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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係從軍教取消免稅的政策，探討此政策的政策行銷及教師個人理財認知、人格特質、知覺風險與理財行為之間

的關聯性，並提出具體建議，做為教師將來進行理財規劃或金融機構將來提供理財服務之參考。 本研究是透過郵寄問

卷(questionnaires survey)的方式，進行便利性抽樣調查，以桃園縣國小教師為調查對象，共計發放300份問卷，有效問卷

為281份，有效率達93.67％。研究使用之統計方法有敘述性統計、因素分析、信度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相關分析、迴歸分析及路徑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1.政策行銷的現況認知及滿意程度對教師課稅後理財行為有顯著正

向影響。 2. 外控傾向者在知覺風險上，顯著高於內控傾向者。 3. 內控傾向者在理財認知上，顯著高於外控傾向者。 4. 外

控傾向者在課稅後理財行為上，顯著高於內控傾向者。 5. 低理財認知對課稅後理財行為有顯著負向影響。

關鍵詞 : 課稅、政策行銷、理財認知、人格特質、知覺風險、理財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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