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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繪本動機/目的 

一、研究動機 

 近 20 年來，歷經 3 大金融事件，亞洲金融風暴、雷曼兄弟破產及希臘債信

危機之後，各國對基礎金融教育的需求強烈，全球民眾財經商數(FQ, Financial 

Quotient)的提升成為各國經濟復甦與國家戰略議題。  

 

 國人普遍觀念：『錢』放銀行才是對的，即便這沒有什麼利息可言，但起碼

不會有什麼危險。儲蓄這個問題，長久以來一直深植人心。許多父母相信也都是

這麼教育小孩的。近年來隨著『理財』觀念慢慢普及後，「儲蓄」這議題顯得更

為重要。日前在知識家看到有人提問，「是要儲蓄還是投資？」。另外，從理財的

角度而言，還有人問「什麼是投資？什麼是投機？」有鑒於此，我們選擇以小故

事繪本的方式，呈現出「儲蓄、投資、投機」三者之間的觀念及彼此的關係。 

 

理財和每個人或每個家庭密不可分，但多數人在成年後，都缺乏正確的理財

觀念及知識，原因就在於成長過程中，缺乏完整的理財教育，以至於表面上好像

學了不少理財知識，但實際上卻無法改善自己的財務狀況，所以我們希望在 30

頁小繪本中，傳達一些簡單、清楚的觀念給小朋友，讓他們區分什麼是「儲蓄」、

「投資」，及「投機」，進而在體內知識產生蝴蝶效應。 

 

二、市場分析-總體環境狀況 

兒童理財教育，在歐美國家已推行多年，但主要仍是全球金融風暴

發生後，各國才開始嚴肅正視兒童理財教育的重要性。不同國家與其獨

特的民族性，在兒童理財教育上也各有特色。而台灣也隨著這個趨勢，

在教育部的努力之下，將理財教育納入中小學的教材中，讓理財成為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知識。  

 

元大銀行資深副總經理吳鴻麟說，坊間有不少銀行針對兒童理財舉

辦各項活動，主要內容在教小朋友如何使用金錢，及培養良好的消費習

慣。  

 

股神巴菲特曾說：「哪個國家把基礎理財教育做好，就能成為最有競爭



4 
 

力的國家。」給孩子一份永恆的財富，理財教育從小做起。  「給孩子魚

吃，不如教孩子釣魚」掌握黃金 12 歲前的理財性格養成時期，建立孩

子對消費、儲蓄、信用、收入、分配」5 大重要理財觀念，以塑造孩子

正確的經濟價值觀，擁有一份永恆的財富。利用兒童知識繪本，將以有

趣互動性生活化的教學方式引導孩子們自然而然學會理財。   

 

三、理財教育的重要性 

隨著經濟起飛，生活環境逐漸改善，子女愈生愈少，父母極盡寵愛，常滿足

孩子需求，新一代因此對消費沒有節制，分不清什麼是「必要」與「想要」。且

商業行為盛行，行銷手法推陳出新，學生若沒有正確的金融價值觀，很可能會入

不敷出，甚至信用破產，所以金融理財教育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尤其要建立小

朋友正確的金錢價值觀。 

 

很多國家對於下一代的理財能力培養，早已逐漸提前。例如在法國，

早在兒童 3 至 4 歲階段，家長們便展開家庭理財課程，教育孩子基本的

貨幣觀念。10 歲左右，法國家長就開始為小孩設立獨立的銀行帳戶，積

極培養孩子理財觀。人們十分重視兒童的理財教育，這種教育甚至滲透

到了兒童與錢財發生關係的一切環節之中。儘管社會背景存在著差異性，

但這些理財教育的獨到之處是值得借鑒的。  

 

(一 )、學校實施的重要性  

而為了因應 2011 年理財教育將列入九年國教、2014 年實施基測，

各銀行、大學及其他民間機構傾全力發展相關產品；在政府政策主導下，

理財教育成了新全民運動。元大銀行和世新大學也將在寒假期間舉辦兒

童理財研習營；而台灣師範大學更與創星科技，共同研發「金融明日之

星」線上親子理財教材，瞄準商機。從兒童理財營、理財繪本、到線上

親子理財軟體，五花八門的兒童理財工具，其實都是為了 2011 年理財

教育將列入九年國教、2014 年實施基測而鋪路；在政府政策主導下，理

財教育成了新全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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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四階段打造健全理財觀 

10 歲

之前 

這個階段的理財教育重點，在利用預言故事方式，跟小孩溝通簡

單的理財觀念。如：交換概念、購買力（通膨概念）。 

11 到

17 歲 

此時孩子已有自己的生活圈，理財教育重點在資產分散、儲蓄、

七二法則（複利的力量）、保險及投資自己。父母可利用電影或

書籍等工具，適時機會教育。 

18 到

25 歲 

孩子身心發展逐漸成熟，理財教育重點在所得支出、信用、金錢

管理、投資及保險觀念等。父母可分享自己的理財經驗。 

26 歲

之後 

入社會工作後，子女有收入，可開始進行理財規畫。此階段教育

重點，應在幫助他們釐清「理財不等於投資，投資不等於股票」

觀念。 

 

一般人對於「理財」一詞容易直接聯想到「投資」，因而產生了許多誤解；

事實上，「理財」所涵括的範圍較「投資」更廣泛，其核心軸線在建立正確的金

融觀念，養成個人的生活能力與態度，且能為自己的財務決定負責任。所以，教

育部與金管會在規劃國中小學金融教育學習能力時，國中小重點在培養學生建立

正確金錢價值觀、理性消費態度與及早養成儲蓄習慣，並非教學生如何投資，到

高中職或大專才進一步學習財務規劃、投資理財規劃等金融知識。 

 

(二 )、家庭實施的重要性   

理財教育列入九年一貫教材，家庭教育還必頇充分搭配才行。《百萬理財教

室繪本》作者陳若雲指出，學校的專業在把基本觀念以條理化方式傳授給學生；

父母的責任，則是引導孩子在生活中學習，所有的理財知識，都要在生活中重複

練習及實際應用，才能達到最佳學習效果。 

 

因此，理財教育的關鍵仍在家庭教育，包括父母如何以身作則，透過基本價

值觀建立，培養正確的理財習慣。學校老師可以啟發孩子的學習動機，並灌輸專

業知識，但執行紀律頇父母一同合作，才能將所學真正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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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財金智慧教育推廣協會祕書長陳琬惠指出，家長不能完全把理財教

育的責任丟給學校，平常在家就得跟孩子溝通理財觀念，不同求學階段有不同溝

通重點： 

 

1. 小學： 

灌輸「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價值觀是首要之務，所以在獎勵孩子時

盡量不要給錢，可以先記點數，再以實物獎勵的方法較為理想。在金錢上，

則要建立價值與價格之間的關係，例如同樣的商品，為什麼有些較貴，有些

就較便宜，該怎麼比較才對？ 

2. 國中： 

孩子開始有自己的零用錢，但父母一定要定期定額地給，才能培養孩子

的理財規畫能力，不要想到才掏幾張鈔票給孩子。另外，這個年紀的孩子難

免有比較心理，同儕的壓力可能漸漸出現，家長最好留意一下，孩子會不會

為了買「大家都有我卻沒有」的東西，而省下如吃飯的必頇支出。 

3. 高中： 

隨著年齡增長，零用錢的額度可隨之提高，也可開始讓孩子多了解一點

財經世界的面貌。例如，詴著讓他們用信用卡、記帳卡，也可鼓勵他們參與

討論家中的理財問題，像是投資、購屋。父母也要重新檢視自己的理財觀念，

能否作為孩子的榜樣。 

4. 大學： 

孩子開始有自己的生活圈與獨立價值觀，甚至一個人到外地求學，父母

的影響力愈來愈小。此時，可詴著一次給一大筆錢，考驗孩子的理財能力，

並多與孩子討論，給與管理大錢的機會，日後處理相關問題的能力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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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繪本架構 

一、繪本架構 

 第一章：投機、儲蓄消費行為的對比 

主要是從零用錢開始，描述消費行為的不同，讓孩子理解從小學會管理

自己的零用錢學會控制花費並有計畫的儲蓄，培養理財觀念和習慣。當孩

子買東西時，要區分「想要」及「需要」的不同，以及手中現有的錢有多

少？讓孩子明白到，每一塊錢都是父母透過努力工作賺來的，孩子才能懂

得珍惜金錢，並建立正確的金錢價值觀。 

 

 第二章：儲蓄的重要性 

從歐美先進國家到台灣的理財專家都認為越早開始學習理財，效果會越

好，因為理財不只是一種知識，最好能轉化成為日常生活的習慣，當孩子

長大以後，才能妥善管理和運用更多的金錢。 

 

讓零用錢不是為了滿足孩子需求，而是能讓孩子學習財務自主、學習思考

錢的用途與分配；這不僅可以幫助小朋友培養記帳習慣、了解「現金流」的

最好方式，父母親也能夠藉此說明儲蓄、延緩消費及財務規劃等重要觀念。 

 

 第三章：如何善用金錢做投資 

記帳後，發現記帳的好處很多，最大的好處就是讓自己花錢有所節制，

注意額外的開銷、找出浪費最多錢的地方在哪。每日記帳時，是提醒自己

最佳的方法，然後善用金錢做有效的投資，例如: 

1. 培養自己的興趣 

2. 學習才藝，充實自己，提升競爭力，也提升自己的修養內涵 

3. 讓生活過得多采多姿 

4. 為自己也為家人改善生活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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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表流程與進度 

第一階段：繪本故事內容規劃 

藉由故事中三個各代表著不同理財觀念的角色，引領小朋友從他們的故事學

習到簡單的理財概念，利用「要學會理財，才更容易完成夢想」這個概念讓

小朋友在心中產生蝴蝶效應，對於理財進一步的了解。 

第二階段：資料收集與工作分配 

寫出基本理財觀念定義，並研討研究目的和兒童理財的發展，並討論出製作

專題的進度規劃。 

第三階段：專題內容定稿 

繪本內容已擬定，各組員分工合作完成紙本製作及報告簡報，並與老師討論

做細部的修改。 

第四階段：繪本設計與製作 

繪本實體的設計，將外觀和內容詳細製作出來。 

第五階段：統整資料並印製完成 

再次確認一切規格和內容符合校方規定，並將其印製出來。 

三、甘特圖 

 

圖 1：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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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參考文獻 

一、儲蓄 

(一)、儲蓄的定義 

 一個國家儲蓄率的高或低，可以直接反應該國經濟發展的能力，以及經濟成

長的實力。而儲蓄的重要性，不僅決定了個人與家庭財富的水準。就整體而言，

儲蓄也注入社會投資所需要的資金，並促進經濟發展與成長，成為一個國家資本

累積的主要來源。因此，儲蓄的多寡直接關係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儲蓄，是指從收入中不用於消費或將其延遲消費而結餘出的一部分資金，存

放於在銀行開設的個人帳戶內，經過一段時間後可獲得利息的個人理財方式。儲

蓄方法包括把金錢存入銀行作存款，存起來作退休計劃，也包括減少支出，例如

節省經常性開支。從個人財務策劃的角度來説，儲蓄特指低風險保存資金，例如

使用存款戶口累積資產，而非進行較高風險的投資。 

 

對於什麼才算作儲蓄，仍存在爭議。例如，個人收入一部分用於償還貸款，

而非即時消費，這可能符合儲蓄的廣義，但未必每個人都同意償還貸款是一種儲

蓄行爲，因爲那筆還款金額已非歸屬個人所有。在美國，計算國民生產總值時，

一般不把利息還款算作「儲蓄」，除非應收的機構和個人把該筆款項儲起來。英

國經濟學家凱因斯提供一個有關儲蓄的簡單定義：儲蓄的意義是收入超過其被用

之於消費的部分。 

 

「儲蓄」（Saving）和「存款」（Savings）是兩回事。儲蓄指一個人的資產淨

值增加，而存款則指一個人資產的一部分，通常是活期或者定期儲蓄戶口的存款，

或者一個人的全部資產。儲蓄是一種持續發生的活動，一種現金流的變化；存款

是可以在任何一刻存在的事物，是關於現有儲藏物的變化。 

 

儲蓄 = 可支配所得 - 消費支出 

  = 資產增量–負債增量–資本利得 

 

儲蓄的保有形式通常以流動性或非流動性的資產為主，這類的資產其本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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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可供未來消費之用。一般來說，人們支出內容包括消費和資本支出兩種，只

是資本支出未視為當期消費，是因為其消費時間頗長。 

 

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頒·傅利曼說明消費與消費支出的差異性，消費是享受商

品所提供的勞務價值，消費支出是購買商品所頇支付的金額，即消費支出涉及購

買物品，但未必要使用該商品，例如耐久財，故購買耐久財在恆常所得理論中視

為儲蓄，其提供的勞務為消費。資本支出另一種意義是指此類支出會導致生產過

程效率改善，而提昇預期實質所得的流量，所以教育支出是累積人力的資本支出，

可視為儲蓄或投資，因需要犧牲當期消費來換取未來更大的收入。 

 

(二 )、儲蓄的重要性 

 儲蓄不論就經濟的個體面或總體面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一國的經濟成

長而言，儲蓄可直接或間接的融通投資需求，投資的種類與多寡也直接影響資本

的形成與累積，而這些都是促成經濟成長的原動力。因此，儲蓄的多寡將會左右

經濟成長的速度。就個人或家庭而言，儲蓄的形態將會對個人或家計單位資源的

配置造成影響，例如人們會為了從事投資、投機或營運活動而儲蓄；人們會為了

可預期的事件，而有計劃的從事儲蓄的行為，如購買自用房屋、教育與生活費用

之儲蓄等；而對於未來所得與支出的不確定性，人們更可透過儲蓄來提供未來風

險的保險機制。 

 

(三 )、儲蓄的動機 

凱恩斯認爲利息率會加強持有存款的動機，可以衡量貨幣持有者持有儲蓄存

款的理由，可區分三種類別 

1. 交易動機：個人或業務上的交易而引起的對現今的需要。 

2. 謹慎動機：儲蓄的風險低，爲了安全起見，把全部的資產一部分以現金的

形式保存起來。 

3. 投機動機：個人相信自己比他人對將來的行情具有較精確的估計並企圖從

中牟利。 

其中投機動機因利息率變動的影響而改變，關鍵在於利率的不確定性促使人

們爲了投機動機而儲蓄現金，避免因爲欠缺貨幣流動性而錯失的獲利機會及產生

經濟損失。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2%A8%E5%B9%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2%A8%E9%9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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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恩斯的節儉矛盾，說明人們過度儲蓄會導致不利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人

們一般相信節儉是一種美德，因而盡量儲蓄、積蓄個人財富，但是人們儲蓄越多、

便會無法產生足夠的消費能力去消化社會現存的生產能力，導致產出減少，企業

必頇解僱部分工人、縮減生產規模，隨著失業的增加，社會更加沒有消費能力去

吸納潛在的生產能力，於是整個經濟體系陷入「消費減少→供應減量→收入更少

→消費更少→供應更少」的惡性循環，直到經濟崩潰為止。 

 

如果把經濟體系的國民收入比喻為水流，它們的流通就像個循環供水系統，

水不斷循環，周而復始，而儲蓄就如流通通道上的一個缺口，水流經過的時候會

漏出，即當中的國民收入從流通過程中漸次減少，人們的購買力隨著儲蓄的增加

越來越少，最終水流便滲漏清光，爲了使水流繼續，必頇創造另一缺口注入另外

同等量的水，使水流保持水平，而此缺口代表投資。這樣經濟體系便恢復均衡，

不致導致經濟衰退。 

 

(四)、台灣總體經濟數據 

 一國的總體統計資料可為一國長期經濟發展的指標，茲列出經濟成長率各國

比較、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每人 GNP、每人年平均所得為參考。自 2002 年

開始，每年的國內生產毛額、國民消費、國民儲蓄淨額都呈現正成長，除了世界

金融風暴的 2008.2009外。當國內生產毛額愈高，國民消費及國民儲蓄淨額愈高，

這代表二者與國內生產毛額是正相關。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6%BF%9F%E5%A2%9E%E9%9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1%E6%A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1%E6%A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B1%E6%A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6%94%B6%E5%85%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A%95%E8%B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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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代 國內生產毛額 國民可支配所得 國民消費 國民儲蓄淨額 

91 年 10,411,639 9,295,329 7,650,020 1,645,309 

92 年 10,696,257 9,652,287 7,815,029 1,837,258 

93 年 11,365,292 10,170,070 8,253,254 1,916,816 

94 年 11,740,279 10,404,355 8,553,973 1,850,382 

95 年 12,243,471 10,803,679 8,717,640 2,086,039 

96 年 12,910,511 11,308,746 9,027,569 2,281,177 

97 年 12,620,150 10,932,592 9,173,629 1,758,963 

98 年 12,481,093 10,804,888 9,193,580 1,611,308 

99 年 13,552,099 11,992,080 9,566,635 2,425,445 

100 年 13,709,074 12,066,090 9,931,957 2,134,133 

101 年 14,077,099 12,256,376 10,211,512 2,044,864 

表 2：民國 91 年-103 年台灣總體經濟數據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圖 2：國民消費及儲蓄淨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單
位
：
億

 

國民消費及儲蓄淨額 

國內生產毛額 

國民可支配所得 

國民消費 

國民儲蓄淨額 



13 
 

 

 

圖 3：經濟成長率各國比較(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Economic 

Growth Rates) 

 

 

圖 4：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Consumer Pric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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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每人 GNP(Per Capita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圖 6：每人年平均所得（Per Capita National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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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 

(一)、投資的定義 

在財務（金融）及經濟方面，各有不同的意義。財務投資是透過完善的分析，

對於本金、報酬可達一定程度的預估，將資金投入那些預期有所增長的標的上。

而完全對立的作法，像未經分析、且在本金及回報上也沒有把握，亦不考慮風險

就投入資金者，就是投機、或賭博。因此，有些並未經過完善分析，即買進股權

持有者，例如買進共同基金的人，也可以稱為投機者。事實上，根據效率市場假

設，即使針對股市資料來完整分析者，也不算是理性。依此定義延伸下去，所有

自以為理性的股權持有者，也不能視為投資者，而是投機者。 

 

投資與儲蓄、或遞延消費，具有一定的相關性。投資牽涉到許多經濟領域的

活動，例如企（事）業管理、及財務金融等，無論是為家計、事業、或政府。 

 

巴菲特認為：“如果你是投資家，你會考慮你的資產—即你的企業—將會怎

樣。如果你是一個投機家，你主要預測價格會怎樣而不關心企業。”總體來說，

他們都同意投機家是全身心地猜測未來股價，而投資家則集中精力關心潛在資產。

他們知道未來的股價與資產的業績密切相關。如果他們是對的，那麼似乎當今金

融市場上占主導地位的活動就是投機而不是投資。 

 

或許我們看待問題的方法不對，讓我們不要就投資與投機的概念問題大叫大

嚷，爭吵不休了，或許我們可以更關心知識因素。若更深刻地瞭解企業的運作方

式以及股價的表現方式、瞭解集中投資戰略與廣泛多元化戰略完全不同，就能夠

帶來最高的戰勝指數基金的機會；也會明白高換手率的證券投資會增加你的投資

成本而低換手率的投資會增加你潛在的收益。隨著對這些知識的瞭解，你將開始

砌起知識的磚牆，它們會推動你遠離投機的方向而朝著投資的方向邁進。 

(二)、投資的重要性 

1. 靈活運用手邊的閒置資金 

2. 避免金錢購買力降低 

3. 讓生活過得多采多姿 

4. 為自己也為家人改善生活水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A%95%E6%A9%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3%AD%E5%8D%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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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是為了發展長期財富，在考量風險及報酬後，投資人頇在眾多投資標的

中挑選適合的資產。現金是最安全的資產類別，但把現金作為長期標的似乎不太

妥當，因為各主要經濟體的利率都接近於零的情況下，即使在通膨相對低的情況

下，投資人的購買力仍然會被上漲的物價所侵蝕。 

 

債券是各國政府或是企業籌資的工具，投資人將於持債期間收到發行者所付

的固定利息，到期日可拿回本金。債券發行後可在次級市場公開交易，投資人可

用與面額不同的價格作買賣，政府公債則是依據國家的成長前景、通膨及其官方

利率作為評價考量，然而，當發行者無法償付利息及本金時，投資人必頇承擔違

約風險。 

 

投資人可用另類資產作投資，如商業房地產、原物料及透過基金管理公司的

其他另類資產，這類資產成長潛能較高，但風險也比現金及債券高。長期而言，

股票提供潛在報酬，投資人可望受惠於企業獲利、股利發放及公司的成長動能。

股票是抑制通膨的有效工具，但也是波動性高的資產類別。 

 

 

 

 

 

 

圖 7：各資產的風險比較 

 

 

低風險，低報酬 

現金基金     債券性基金私募基金      個人基金 

高風險，高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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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機 

(一)、投機的定義 

投機的定義投機與保值恰好相反，投機不是避免外匯風險，而是接受或利用

外匯風險。投機不是要儘量減少損失，而是要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匯率不斷變

動恰好為投機者追求利潤提供了機會，創造了條件。投機者既可以利用軟貨幣投

機，也可以利用硬貨幣投機。 

 

投機的定義為：「未經分析、且在本金及回報上也沒有把握，亦不考慮風險

就投入資金者」。經理性的財務分析做出投資判斷者才屬於「投資」，一樣是資

金投入，但主要的差異在於「財務分析」，有一說法是，經過理性的財務分析後

做出投資配置的判斷者才屬於投資，而其他的短線預測行為則多屬於投機。投資

與投機並沒有絕對的對錯，重要的是心態調整問題，想投機的人就學投機的技巧

與語言，想投資的人就學習投資的技巧與用語。讓自己徹底的融入正確心態情境

中面對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 

 

最忌諱的是「背著投資的皮，骨子裡卻是投機心態」，若在兩種迴異且衝突

的技巧間不斷的自我解釋造成損益的理由，要看見成績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要解決收入不足的問題，唯一的解決之道便是「賺取更多收入」，舉凡自我投資

加強技能來爭取更高的薪資水準、透過獵人頭公司來爭取新的身價或是進行金融

投資來分享企業經營利潤這都是可行的作法。投資人心中想投資，卻詴圖預測趨

勢來賺取高利潤，而金融投資則是持續吸引眾人的目光，讓不少人前仆後繼的投

入該領域內，希望能開創出新的收入方式。這由近年來逐漸升高的金融證照考詴

熱度與無數投資社團的成立來看，可說是受到普遍的重視。 

 

投資人雖然心中想著要投資，卻詴圖進行預測短期趨勢來賺取高額的利潤。

這道理不難理解，一般人普遍都有理財快速致富的焦慮感，坊間的雜誌不斷冒出

的致富傳奇，總讓人躍躍欲詴，希望下一個就是自己。長線獲利與短期交易的獲

利率水準，從數字上來看差異太大。一般人很容易陷入報酬率的單點迷霧中，忘

卻了風險損失的存在。舉例來講：長線報酬 10%/年和短線交易報酬 10%/二週，

想快速致富的人普遍會選擇後者來作為選項。兩者的時間差異太大，想要年輕致

富者認為選擇後者才有機會，而這樣的想法正是踏進了短期周轉投機的陷阱當

中。 

 



18 
 

由幾種常見工具可知，當報酬率拉高的同時下跌的風險也同步升高。換言之，

在保證回本的情況下，投資人所得的報酬頂多是打平通貨膨脹的比率，要超越通

膨必頇承受風險損失的可能。而投資必然風險與報酬並存，高報酬的背後必定有

等量的損失風險存在。絕不存在高報酬卻低風險的事件。但短線的誘惑確實驚人，

很容易就讓人忘了進入市場的初衷。 

 

(二)、蘇黎士投機定律 

蘇黎士投機定律(Zurich Axiom)是早期在華爾街股市從事股票投機、並希望

因此而致富的一群瑞士人所使用的術語。華爾街傑出交易員能夠賺大錢，並不是

因為他們依賴某些公式或相信某些規律。事實上，所有成功的投機者都具有共通

的特性。這些個人特質和基本分析或技術分析完全無關，而只是對投機的態度。 

蘇黎士定律所討論的就是投機的態度。它是一群瑞士投機者在華爾街長期從事股

票期貨投機，歷經失敗所總結出來的致勝之道。它可以提供任何投資者或投機者

從事金錢遊戲並控制風險的法則。蘇黎士定律也是任何投機人士必頇優先學習最

簡單和最有效的操作法則。 

 

所有的投資都是投機，其中的差別只是有些人承認有些人否認而已，蘇黎士

定律總結的十二條主要定律和十六條次要定律實際上就是金融操作最根本的結

論。惟有投機才能致富，而投資人應該設法在風險中求勝。 

 

蘇黎世投機定律的內容： 

(1)、主要定律： 

1. 論風險：如果你對自己從事的投機不感到憂慮，那麼你冒的風險肯定不夠。 

2. 論貪婪：儘早獲利了結。 

3. 論希望：當船開始下沈時，不要禱告，趕快脫身。 

4. 論預測：人類行為是無法預測的，絕對不要相信任何能預測未來的未卜先

知。 

5. 論條理：混亂並不危險，相信規律才危險。 

6. 論靈活：不要讓資金陷在某個投機工具上，隨時得保持機動性。 

7. 論直覺：只要是能夠合理解釋的直覺或預感，就可以作為投機活動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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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論神祕主義：迷信股市的漲跌受超自然力支配，這是不可能的。 

9. 論樂觀與悲觀：預期最佳狀況會發生就是樂觀，而信心則是知道如何處理最

壞的狀況。決不要因為樂觀而採取投機活動。 

10. 論群眾：不要跟著群眾走，他們也會犯錯。 

11. 論頑固：失敗時別氣餒，設法忘掉失敗的痛苦，重新再來。 

12. 論計劃：長期計劃會讓人產生未來完全在掌握之中的幻覺。決不要為自己做

長期計劃。 

(2)、次要定律： 

1. 始終要下有意義的賭注：「只下你擔得起損失的賭注」。 

2. 避免過份分散風險：「把所有的蛋放在一只籃子內，然後孚護這只籃子」。 

3. 預先決定投機賺多少，目標達成後，立即獲利了結，除非你有真正必頇相信

的理由，否則保持原來信念，離開它。 

4. 欣然接受小損失，儘管歷經多次失敗，但要設法一次扳回來。 

5. 當心歷史會重演的心理陷阱。 

6. 謹防圖表分析的幻覺。 

7. 勿輕易論斷因果關係。 

8. 必犯賭徒的荒謬心理。 

9. 不要因為義氣或念舊而駐足於已經沒有希望的投機活動。 

10. 如果有更吸引人的機會橫在面前，要毫不遲疑脫開原來樊籠。 

11. 絕對不要把希望和預感混為一談。 

12. 占星術要是靈的話，占星學家早都發了。 

13. 不要過度迷信。如果你能淡然處之，也可以享受到一些樂趣。 

14. 不要追逐風潮。沒有人進場的時候，往往就是買進的時機。 

15. 決不要用向下承接的攤平法挽救沒有希望的投機。 

16. 避開長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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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機策略： 

1. 把錢投入風險事業，不要怕遭受損失，所涉入的冒險事業，由於你願意面對

它，就等於是給自己一個唯一能發財的機會。其代價是產生憂慮的精神狀態，

而它是生命的刺激品。 

2. 在到達預定的目標時，除非出現了某種新形勢而能使你肯定你會繼續在一段

時間內獲利，否則要抓住儘早脫手的原則，當出場後就不要因獲利機會仍在

而懊惱折磨自己。 

3. 當困難橫在你面前時，不要等待，果斷地離開它，不要期望，不要祈禱，不

要懷疑。 

4. 不要以預測來決定你的投機方向，而要根據你能看到的事情而採取迅速發動

的反應。不要讓「我有理由相信會成功」變成「我認為它必然會成功」，永

遠不要失去你可能下錯賭注的看法。如果投機成功而又發現自己處在計劃之

中，那就不妨持長；反之，擺脫它。 

5. 不要根據條理投機，條理並不存在，每一事件都當作獨立的，盡其所能做好

準備工作，滿懷自信面對投機，隨時保持警戒，任何時候發生意外，就準備

脫身。 

6. 保持機動性，不要因為某種特殊原因深陷於特定一項投機工具，投機機會有

很多，若你在一特定的工具紮根太久，會失去其它更多的投機機會。 

7. 直覺不見得正確，只要你以謹慎和懷疑的態度去處理它，可以利用其作為有

利的投機工具，切記預感不可和希望混淆。 

8. 理智處理你的錢財，保持錢和超自然兩個世界的獨立，神不會關心你的銀行

帳戶，也不會幫你賺錢。 

9. 不要只因為樂觀而採取行動，樂觀可能是投機者最大的敵人，它使一般人的

判斷陷入模糊狀態，要先明確地訂出計劃，那麼你將獲得比樂觀更好的「信

心」。 

10. 要能承受與多數人意見不同的壓力，對它的存在和潛在的殺傷力要存有一種

敏銳的認知。 

11. 不要固執地追逐一項投資，放棄某個投資讓你虧錢的想法。不要為了改善你

的處境，而一味執行迷人的而錯誤的攤平法。要自由選擇投機工具，不要迷

惑自己而放棄自由。 

12. 面對不可知的未來提出長期計劃是無用而且危險的。絕對不要在長期計劃或

長期投資上紮根，應當面對當前的事立即做出反應，將錢投入風險，只有一

種長期計劃是必要的，就是要有致富的旺盛企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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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 

「投資」與「投機」，儘管有許多人詴著解釋二者之間的不同，但依舊有許

多人還是不清楚之間的差異，更不知自己到底是在「投資」抑或是「投機」。曾

經聽說美國紐約華爾街的證券市場非常流行一句話，就是「投資者是成功的投機；

而投機者是失敗的投資。」這就說明了投資和投機是一體兩面的，而之間的差別

只在於風險的掌投程度而已。 

 

 又有 Howard Marks 在《有關投資與人生最重要的事》書中給了一個定義：

處理未來。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那個可以百分百正確預言未來的水晶球，所以其

實這一句話又可以換成：「瞭解風險、認清風險、控制風險」這三件事。只是其

實這三件事根本都不能做到百分百的肯定，尤其是瞭解風險這件事。你以為你已

經非常瞭解目前的部位承受的風險的時候，往往最後的結果是有自己低估或是沒

估計到的風險確實發生，然後自己就因此部位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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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繪本腳本 

 

頁 畫外音 圖像 對話 

第一章投機的壞習慣 

 人物介紹 投機、儲蓄、投資、小

精靈 

 

01 投機和儲蓄是很好的朋

友。 

教室上課場景。  

02 下課的時候投機常常和

儲蓄一起到合作社買東

西。 

合作社場景，投機買

單。 

投機：我請你 

儲蓄：謝謝 

03.

04 

放學的時候總是有穿得

很正式的人來接投機放

學。 

放學場景，長禮車、司

機接投機放學，投機和

儲蓄揮手表示道別。 

投機：要不要搭便車? 

儲蓄：我還是走路就好

了，謝謝，明天見。 

05.

06 

儲蓄在回家路上總會經

過一家文具店，櫥窗裡擺

放著一隻大白熊娃娃，雖

然他很喜歡，但仍堅持將

錢省下來。突然他看到櫥

窗下有一隻娃娃。 

儲蓄站在櫥窗前，注意

到櫥窗下躺著一隻娃

娃。 

儲蓄：你怎麼會掉在這

裡呢？ 

07 儲蓄將娃娃捧在手心，忽

然娃娃動了起來。 

儲蓄驚訝的看著小精

靈。 

儲蓄：妳…妳是誰? 

小精靈：我是財富小精

靈，今天開始我要在人

間修行 

儲蓄：原來如此，那妳

要不要暫時住我家

呢？ 

08 儲蓄和財富小精靈馬上

就變成很要好的朋友。 

儲蓄和財富小精靈一

起玩耍、吃飯、睡覺。 

 

第二章儲蓄的小幫手 

09 隔天，儲蓄帶著財富小精

靈一起上學。 

教室場景。儲蓄帶著小

精靈剛到校，看著投資

悶悶不樂的坐在位子

上。 

儲蓄：投資，早安！ 

投機：早安……。 

儲蓄：你怎麼了嗎? 

投機：媽媽說爸爸失業

了，所以我的零用錢變

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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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畫外音 圖像 對話 

10 放學的時候沒有司機來

接投機，於是投機和儲蓄

一起走路回家。 

回家的街道，經過一家

文具店，投機指著櫥窗

裡的娃娃。 

投機：這娃娃好可愛，

我們進去看看。 

11 投機很喜歡大白熊娃

娃，但是價錢太貴了，以

他現在的零用錢根本買

不起。 

文具店內，投機買了其

他雜七雜八的東西正

要付錢。 

投機：我的錢不夠買大

娃娃，那就先買這些好

了。 

12 1.這時財富小精靈飛了

出來。 

3.投機嚇了一大跳。 

 

財富小精靈飛到投機

的面前。 

2.財富小精靈：等等！

你的零用錢已經快要

不夠支付這些文具

了！ 

4.他大叫：你是誰？ 

13.

14 

 財富小精靈變出存錢

筒、記帳本。 

財富小精靈：我是財富

小精靈，我的任務就是

來培養大家正確使用

金錢的概念。這個送給

你們，夢想存錢筒和成

功日記，它們是能幫助

你們存錢的好幫手。 

儲蓄和投資：謝謝財富

小精靈！我們一定會

好好善用的！ 

15 於是儲蓄和投機開始每

天存錢，並詳細的紀錄每

筆現金的流向。 

投機和儲蓄兩個人開

始用存錢筒和記帳本。 

 

16 一個月後，儲蓄和投機又

經過了那家文具店，大白

熊娃娃依舊在櫥窗裡。雖

然投機存的錢已足夠買

下娃娃，但他現在已經不

想要買了。 

街道場景，櫥窗裡的大

白熊。投機和儲蓄從前

面走過去。 

 

第三章投資的好方法 

17 現在投機覺得自己更明

白怎麼珍惜金錢了。 

投機與財富小精靈。 投機：財富小精靈，我

存了一些錢，可是我不

知道要用在哪裡，可以

請你幫助我嗎？ 

小精靈：跟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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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畫外音 圖像 對話 

18 財富小精靈帶投機和儲

蓄來到才藝班門口。 

繪畫才藝班門口，遇見

投資，打招呼。 

小精靈：投資！這是投

機和儲蓄 

投資：你們好。 

19.

20 

2.投資把自己使用零用

錢的方法分享給大家。 

 

投資向儲蓄和投機分

享 

儲蓄和投機大開眼界 

1.投機：其實…我們想

問你是怎麼使用自己

的零用錢的呢？ 

3.投資：我會用零用錢

買材料和書來學習畫

畫。 

4.小精靈：投資把錢用

在學習繪畫，除了充實

自己，也讓生活變得更

多采多姿呢！ 

21  儲蓄掛著夏威夷花

圈、投機穿著商務人士

西裝、投資是畫家。 

投機：我知道了，所以

我們應該要把錢分成

三塊: 第一塊是存款，

第二塊是投資，最後剩

下的錢才拿去做適當

的消費。這樣才能夠腳

踏實地的完成我們的

夢想! 

22  儲蓄、投機和財富小精

靈道別。 

財富小精靈：你說的一

點都沒錯！那我的修

行也告一段落了，希望

你們能夠繼續有效率

的規劃金錢用途，為自

己打造一個美好的未

來！後會有期！ 

儲蓄、投機：謝謝財富

小精靈，祝妳一路順

風！ 

23 小朋友，你也有一個偉大

的計畫等著去完成嗎？

現在就一起做好理財規

劃，一步一腳印地實現夢

想！ 

財富小精靈飛向天際  

24  記帳表格  



25 
 

第五章：作品回饋 

一、讀後心得 

小學二年級８歲 潘同學 
我的爸爸賺錢很辛苦，所以爸爸給我零用錢的時候，我都會和他說謝謝，因

為這樣我就可以買點心和很多可愛的鉛筆，我喜歡故事裡的儲蓄，因為他不像投

機亂花錢，所以我不要跟他一樣看到喜歡的東西就買，我要學儲蓄把錢存起來，

如果有人給我存錢筒和記帳本，我會好好存錢，不會每天都花錢去買牛奶喝。 

 

小學二年級８歲 江同學 

我覺得儲蓄好聰明，因為他把錢留下來，如果投機學儲蓄把錢留下來，就會

有很多很多錢可以買更好的東西了，我也要變聰明，不要一拿到錢就買東西，要

先留下來，以後要花才有錢，要是同學一直想亂買東西，我會變成小精靈跟他說

不可以亂花錢，要把錢存起來。 

 

小學三年級９歲 熊同學 

我覺得我和投機很像，因為我們都是有錢就去買飲料和餅乾，錢花光就去跟

媽媽拿，然後媽媽就會唸我，可是我是因為有愛心才買東西給別人吃，而且我同

學有時候都沒有帶錢，我就買喝的給他，不然他一天都不能喝東西很可憐，可是

現在我不要再請他們了，要讓他們花自己的錢，所以下次要叫媽媽買存錢筒給我，

他知道我要把錢存起來一定很高興，還要跟他講這個故事，還有現在我在學鋼琴，

和投資一樣有好好花錢，以後我會聽老師的話，這樣他就會更認真教我，長大就

可以當個鋼琴老師。 

 

小學五年級１１歲 黃同學 

看完故事以後，我看出怎麼花錢很重要，不是每個想要的東西都可以買，以

前我不懂，所以常常在商店跟媽媽鬧脾氣，因為我想要的東西他不買給我，可是

現在我知道錢要好好使用，只是我還沒有做過記帳，可能之後有機會可以詴詴，

因為媽媽以前就教過我怎麼記帳，有記帳的話才會清楚現在還有多少錢。 

 

小學六年級１２歲 王同學 

從小我就有養成存錢的習慣，有沒花完的零用錢和過年收的紅包錢，我都會

自己存起來，所以我明白存錢是很好的，不用擔心錢會花完又要跟爸媽拿錢，從

這本繪本我學到可以把錢用在自己的興趣上，因為我覺得存越多錢，反而越捨不

得花錢，所以我想向投資學習，看自己應該怎麼花錢才對自己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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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論與建議 

「我們一定要讓小孩懂得，爸媽不是永遠都有足夠的錢幫你買東西，」這個時

代，錢的概念非常抽象，一張張紙鈔，只是錢的一種。日常的交易透過信用卡、電

腦鍵盤、手機，幾秒之內就完成。孩子若不知道這些過程，很容易就忽略了所有東

西都必頇付出代價的真理。跟孩子好好談錢，是協助他們成為金錢主人最重要的第

一步。原則是在生活當中，用具體的比喻，讓孩子正確理解金錢的價值。 

 

每個父母對於子女的教養方式各自不同，但都希望可以增強孩子的掌控能力，

養成願意「再等一下」的意志力。意志堅定的孩子，能夠抗拒巨大的商業誘惑。日

常生活中，父母訓練孩子逆勢掌控欲望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就是透過零用錢來練習。

為孩子創造賺取收入的機會，能讓他明瞭成就是來自於自己的努力，對自己更有信

心。在生活中用具體的生活經驗，來幫助孩子建立價值觀，讓金錢成為孩子追求夢

想的翅膀。 

 

隨著理財的觀念漸漸普及，在台灣新北市白雲國小為了培養學生的理財觀念，

開辦全國第一個專屬小學生的實體銀行。讓「雲端金控」在校園深化，教導學童

從小具備正確的理財觀念。許多大專院校的學生也會藉由國小營，深入國小藉由

玩遊戲的方式教導小朋友正確的金錢觀。 

 

我們選擇以繪本傳達簡單的「儲蓄」、「投資」、「投機」的概念，呈現三者之

間的觀念及彼此的關係，以兒童的觀點出發，由深入淺出的方式幫助孩子思考金

錢的價值、學習規劃運用零用錢，一般人一定會覺得錢越多越好，想買什麼就能

買什麼，但其實懂得怎麼用錢，比擁有錢更重要。全世界最有錢的墨西哥電信大

亨史林，從小就有記帳的習慣，我們用孩子易懂的圖畫語言做解說，期待以活潑

的故事內容讓小朋友能輕鬆的了解到正確的理財觀念 

 

大多數小朋友心中都有遙不可及的夢想，但是大部分的夢想都要靠自己的努

力去換取，其中也包括需要足夠的金錢才可以實現，所以想要引領小朋友能有效

運用並處理好錢的問題，就能夠更容易完成自己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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