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Study of Personalities, Risk Attitude, Financial Literacy, Managing Money Matters and
Satisfaction of Managing Money M

謝承哲、賴文魁

E-mail: 9707920@mail.dyu.edu.tw

ABSTRACT

Recently, the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have all produced a whiff of upsurge of investment to the real estate,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focus on investor personalities ,then, we could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of Risk Attitude, Financial Literacy, managing

money matters, satisfaction due to frame of Engel-Kollat-Blackwell Model (EKB Model). The date indicafed that： 1. The EKB

Model is apply to explain investor’s behavior affinity of REITs. 2. The investor personalities of REITs have an obviously difference

about Risk attitude and managing money matters. 3. The Risk attitude of investor also have an obviously difference about managing

money matters. 4. The fiscal common sense of high and in and low is no interaction between Risk atti-tude and managing money

matters. 5. The investor personalities of REITs could be affected about financial satisfaction by Risk attitude and Financial Literacy

and managing money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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