手冊及DVD，內容包括

經濟是什麼、經濟如何運作、經濟如何與我

門的生活有關、如何消費、如何儲蓄等。

04. Meet the Jackson Family and Anita：是

一種卡通動畫的線上解說教材，適合所有中

小學生。

(2) 中學生及大學生的年度金融競賽：

Target Two Point Zero-The Bank of England/

Times Interest Rate Challenge 是一種英格蘭央

行與Times雜誌合作，針對 16-18 歲學生設計

之年度競賽，助益她們生活化的經濟學習。

每年的比賽細節均公佈在央行網站，參賽隊

伍須模擬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委員，利用經濟

數據，評估經濟展望及通膨發展，並決定可

以達成 2%通膨目標之利率水準，簡報之後尚

需回答現場四位裁判 (註 8) 的問題。2006 年

9 月至 2007 年 3 月係第七屆比賽，計有 265

隊伍報名參加，最後選出 6 組優勝隊伍 (註 9)

進行最後決賽，冠軍除獲得獎盃外，另贏得

10,000 英鎊之獎金；第二名及第三名之獎金

分別為 5,000 英鎊及 2,000 英鎊，其餘三組隊

伍同列第四名，獎金為 1,000 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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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年齡層之一般大眾：透過貨幣博物

館的展示及多媒體動畫教材對各年齡層一般

大眾進行金融教育，貨幣博物館亦說明 1694

年以來英格蘭銀行的歷史，有時亦辦特展。

貨幣博物館的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

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週末及國定假日休館。

免費參觀，亦可花 1 英鎊租借錄影帶，特展

之說明書則酌收工本費。英格蘭銀行的貨幣

博物館亦有免費導覽之活動，使用語言包括

英語、中文、法文、德文、日文、俄文及西

班牙文，英格蘭銀行提供多國語言之導覽活

動，係其異於他國央行之特舉。

(4)各國央行從業人員：英格蘭銀行設有

Bank's Centre for Central Banking Studies，專

責主辦研討會或訓練課程，亦提供諮商專

家，各國央行可由其網站搜尋金融教育課程

與資訊。

英國之金融監理局係另一推廣金融教育

之政府機構，該局於 1998 年出版第一本消費

者教育刊物「A guide to the provision of finan-

cial services education for consumers」。

4、歐洲央行

歐洲央行自 1999 年設立以來，亦不斷加

強其金融教育工作。其網站「FACTS presen-

tation」專頁係一系列的投影片與講義，詳細

說明歐洲央行的組織、貨幣政策、歐元貨幣

及過去 50 年歐元地區的整合等，可提供學校

老師作為教材。歐洲央行另提供線上「物價

安定」的教材，由卡通動畫「為何物價安定

如此重要」教導社會大眾物價安定的重要

性，以及央行在維持物價安定的角色，該專

題備有學生及教師的使用手冊。

歐洲央行除提供一般大眾知金融教育

外，亦針對各國央行之從業人員提供研討會

等教育課程，及對新聞媒體舉辦研討會，一

年兩次，為期 1.5 天。

5、德國聯邦銀行

德國聯邦銀行的金融教育工作近似他國

央行，但其貨幣博物館的多元化活動則頗為

特殊，值得特別加以說明，茲扼要說明各種

對象別之金融教育內容如下：

(1)學校學生：德國聯邦銀行針對學校學

生設計兩套手冊，「Our Money」適合低年級

學生，「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則適合

高年級學生，學生亦可參觀貨幣博物館。

(2)學校老師：央行提供教師研習營，培

訓金融教育的師資。

(3) 貨幣博物館（針對一般大眾）：

01.一般性活動：說明貨幣政策與外匯政

策，並展示貨幣的歷史。另由鈔票印製與硬

幣鑄造的展示了解貨幣的功能；訪客亦可由

多媒體設計，親自動手控管貨幣存量，觀察

能否達成物價安定而非通貨膨脹或通貨緊

縮。該設計具趣味性，頗獲好評。博物館的

開放時間為週一、二、四、五、日上午 10 時

至下午 5 時，週三為上午 10 時至晚間 9 時，

新年、復活節、5 月 1 日及 12 月 24-25 日與

31 日則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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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博物館晚間活動（Museum Even-

ings）：每年 10 月至次年 6 月之每個月特定

週之週三（通常為當月第三週之週三）夜晚

6時，舉辦博物館晚間活動，由聯邦銀行的專

家以非技術性語言發表專題演講，會後進行

討論會。此種專題演講多為學生搜尋經濟金

融資訊的來源，免費參加。

03. 法蘭克福博物館嘉年華會（Museum

Embankment Festival）：德國聯邦銀行亦參

加每年 8 月下旬星期五至星期日（如 2007 年

8 月 24-26 日）之法蘭克福地區博物館嘉年華

會，央行設有展示攤位，同期間為配合特別

主題，央行的貨幣博物館亦延長開放時間。

04. 博物館之夜（Long Night of the Muse-

ums）：每年春天（如2007年5月5日週六）

舉辦博物館之夜，所有法蘭克福地區之博物

館在星期六晚間 6 時開放至週日凌晨 2 時。

博物館之夜之特別節目包括參觀、專題演

講、現場音樂會、遊戲及烹飪活動等。

05. 專題演講（Program of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ney）：貨幣博物館 1 樓演講廳

邀請外部專家舉辦專題演講，特定週三晚間

6時開始，免費入場，約 1小時，會後有討論

會，參加者在晚間 9 時關門以前仍有機會參

觀博物館。

6、日本央行

日本央行的金融教育工作已行之多年，

2004 年起基於日本下一代在該國未來經濟中

將扮演重要角色之考量，積極投入教育下一

代之金融教育工作。該行的金融教育包括出

版小冊子等宣導資料、專題演講、學生及老

師研習營、開放東京及 Otaru 的貨幣博物館

等。2004 年起為產生地方好公民的企業識

別，於該年 4月新設兒童網頁、8月開放地下

金庫供民眾參觀，2005 年起舉辦大學生經濟

金融年度競賽，以及改善央行網站與充實公

共關係雜誌的內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

本央行另透過參與地方文化復興藝文活動的

方式，推廣金融教育，如日本央行舊大樓廣

場演出地方戲曲「能劇」、舉辦音樂會，及

於夜間點亮霓虹燈等。上述活動皆在增強一

般民眾對央行的認識，並對剛性之日本央行

留下柔性之美好印象（見表八）。日本央行

另與金融資訊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uncil

for Financial Service Information, CCFSI）共

同合作推廣金融教育，日本央行是 CCFSI 最

活躍的會員，CCFSI 專責提供社會大眾經濟

金融資訊，並自 2005 年起更積極投入金融教

育工作，規劃金融教育課程及演講活動，協

助日本央行改善金融教育。

7、韓國央行

韓國央行亦屬亞洲地區相當重視金融教

育的央行。1997 年開始進行問卷調查，以了

解社會大眾對央行的認知程度，惟韓國央行

並未公佈調查結果，據稱民眾對央行認知之

進展仍微乎極微。韓國央行相關人員稱，問

卷調查的結果並未打擊渠等推廣金融教育的

士氣，反而可藉以檢討金融教育工作應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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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日本央行的金融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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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韓國央行自 2005 年起積極投入經濟教

育工作，協助社會大眾更了解經濟金融及強

化作合理決策的能力。為建構系統化之金融

教育工作，韓國央行進行組織變革，將原先

之二級單位「經濟資訊辦公室」，提昇為

「經濟教育中心」之一級單位，下設經濟資

訊組、公共關係組、經濟教育發展組及經濟

教育管理組，專責央行的金融教育工作。遺

憾的是，目前韓國央行網站所揭示之金融教

育資訊只有韓文版，英文版尚付闕如，只能

由有限的英文文獻搜尋相關資料。

韓國央行的金融教育工作主要包括：

(1)對年輕人的金融教育：包括對年輕人

的專題演講 (註 10)（Economic lectures for yo-

uth）及經濟金融訓練營。此外，亦進行師資

培訓，舉辦學校老師的訓練營。

(2)對一般大眾的金融教育：包括星期五

固定的專題演講，以及貨幣博物館內之專題

演講。

(3)年度貨幣政策競賽：仿美國及英國的

央行，韓國央行亦進行年度貨幣政策競賽，

每年夏天舉行，大學生組團先進行區域初

賽，優勝隊伍再進行決賽，參加者需模擬貨

幣政策決策者，依據其經濟分析與預測，試

擬決策判斷。決賽獲勝隊伍獲頒獎金及獎

品。

表九 韓國央行經濟教育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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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版小冊子、錄影帶等：韓國央行亦

出版金融教育之宣傳手冊或錄影帶，供大眾

索閱，其中有些小冊子陳列在貨幣博物館的

小型圖書館，民眾在參觀貨幣博物館時可就

近免費索取。

(5)貨幣博物館：韓國央行在其辦公室舊

址設貨幣博物館，新辦公室在舊辦公室的正

後方，民眾參觀貨幣博物館時，極易拉近與

央行的距離，增強對央行的認知。貨幣博物

館提供訪客現成的經濟教育經驗，館內除展

示各國貨幣及韓幣之歷史外，亦藉科技多媒

體之簡易操作功能，了解銀行、利率、匯

率、通貨膨脹及央行貨幣政策等多項主題。

博物館內另亦設小型圖書館及紀念品販賣

部，二樓則展示央行蒐集的藝術品。

(6) 年輕人經濟教育網站：韓國央行自

2006 年 9 月 4 日起特別為學生及年輕人架設

特別網站（youth.bok.or.kr），提供線上經濟

金融教育。該網站包括經濟金融議題、e-

learning課程、卡通動畫、遊戲、測驗及視聽

節目。

表九顯示韓國央行 2004 年與 2005 年經

濟教育成果的比較，無論活動項目或參加人

數，2005年均較 2004年顯著增加，其中尤以

對年輕人的教育深耕最多，特別是對小學及

初中學生。

（二）金融教育成效個案探討-美國Jump$tart

與日本央行的問卷調查分析

金融教育成效衡量除可端倪各教育團體

或央行金融教育工作的成果外，亦可用來檢

討金融教育工作的努力方向。相關文獻探討

中發現各國大都進行金融教育成效衡量或評

比，但央行直接進行相關評比的個案並不

多，日本央行在這方面的努力最積極，按季

進行問卷調查，有些央行可能進行調查研

究，但未公佈結果如韓國央行。美國 Fed 的

例行性調查包括（1）每三年一次之消費金融

調查，提高對金融教育的了解；（2）與

Jump$tart 合作每兩年進行調查，了解美國高

中生的經濟金融知識水準；（3）每兩年一次

舉辦社區事務研討會（Community Affairs Re-

search Conferences），討論金融教育的成

效。除例行性調查外，部份聯邦準備銀行

（如克里夫蘭聯邦準備銀行）亦曾單獨進行

金融教育調查，以了解其聯邦準備區域之金

融教育概況。本節將直接以美國 Jump$tart與

日本央行為例，說明美國及日本之金融教育

成效。

1、美國 Jump$tart 兩年一次的調查分析

Jump$tart 是民間的教育團體，以美國學

生及在校老師為其主要教育對象，其成立宗

旨在確保美國人在高中畢業時，具備經濟金

融知識與才能。Jump$tart 在美國各州設辦公

室，Fed 為其積極合作的夥伴，自 1997 年起

每兩年進行 12 年級高中生的經濟金融知識水

準調查，採測驗方式。圖十一顯示歷次的測

驗結果，12年級高中生的測驗評量由1997-98

的 57.3 分下滑至 2001-02 之 50.2 分，2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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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回 52.3 分，2005-06 則小有進步 0.1 分。上

述變動成績顯示，美國學生的金融教育仍有

長足的努力空間。

美國的金融教育工作頗受全球囑目，屢

屢成為各國的學習典範。其金融教育機構與

金融教育活動琳瑯滿目，聯邦政府及各州政

府並立法規範金融教育工作，有些州甚至立

法規定中小學課程中應包括經濟金融教育題

圖十一 美國 12 年級高中生之金融知識評量

表十 美國 2003 年前後經濟金融教育之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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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事實上，美國對金融教育的積極重視溯

自布希總統於2002年1月8日簽署「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起，該法案提供 385

萬美元專案資金辦理地方性創新教育計畫，

其中包括 11 種金融教育計劃，藉以提昇美國

兒童之金融知識素質。2001-02 年 Jump$tart

高中生金融知識測驗之低水準則特別引起國

會與相關單位的高度重視，國會甚至舉辦成

年人與年輕人金融教育的公聽會，接著公布

『金融知識與教育促進法（Financial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並 於

2003 年成立『金融知識與教育委員會（Fi-

nancial Literacy and Education Commission,

FLEC）』，由財政部 2002 年設立的『金融

教育辦公室』負責相關事宜，並設定每年 4

月為金融教育月。Fed為金融知識與教育委員

會之委員，參與制定攸關金融教育之發展策

略，Fed 爰自 2003 年 5 月起配合聯邦政策更

積極推動全國性的金融教育活動，活動主題

為『There's a lot to learn about money』，藉以

強調金融教育與金錢管理的重要性。（參見

表十）。

2、日本央行按季進行之問卷調查分析

日本央行為了解社會大眾對貨幣政策與

央行操作的看法，自 1993 年起由公共關係處

按季進行問卷調查。樣本數約 4000 人，年齡

在 20歲以上，係一種意見調查（Opinion Sur-

vey），其性質與與短觀（Tankan）之日本企

業短期經濟調查不同。意見調查採問卷調查

方式，由研究人員實地拜訪（in-home）樣本

個人，請受訪者在特定日期以前填寫問卷，

第二次拜訪時收回問卷。但自 2006 年 9 月

之第 27 期調查起日本央行改採郵寄調查方

式。

表十一 日本民眾對央行認知程度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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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央行前述問卷調查之項目甚廣，包

括對經濟狀況的看法、家計部門的現況調

查、對物價的看法、對土地價格的未來發

展、日本經濟的潛在成長、以及對央行公信

力與認知的程度，其中最後一項包括對央行

目標、國庫資金撥付電子支付制度、新版鈔

券的看法、及對央行總體認知程度。上述歷

年來的調查結果饒富趣味，爰由日本央行網

站意見調查網頁（Policy and Operations ＜

Statistics, Researches and studies ＜ Opinion

Survey）蒐集相關資料整體分析如下（見表

十一 ）：

（1）日本民眾對央行是否有信心

圖十二顯示日本民眾對央行是否有信心

之第 21 期至 28 期之問卷調查結果，對央行

有信心及沒信心的比率皆有些微上升之趨

勢，其中有信心之比率上升較多，至於沒意

見之比率自 2006 年 6 月之第 26 期起則顯著

下降。但事實上，若考慮日本央行自 27 期起

改變調查方式之因素後，上述曲線變動似乎

無法用來說明日本民眾對央行之信心比率是

否上升如圖形所示之較高水準。據日本央行

相關人員稱，日本民眾對央行有信心之成長

率極為有限。

另依據日本央行第 27 期以來進一步之問

卷結果顯示，對央行有信心之主要因素分別

為：6成以上係因央行的目標是維持物價與金

融安定、近半數認為央行以中性立場執行貨

幣政策、約 1/3 係因對央行有好印象、約 1/3

肯定央行的貨幣政策。至於對央行沒信心的

主要理由是：約 4.5 成對央行沒好印象、約

4.5 成認為央行未保持中性立場執行貨幣政

策、約 3 成認為央行對外說明或意見調查不

夠努力。惟第 27 期以前之調查結果則顯示約

圖十二 日本民眾對央行是否有信心

註：26(1)採實地訪查方式，26(2)採郵寄調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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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成認為央行很遙遠且陌生，約 6成認為不了

解央行貨幣政策的內容與意圖，上二因素為

日本民眾對央行沒信心的主要理由。

（2）日本央行對民眾的說明是否清楚

圖十三顯示日本央行對民眾之說明是否

清楚之問卷調查結果。受訪者認為央行說明

清楚者之比率低於 10%，認為說明不清楚之

比率則由 5 成攀升至 6 成 2，沒意見之比率則

逐年降低。進一步之調查亦顯示，約半數受

訪者欠缺對央行的基本知識，自然無法了解

央行的說明，有 4 成民眾則認為從無機會讀

到或聽到央行的說明，約 3 成民眾認為相較

央行，金融體系與經濟更難懂，約 2 成認為

央行說明時使用之語言深澀且過於技術化而

不易懂，約 2 成認為不知何處可找到央行的

資料。

（3）日本央行對民眾的生活有無關係

圖十四顯示 5 成以上的受訪者認為日本

央行對民眾的生活有關係，約 2 成認為日本

央行對民眾的生活沒關係，約 2 成 5 則沒意

見。

（4）日本央行對民眾生活有無貢獻

圖十四雖顯示 5 成以上的受訪者認為日

本央行對民眾的生活有關係，但圖十五顯示

平均僅約 4 成之受訪者認為日本央行對日本

民眾的生活有貢獻，沒意見之比率約佔 4 成

5，日本央行對民眾生活無貢獻之比率則佔約

2 成。

（5）日本民眾對央行目標的認知

日本央行自 23 期調查起，另針對日本民

眾對央行目標的認知進行問卷調查，調查項

目包括物價安定目標、當前貨幣政策與工

圖十三 日本央行對民眾之說明是否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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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金融安定目標等，亦含括對新版鈔券之

使用及鈔券破損與否加以調查。表十二顯

示，僅 3 成多民眾非常清楚央行的物價安定

目標，約 4 成民眾非常清楚央行的金融安定

目標。至於對當前貨幣政策工具之認知，在

27 期以前實地訪查之結果顯示，平均約 6 成

受訪者從未聽說央行的貨幣政策工具；改採

郵寄調查方式起，從未聽說之比率明顯降至

圖十四 日本央行與民眾之生活有無關係

圖十五 日本央行對民眾生活有無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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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日本民眾對央行目標的認知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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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左右，非常清楚者佔約 3 成，約 4 成則有

聽說但不清楚。

（6）日本民眾對央行金融教育的認知

日本央行 2005 年 3 月第 22 期之問卷調

查同時進行日本民眾對央行經濟金融教育的

認知。表十三顯示約 9 成以上的受訪民眾不

知道央行透過網站、印製發送手冊、贈送或

租借錄影帶、以及舉辦教師研習營等金融教

育活動，約 8 成受訪者亦不知道央行開放民

眾參觀央行舊址辦公室。問卷結果中非常了

解央行金融教育工作者不及 1%，充分彰顯央

行金融教育工作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亦突

顯出央行非常努力推廣金融教育，但成效極

為有限之窘境。

表十三 日本民眾對央行經濟金融教育的認知 (2005 年 3 月, 22nd )

五、 國內當前的金融教育工作及本行與他國央行之比較

隨著國人消費風氣改變，以及 94 年起發

生的卡債風暴，國內金融教育之風氣已漸被

重視，特別是培養年輕一代正確金融觀念的

教育訓練，政府單位、非政府單位與部分金

融機構紛紛開辦年輕一代的金融訓練課程。

當前國內承辦金融教育工作之單位包括央

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台灣金融研訓院

及少數金融機構（如花旗銀行與第一銀

行）。本節將逐一介紹上述國內主要單位當

前之金融教育工作，最後將本行之金融教育

工作與他國央行作比較，除比較金融教育工

作的異同外，亦比較分析各國金融教育工作

之組織設計。

（一）國內當前之金融教育工作

1、本行當前的金融教育工作

我國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

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於民國

83 年 1 月 11 日公佈「消費者保護法」，第三

條規定政府為達成消費者保護法的目的，應

實施十三項措施，並定期檢討、協調與改

進，其中第 11 項及 12 項措施即分別明訂政府

應推行消費者教育及辦理消費者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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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依據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於民國

85 年初成立消保小組， 88-90 年間陸續出版

「認識通貨膨脹」、「中央銀行簡介（含中

英文文字檔及多媒體簡報光碟片）」、「中

央銀行之制度與功能（中英文版）」及「中

央銀行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貢獻」等宣導資

料，以執行年度消費者保護方案，藉深入淺

出報導，加強一般民眾對央行的認識。95 年

8月起央行網站新增「認識央行」兒童網頁，

以提高年輕一代對央行的認識。央行網站首

頁並設「宣導事項」，提供鈔券真偽辨識、

偽鈔刑責等重要訊息（參見表十四）。

本行當前的金融教育工作大都以消費者

保護法為法源依據，亦多屬紙本文宣之靜態

作業，雖可達成消費者保護法推行消費者教

育之規定，但考量金融教育係消費者保護的

一環，係保護消費者的輔助措施，其範疇實

已超越金融資訊的提供。因此，本行之金融

教育若能含括教育訓練與諮商輔導等動態性

工作，將可昇華整體金融教育的精神，亦可

兼具溝通政策效果，何況金融教育工作對央

行具備達成貨幣政策目標、促進經濟成長、

提高全民金融知識水準、拉近央行與民眾距

離及建立央行企業好公民形象等自利效益。

為達成上述目標，全民對貨幣的由來、

央行功能與角色的認識與了解、及央行為何

要維持物價安定等央行核心業務之金融知識

水準有待提升。上述課程實無法由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或金融研訓院所越廚代庖，央行

本身具備資源與專業知識，係提昇央行業務

領域之金融知識水準之唯一人選。因此，央

行以核心業務為金融教育工作之焦點，才不

致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台灣金融研訓院

之金融教育內容有所重複，而耗損國家資

源。事實上，主要國家央行之金融教育課程

亦與其國內之其他教育單位有所區隔。央行

表十四 本行網站之金融教育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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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應積極投入金融教育行列，甚至應率先

帶動一國之金融教育列車。

2、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金融教育工作

政府單位中除本行提供金融教育外，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亦提供金融教育之相關宣

導手冊與活動。金管會網站設有「金融知識

宣導」專屬網頁，包括提供教育宣導手冊，

如「金融生活達人」口袋書、「打擊地下期

貨篇」及「杜絕非法代操篇」等；提供宣導

影片，如「保障型商品宣導影片」、「防制

內線交易、投資人存摺印鑑」及「金錢管

理」等宣導短片：宣導現金卡及信用卡的正

確使用觀念（阿貴版）」等；舉辦金融教育

活動，如「小小金融家成長營」及「理財

Happy Go!」等。此外，金管會亦培訓金融種

籽講師及甄選志工加以訓練擔任「小小金融

家成長營」的輔導員，另為讓金融知識向下

扎根，亦提供資金輔助大學辦理金融知識普

及活動。95 年起並走入校園與社區宣導金融

知識，使青少年與民眾都能獲取消費金融知

識，養成正確金錢觀念及負責任的態度，以

提昇全國百姓的金融知識水平。

3、台灣金融研訓院之金融教育工作

台灣金融研訓院近年來亦積極開辦一般

大眾之金融教育訓練課程，該院網站設「學

生金融Yes」專屬網頁，開辦年度大專學生金

融研習營及高中職學生金融研習營；亦製作

金融教育之 DVD 光碟片，如金融探索之旅

（包括貨幣的演進、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

及外匯的故事等三片）及台灣金融發展史話

等。此外，亦提供「金融知識與財富管理」

及「校園演講」等線上學習教材（E-Sem-

inar），供青年學生進行網路學習金融知識。

4、少數金融機構之金融教育工作

本國銀行業積極開辦金融教育之風氣尚

未普及，當前僅少數銀行非常積極開辦金融

教育訓練課程。茲以花旗銀行與第一銀行為

例說明其金融教育活動。花旗銀行較早開辦

金融教育訓練，該行設有金融理財教育計

畫，提供「兒童網路理財教育計畫」、「兒

童理財特攻隊」、「青少年理財教育講座」

及「大學金融實務研討課程」；第一銀行則

於本（96）年 7 月下旬首度開辦北中南 5 個

場次之「第一小財神」理財夏令營。上述金

融教育單位皆希望透過課程設計，建立年輕

一代健康的金錢價值觀念，讓正確的理財觀

念從小扎根。

（二）本行金融教育工作與主要國家央行之

比較分析

表十五顯示各國央行金融教育工作的異

同，以及執行金融教育工作之組織設計。大

體而言，金融教育專屬網頁、出版宣傳手冊

或刊物、提供錄影帶及 DVD/VCD 光碟片、

提供線上學習與互動遊戲、專題演講、舉辦

學生研習營、培訓學校老師成為種子師資、

設貨幣博物館等為各國央行之一般性金融教

育工作，部分國家之央行則另提供獨特的活

動，如美國、英國、日本及韓國之央行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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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金融競賽；美國 Fed 另有論文競賽；美

國及日本央行開放民眾參觀央行辦公室及地

下金庫；日本央行則舉辦藝文活動及辦公大

樓夜間霓虹燈，以拉近與民眾的距離；美國

Fed提供員工金融教育，並與國防部合辦軍人

金融教育，其他央行則無法由相關文獻得知

是否有上述金融教育活動。

組織是創造價值的平台，任何計畫若欠

缺適當的組織加以執行，最終淪為空談，組

織設計的重要性已漸為先進國家央行所重

視，各國央行近 10 年來頻頻進行組織變革，

即屬各國央行重視組織設計之最佳寫照。就

表十五 各國央行金融教育工作與組織設計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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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金融教育工作的組織設計而言，基於金

融教育工作係溝通政策的一環，加拿大、英

國、德國及歐洲央行的金融教育工作由溝通

處負責，日本由公共關係處負責，該處的工

作與溝通處同；美國 Fed 則由社區事務辦公

室負責金融教育工作，韓國由經濟教育中心

負責，本行則由秘書處負責。

與他國央行相較，目前本行的金融教育

工作以執行消費者保護法為主，其規模相對

較小，亦未設有專責組織從事金融教育業

務。本文將於最後一節建議本行積極推廣金

融教育工作，擴大金融教育範疇，並借鏡他

國央行的經驗，加強對年輕一代的金融教

育。在組織尚未變革之前，或可於秘書處先

成立金融教育工作小組，亦可逐步推動金融

教育工作。

六、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金融教育是一種過程，消費者與投資者

經由學習過程，增強渠等的金融知識，強化

日常生活中的選擇與決策。消費者保護法雖

能保護消費者權益，但金融教育透過指導與

訓練的方式，能補強消費者保護法所提供的

資訊，金融教育的範疇實已超越金融資訊的

提供，唯有透過金融教育，才能真正提高一

國的金融知識水準，才能真正保護消費者的

權益。廣義而言，金融教育是消費者保護的

一環，是保護消費者的輔助措施。

本文除由各國金融知識水準調查研究之

文獻探討，佐證金融教育之重要性外，亦由

近年來各國普遍重視金融教育之原因，以及

金融教育之一般模式，說明央行在推廣金融

教育的角色與重要性。大致而言科技與電訊

技術發達所帶動之金融市場變遷與深化，導

致金融市場益趨複雜難懂；益以戰後嬰兒潮

正面臨退休潮及退休撫卹等政府政策更迭，

促使一般大眾所需承擔的責任較以往為重，

因此消費者保護活動或金融教育，皆逐漸為

各國所重視。

中央銀行推廣金融教育具有達成貨幣政

策目標、促進經濟成長、提升國民金融知識

水準、成為企業好公民等「自利」效益。更

重要的是，央行是具公信力的政府單位，能

提供公正、不偏不倚的教導，亦無廣告之

嫌；央行本身也具備足夠的知識、工具與能

力進行金融教育，試問有誰最能說明央行的

角色與功能呢？因此，央行一定要積極加入

金融教育行列，即係基於上述考量，亦屬本

文強調的重點。但金融教育是一種漫長的投

資過程，非一蹴可至。各國央行金融教育成

效評估亦顯示其結果未如央行預期，但並未

因此打擊士氣，央行亦不可因此放棄金融教

育，事實上，各國央行反而更積極進行金融

教育工作，金融教育已成為現代央行的主流

業務，係央行溝通政策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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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推廣金融教育，必須進行策略性規

劃，教誰、教什麼、什麼時候教、在那裡

教、如何教、如何評估成效及如何研究分析

等，皆屬央行擬訂金融教育策略時所面臨的

問題與挑戰，其中尤應重視對年輕一代的金

融教育，並由孩童做起。各國央行深入校園

及培育學校師資等活動，充分彰顯央行對孩

童金融教育的重視。因為從小養成金融素養

的孩童，是國家未來的資產，是型塑明日經

濟的基石。美國Grand Teton國家公園手冊以

「What she sees today will last a lifetime」說明

孩童參與國家公園的意義，若將上述詞句用

來說明孩童參與金融教育，似恰如其分，有

異曲同工之妙。

進行策略規劃固可有效推動金融教育工

作，但央行金融教育欲邁向成功之路，仍需

獲得組織高層的支持，教育對象要廣，儘可

能與其他單位合作共同推動金融教育，與學

校老師建立友好關係，協助老師輕鬆教學，

並讓教材生動有趣。絕大多數央行利用網際

網路、宣傳手冊、錄影帶、專題演講、研討

會及訓練營等方式提供必要的金融教育資

訊，許多央行即利用卡通動畫教學，提高年

輕一代對金融教育的興趣。舉辦金融競賽，

讓高中及大學生進行角色模擬，在真實生活

中學習及應用金融知識；亦利用貨幣博物館

的貨幣展示與多媒體動畫設計，將參觀民眾

帶入金融世界。貨幣博物館已成為央行金融

教育的主要場所，成為央行辦公室及學校教

室的延伸，貨幣博物館在央行金融教育中居

相當重要的角色，此係各國央行紛紛設立貨

幣博物館的主要緣由。

（二）建議

央行公信力及社會大眾對央行的認知度

深深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而溝通政策則

可強化央行公信力及大眾對央行的認知，因

此，央行的溝通政策首應先區隔其溝通對

象，並採不同溝通方法達成央行期望的目

標。一般而言，央行的溝通對象可簡化為國

會與新聞媒體、及社會大眾等兩大類，溝通

的方式則包括理事會或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決

策新聞稿、記者會、央行高階官員接受採訪

或專題演講、國會聽證會之專題報告、出版

刊物（如通貨膨脹報告）、央行網站及貨幣

博物館等七大類。前六種溝通方式大多以國

會及新聞媒體為主要對象，後三種則以社會

大眾為對象。但各國央行大多以新聞媒體、

國會等為溝通重心之實務操作，向為社會所

詬病；而絕大多數人口經濟金融知識水準普

遍不足，亦為央行溝通政策所面臨之嚴峻挑

戰之ㄧ。因此，謀取溝通對象平衡、及加強

對社會大眾之金融教育，以提高百姓之經濟

金融知識水準，廣為各國央行所重視。近十

餘年來加強對社會大眾之金融教育，特別是

對年輕一代的金融教育，已發展為現代央行

之主流業務，也是央行必要的投資。

各國央行較大規模的金融教育模式與經

驗，對本行的金融教育工作甚具啟示力，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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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邁向現代央行里程碑時，值得拓展與長

期投資的業務領域。與他國央行相較，本行

的金融教育工作以執行消費者保護法為主，

多屬紙本文宣之靜態作業，規模相對較小，

確有許多有待開發之處。因此，本文參酌各

國央行金融教育工作專責的組織設計，建議

本行在正式組織編制以前，或可於秘書處先

成立「金融教育工作小組」積極推廣金融教

育工作，初步成員約 4-5 人，專責規劃、執

行、管控、成效評估及研究發展等金融教育

工作流程。本行推廣金融教育以社會大眾為

對象，且應特別重視年輕一代的教育訓練，

並以「貨幣的由來」、「央行功能與角色的

認識與了解」、及「央行為何要維持物價安

定」等央行核心業務為焦點教材。茲提供實

務操作上具體可行之下列短、中長期行動方

案供參考，以提昇全民之金融知識水準，有

效達成貨幣政策目標：

(1) 短期行動方案

1、設計生動活潑之金融知識教材

除原有配合執行消費者保護法之宣導手

冊與刊物外，另商請專家設計生動活潑之金

融知識教材，含線上知識或遊戲、錄影帶或

DVD/VCD 光碟片。如編撰貨幣的由來、央

行為何要執行貨幣政策、通貨膨脹或通貨緊

縮的魔咒、為何要儲蓄與為何要投資等投資

理財的卡通動畫。

2、深入校園舉辦金融教育專題演講、學

生研習營或教師培訓營。

(1)深入學校校園，派員至中小學及大學

進行巡迴演講，或舉辦研習營、訓練營。如

派行員至中小學及大學進行攸關央行主題的

專題演講，另在寒暑假期間，舉辦學童金融

教育夏令營或冬令營。

(2)培訓學校老師成為種子師資，達到金

融教育的乘數效果。如於寒暑假舉辦學校老

師的金融教育訓練營。

(2) 中長期行動方案

1、 增設「金融教育」專屬網頁

未來本行對外提供之金融知識教材更豐

富化、更多元化後，可在本行網站增設「金

融教育」專屬網頁，並將當前分散在「認識

央行」、「出版品」及「宣導事項」等不同

網頁攸關金融教育的題材整合至該專屬網

頁，以便利民眾自由擷取所需資訊。如將認

識央行的影片與兒童網頁、認識通貨膨脹、

央行在經濟發展的貢獻等宣導刊物、以及重

要的宣導事項集中在「金融教育」的專屬網

頁中。此外，本行目前網站已有之相關網站

連結亦可集中整合至金融教育專屬網頁。

2、 新設貨幣博物館

設貨幣博物館，展示鈔券與硬幣之餘，

亦能透過多媒體設計，帶領參觀民眾了解利

率、匯率、銀行、通貨膨脹等觀念，以及央

行為何要維持物價安定與金融安定。建議派

員至先進國家央行實地考察其貨幣博物館之

設計內容與參觀動線。貨幣博物館在央行推

廣金融教育的角色十分重要，甚至可成為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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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金融教育的主要場所，成為央行辦公室及

學校教室的延伸。至於貨幣博物館的工作人

員，可仿德國聯邦銀行，由本行退休同仁以

志工方式參與導覽業務。此種人力配置除可

精簡人事成本外，亦可充分利用退休同仁之

專業技能，是一種雙贏策略。

3、舉辦年度金融競賽

仿他國央行舉辦年度金融競賽，讓我國

之高中生及大學生能學以致用，將所學運用

於實質生活，模擬央行理事會，提供決策建

議，經評審裁定之最後優勝者由總裁頒發獎

盃及獎金。

4、積極與其他教育單位合作，促銷及加

深央行在推廣金融教育的角色。如與教育

部、金管會及台灣金融研訓院等合作，共同

推廣金融教育。

5、舉辦本行員工金融教育訓練課程，包

括專題演講與講習會。如在午休時間舉行專

題演講或講習會。

6、仿日本央行之問卷調查，採外包模式

設計相關問卷，定期（按季或按年）進行問

卷調查，據以了解一般大眾對金融教育之認

知程度，及檢討金融教育工作之成效，並擬

定未來努力與改進的方向。此外，央行亦可

與其他教育單位合作，針對國內高中學生進

行經濟金融知識測驗，掌握高中學生之經濟

金融水準。

附 註

(註 1) 在 2002 年 2 月 5 日的聽證會中的陳述，參考 O'Neill (2002)。

(註 2) 參考 Hopley(2002)。

(註 3) 報載(中國時報本年 5 月 19 日)花旗銀行邀請兒童劇團在北部各國小進行公演，教導小學生理財觀念，演出後針對 32

所國小之 3297 位高年級之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國小學生對於金錢的認識。

(註 4) OECD 出版「Improving Financial Literacy: Analysis of Issues and Policies」專冊

(註 5) 四大發展主流包括央行獨立性、通貨膨脹目標化、央行透明化及貨幣政策委員會之集體決策模式。參考黃富櫻

(2006)。

(註 6) 參考 Minehan (2006)。

(註 7) 參考 Hopley(2002)。

(註 8) 2006 年之裁判包括督導金融安定部門之副總裁 Sir John Gieve，及兩位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Kate Barker 與 Gary Dun-

can，以及 Times'之經濟編輯 Paul Trucker。

(註 9) 其中 5 組來自高中，一組來自大學，最後獲得前三名者均為高中生。

(註 10)若大學、軍隊、警察及非營利政府組織提出需求，央行也會派人做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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