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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國小教師理財資訊管道、風險態度對理財工具選擇偏好的現況，比較理財資訊管道、風險態度與理

財工具選擇偏好間的差異情形，並且探討理財資訊管道、風險態度與理財工具選擇偏好間的關係。 本研究以彰化縣四十七

所國小教師為對象，以問卷為研究工具，採隨機抽樣方式，有效樣本共410份。依據問卷填答結果，以描述性統計、獨立

樣本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多元迴歸等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發現如下： 一、國小教師理財資訊管道傾向媒體資

訊，投資者信心趨於積極。 二、國小教師風險態度整體得分趨於中下，傾向穩健保守。 三、國小教師理財工具選擇偏好

傾向低風險層面的理財工具。 四、不同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的國小教師在理財資訊管道與風險態度整體層面，具有

顯著差異。 五、國小教師在理財資訊管道與風險態度整體層面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最後，根據結果提出建議，供教師、

金融理財單位及未來研究參考。

關鍵詞 : 理財資訊管道、風險態度、理財工具選擇、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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