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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內文：

普惠金融的推動是希望因為距離、貧窮、身份等原因，被排斥在金融服務之外的族

群得以使用金融服務。曾有文獻指出，教育程度會影響使用者對金融服務的接受度，進

而影響金融服務使用普及率，因此，若想提升普惠金融發展，研究高等教育跟普惠金融

之關係是具備實務意涵的重要議題。

本研究探討國民教育程度與普惠金融普及率的關係。以九個東亞與東南亞國家為樣

本，蒐集2015年至2020年各國教育與金融等數據資料，並根據相關文獻建立假說，以實

證方式分析教育與普惠金融之相關性。

實證結果顯示一國的高等教育比例與普惠金融發展顯著正相關，表示教育程度提升

，該國普惠金融發展程度愈高；至於金融風險抵抗力與普惠金融的關係受到模型影響；行

動支付與傳統普惠金融衡量指標則與普惠金融發展呈負向關係。

本研究結果彰顯教育程度對於發展普惠金融的重要。對政策制定者而言，提升人民

教育程度及金融商品的理解，是推動普惠金融的重要基礎工作，因為教育程度提升有助

於提高金融服務供給者與需求者雙方處理金融商品的能力。另外，行動支付比例與金融

機構分支機構數呈現負向關係，此結果可供金融業者實務營運參考，即金融機構提供金

融服務的樣態，必須隨著社會與金融科技的發展調整。

關鍵詞：普惠金融、高等教育、金融服務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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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前言

一、研究動機

依據金管會公布的110年衡量結果，我國每十萬成年人平均243萬筆行動支付交易筆

數、166台ATM提供服務，高於全球平均之104萬筆、54台，且較109年分別成長59.03%、

3.1%；每千成年人擁有540個數位存款帳戶，較109年成長62.65%。顯示台灣民眾在使用

金融服務的人數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方便，金融商品的購買與使用比例也日益增加，由此

可知推動普惠金融的成效越來越明顯。

龍佐佳（2022）認為若要實現普惠金融的目標，不僅要改善金融供給，還要從需求面

加以重視，必須提高消費者的金融素養才能增加消費者有效需求。因此想促進普惠金融

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加強對國民的金融教育！

2022年的調查結果，台灣儘管面臨疫情的肆虐，但在政府與民眾同心抗疫下，有效

帶動整體的財富增加與金融風險抵抗力提升，整體分數反較2020年疫情初期進步，亮眼

表現在國際間傲然鶴立；然而，我們也看到令人憂心的現象：財務脆弱族群與年輕人不僅

沒搭上進步的列車，反而在金融素養上呈現惡化的態勢，造成貧富差距更趨擴大的結

果。

對於縮小貧富落差，若能透過有效的教育方法，提升弱勢者的金融素養，讓每個人

都有財務自立以及財務幸福的機會，貧富的鴻溝將自然消弭。尤其面對金融科技與自媒

體時代下，詐騙與假知識的橫流，金融素養的提升，更是弱勢者改善財務情況的關鍵。展

現在實際的對策上，就是應考量金融型態變遷與金融科技發展，重建民眾的貨幣直覺，

掌握財務規劃技巧。對此，金研院經過不斷地研究、發展與迭代，對真正「有效」的普惠金

融教育模式，累積了一些成果與經驗，希望透過教育的力量，真正改善受教者的金融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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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圖可以看出台灣從2015~2020年教育程度有很大的提升，從98.6%上升到99%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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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源：

中

華

民

國統計資訊網

圖形繪製:本研究繪製

圖 1、台灣2015年~2020 15歲以上人口教育程度識字率

此圖包含五個亞洲國家的數據，此圖可得知中國開始重視教育，它們的高等教育研

發展經費逐年增加，也是五個國家中最多的。

資

料

來

源：

OECD

圖形繪製: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PRIDE指標資料庫

圖2、2015年~2020高等教育研發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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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圖可得知韓國的高等教育在學率最高，台灣、俄羅斯位居二三名，香港也逐年

快速地增加。

資料來源：APEC

圖形繪製: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PRIDE指標資料庫

圖3、台灣2015年~2020粗在學率-高等教育-總計

此圖看出國中、小幾乎都會選擇繼續升學，高中2019年的升學率有突然下降2020年

就恢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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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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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網

圖 形

繪 製:

本 研

究繪製

圖4、2015年~2020台灣各級學校畢業生升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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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圖看出18歲到21歲在學率有逐漸上升，但22歲的人群就沒有什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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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繪製:本研究繪製

圖5、2015年~2020台灣高等教育淨在學率

107年到109年台灣就業人數一直持續在增加，108年到109年更是以暴增方式上升。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圖形繪製:本研究繪製

圖6、2018年~2020台灣就業者增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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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台灣推出普惠金融的各項措施

金管會參考「圖8 G20普惠金融指標體系」，依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現況，在民國110年

建置了「我國普惠金融衡量指標」，並訂定24項衡量指標，藉此衡量我國普惠金融的發

展。

普惠金融衡量指標有三大面向：

金融服務可及性、金融服務使用性、金融服務品質。

資 料

來 源

： 財

金 論

壇

圖 形

繪 製:

G20金融穩定委員會繪製

圖8、G20公布的數位普惠金融8項主要原則

根據教育部全球資訊網歷年統計的資料顯示，圖9為2015年～2020年高等教育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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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數占高等教育學生數比率以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來看香港位居第一、馬來西亞第二、

臺灣第三，但其實中華民國、日本、俄羅斯這三個國家這幾年一直不分上下。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圖形繪製:本研究繪製。

圖9、2015年~2020年高等教育國際學生人數占高等教育學生人數比率

由此可知各國越來越重視教育的程度了，各國學生往世界各國留學的比例日漸增加

，出國能使學生們能增廣自己的眼界，學習更多元的文化與知識也能使各國學生間互相

交流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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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顯示各國的高等教育人數佔總人口數比率，各國都呈現上升的狀況，本研究擬

探討普惠金融與高等教育的關係，其中之一就是因為隨著國人平均教育程度提升，可能

降低因為教育程度被差別對待，或者因為不識字而無法使用金融服務的狀況，但對於普

惠金融是否有實質的幫助，能否能達成普惠金融的核心價值，讓社會大眾都享有平等的

金融服務，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問題。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圖形繪製:本研究繪製。

圖10、2015年～2020年各國高等教育入學率百分比

胡文濤（2015）發展普惠金融，不僅需要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還需要提高服務對象

的金融素質。加強國民金融教育，普及金融知識是提高國民的金融服務接受和使用能力

，還需降低金融排斥和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有效途徑與方法，是發展普惠金融的重要關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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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最基礎的功能就是保險與金融服務，因此由圖11代表普惠金融的程度，因

為PRIDE只提供到2019年保險與金融服務使用率的說明，但能從圖表看出香港一直都是

第一，而部分國家也都日益增加！由此可普惠金融的程度各國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資料來源：World Bank

圖形繪製:本研究繪製

圖11、2014年～2019年保險與金融服務使用率

楊虹（2021）的研究提及教育程度與數字普惠金融的關係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

具有延緩貧窮效應；而受教育程度減緩貧富差距，發揮有效的作用，教育水準對數字普

惠金融而言是減少貧富差距的重要目標，應加強投入教育及普及金融知識和普惠金融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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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中金融服務可及性的衡量指標有一項是各國家每十萬成年人擁有的商業

銀行分支機構數（詳圖12），這個指標可以顯示金融服務的可及性，可反應普惠金融的程

度，圖12顯示日本一直位居第一，俄羅斯位處第二，台灣緊追在後！由此可知普惠金融

發展程度各國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世界銀行

圖形繪製:本研究繪製。

圖12、2015年～2020年各國家每十萬成年人擁有的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數

金管會表示，設置「我國普惠金融衡量指標」的目的除了解推動金融措施的成效外，

也期望透過目標的設定，追求更好的金融服務品質，並且也希望各家金融業能依普惠金

融衡量指標作為調整服務策略的參考，並透過各項措施，鼓勵金融業推出符合社會各界

需求的金融商品或服務，提升國人金融素養及增加金融服務的使用率，藉以提高生活品

質，實現包容性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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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13為台灣經濟成長率為例， 2020年受情影響下，台灣經濟情勢不穩及景氣低迷，但

在2021年有大幅成長的趨勢，在各產業都受衝擊的情況下，我國仍能在2021年有所成長

，相信是有政府相對應的措施、政策，讓台灣能不因疫情衝擊影響，並用有效的方法提高

生活品質，同時也希望藉著教育並推動普惠金融的重要，讓不只台灣甚至是世界各國都

能

有

更

好

的

發

展。

資料來源：國發會，

圖形繪製:本研究繪製。

圖13、2017年～2021年台灣經濟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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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蔡英文總統2022年在政治大學國際金融學院舉行揭牌典禮，在典禮上表示『未來政

大國際金融學院將採雙語授課，以4大主軸，包括國際資產管理、金融創新與商品、ESG

責任投資與普惠金融，以及金融法遵與監理，來結合產業界的量能，共同規劃相關的課

程，我相信這種兼顧理論與實務的方式，一定能好上加好，成為我們高等教育辦學的一

個新的模式。』

台灣擁有良好的國際信用和豐沛的外匯存底，有發展金融業務的穩健基礎，也有發

展國際金融的堅強實力，政大國際金融學院是國內第二所成立的金融學院，任務只有一

個，就是要結合大家的能量，一起來培養下個世代跨領域的國際金融人才，加速台灣邁

向亞洲企業資金調度中心和高階資產管理中心。

校長郭明政說，期待經由政府、產業界及大學合組的監督委員會、管理委員會及課

程委員會，得以發揮巨大能量，為台灣高教開創新局，並期盼從國際金融學院培育出來

的青年，未來能在紐約、倫敦、法蘭克福、新加坡、曼谷、雅加達等地一展長才，讓台灣在

國際金融版圖中，扮演關鍵角色。

由此文章看出政府逐漸重視國際金融人才，普惠金融的發展是重要的政策目標，也

是金融產業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因此了解普惠金融發展的影響因素是重要的實務議

題。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影響普惠金融的因素，透過實證的方式，分析教育程度、金融風

險抵抗力與行動支付發展等因素與普惠金融之關係，希望能以實證結果提供實務與政策

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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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文獻回顧與探討

黃大哲（2020）分析金融普惠與其根源—金融服務的接觸面兩者的決定因素。分析結

果顯示，年齡、所得、教育程度等個人因素，與國家發展程度、政府清廉程度、性別平等

程度、金融發展程度皆有明顯的影響金融服務的普及。其中性別平權對女性金融普惠尤

其有明顯的助益。金融發展程度與性別平等程度有助於中等教育程度的民眾使用金融服

務。個人因素、人均所得、清廉程度、金融發展程度及性別平等程度皆對金融帳戶的持有

率有正相關。

李宜馨(2021)在她的研究論文中提到因為距離、貧窮等原因，導致部分人群無法使

用金融服務！為了探討台灣個人普惠金融對於金融風險抵抗力的影響，本研究使用世界

銀行2017年《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數》資料庫進行次級資料分析，發現金融風險抵抗力與普

惠金融還有個人特徵中的教育程度都有顯著正相關。

王威廷(2019) 以情境舉例:透過貸款受更高等的教育以提升人力資本，或是自行創

業以獲取商業上的報酬。實證結果顯示，普惠金融程度的提升，在創業與企業家精神的

部分，高-中高所得國家中有正向顯著。

楊惠晴（2018）以非先進國家之亞洲地區16國作為研究標的。採用此16國家對於金融

機構帳戶及行動帳戶的性別、教育程度及所得來預測及分析各國所需之普惠程度；擁有

金融機構帳戶及行動帳戶之性別、教育程度、所得對15歲以上的成年人受普惠程度越高

，亦證明金融越普及。實證結果表明，行動支付與普惠金融雙方面有顯著之正關聯性，因

此普惠程度也越高。

黃仲翊(2020)當電子貨幣接受度為外部因子所控制時，銀行普及率的上升會使人們

增加持有存款的意願，也能提高交易中現金的支出比率，由此推論所表示銀行普及與行

動支付發展間具有替代性。另一種說法，當廠商能選擇是否接受電子貨幣時，銀行普及

率上升將導致廠商降低技術投資報酬，因此，若想要維持行動支付的平衡，社會必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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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整體的電子貨幣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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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羿忞(2021)透過研究，發現金融科技發展事業的同時，也促進普惠金融和SDGs

「終結貧窮」、「合適的工作以及經濟成長」的實現，而這兩項目也與普惠金融所提倡的息

息相關；證實金融科技確實對普惠金融的實現有正面影響。在實現普惠金融的因素之考

察當中，發現金融科技和金融革新在普惠金融的實現扮演重要的角色。某些借款人類群

會因信用憑證不足，導致無法使用金融服務，若是能利用數據分析解決此問題，將有助

於台灣走出金融瓶頸還能促進整體社會發展。

表 1、文獻整理表

影響普惠金
融發展因素

參考文獻 研究結果

教育
黃大哲（
2020）

金融普惠、法規
體制與性別角色

分析結果顯示，年齡、所得、教育程
度等個人因素，與國家發展程度、
政府清廉程度、性別平等程度、金
融發展程度皆有明顯的影響金融服
務的普及。

金融風險抵
抗力

李宜馨
(2021)

普惠金融與金融
風險抵抗力之關
聯性探討 -以台
灣為例

金融風險抵抗力與普惠金融、金融
風險抵抗力與教育程度都有一定程
度的正相關。

創業
王威廷
(2019)

普惠金融與貧
窮、創業和所得
不均之研究

普惠金融程度的提升，在創業與企
業家精神的部分，高-中高所得國家
中有正相關。

行動支付

楊惠晴（
2018）

行動支付及影響
普惠金融因素實
證分析-以亞洲國
家為例

行動支付與普惠金融雙方面有顯著
之正關聯性，因此普惠程度也越
高。

黃仲翊
(2020)

行動支付、金融
普惠與營業稅優
惠

銀行普及率上升會使人們增加持有
存款的意願，也提高交易中現金的
支出比率，因此銀行普及與行動支
付發展間具有替代性。

蔡羿忞
(2021)

金融科技帶來的
社會永續之探討-
以普惠金融的觀
點

證實金融科技確實對普惠金融的實
現有正面影響。

*本研究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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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研究假說與實證方法

本章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本研究之假說，第二部分說明樣本資料來源，第三部

分說明本研究之變數及實證模型。

一、研究假說

(一)普惠金融與高等教育

根據黃大哲（2020）的研究資料所示，年齡、所得、教育程度等個人因素，與國家發展

程度、政府清廉程度、性別平等程度、金融發展程度皆明顯影響金融服務的普及，故本研

究設假說 1如下:

假說1:普惠金融與高等教育顯著正向關係

(二)普惠金融與金融風險抵抗力

根據李宜馨(2021)的研究，教育與普惠金融和金融風險抵抗力有關，而教育程度可

能影響金融消費者對金融服務的理解與接受度，當教育程度愈高，普惠金融也愈高，因

此本研究預期教育程度與普惠金融呈正向關係，設假說 2如下:

假說2:普惠金融與金融風險抵抗力顯著正向關係

(三)普惠金融與創業

根據王威廷(2019)的研究，普惠金融和創業與企業家精神有關，而國家所得也會影

響相關程度，在中、高所得國家會呈正相關。

假說3:普惠金融與創業呈正向關係

(四)普惠金融與行動支付

根據楊惠晴(2018)、黃仲翊(2020)與蔡羿忞(2021)的研究，金融科技的廣泛利用，因

19



此使用行動支付的人越來越多，導致普惠金融加速成長，因此使本研究預期行動支付和

普惠金融發展存在正向關係，設立假說3如下:

假說4：普惠金融與行動支付呈正向關係

二、樣本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東亞國家及東南亞國家九個國家為研究對象，研究期間為2015年至2020年

資料，普惠金融數據中，台灣的數據從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取得，其他國家則從世界銀行

獲取；高等教育比例從世界銀行獲取；金融風險抵抗力台灣資料從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獲取，其餘從世界銀行獲取；創業數台灣資料從經濟部商業司「公司登記統計」獲取，其

餘從世界銀行獲取，行動支付資料從資策會蒐集。

三、衡量變數與實證模型

本研究設實證模型如方程式(1)：

Y = α + β1HED + β2FRR +β3SAB＋β4PAY + 𝜀 (1)

(一)被解釋變數：

被解釋變數(Y)採用普惠金融衡量指標中的金融服務可及性衡量變數之一，此變數

衡量各國家每十萬成年人擁有的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數。

(二)解釋變數：

1.高等教育比例（變數名稱設為HED）

高等教育是大學、文理學院、理工學院和師範學院等機構所提供的各種類型的教育

，包括專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其基本入學條件為完成中等教育，學完課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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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學位、文憑或證書，作為完成高等學業的證明，此變數衡量高等教育入學率佔總人

口數百分比。

2.金融風險抵抗力（變數名稱設為FRR）

金融風險抵抗力包括四面向：「自身財力」、「金融服務取得」、「金融素養」、「他人支

援」。由於儲蓄率能反應金融需求者的自身財力，因此本研究採用儲蓄率為代理變數。

3.創業（變數名稱設為SAB）

此指標衡量各國註冊的新企業數（家）。

4.行動支付（變數名稱設為PAY）

此指標衡量各國電子支付總使用人數/總人口比率。

第肆章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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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的實證結果列示於表2，其中模型1至4係採逐步迴歸之結果。

根據表2的結果，高等教育的估計係數顯著為正，與本研究預期相符，隱含教育程度

較高，金融服務需求者對金融商品的理解較高，因此使用金融商品能力較高；而教育程

度也會影響金融服務供給者提供金融服務的能力，因此提高普惠金融的發展程度。而金

融風險抵抗力估計係數在不同模型中的顯著性不同，但大致顯示負向關係，隱含金融風

險抵抗力愈高的國家，其儲蓄率較高，但該國設立的金融機構分之數並未隨之增加。

至於行動支付係數顯著為負，與本研究預期不相符，可能原因是本研究使用的普惠

金融指標是實體金融機構分支數，如果支付透過行動載具完成，金融消費者對實體分支

機構的需求就會降低，因此呈現負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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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普惠金融影響因素實證結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高等教育

比例

0.195***

(4.521)

0.154***

(3.615)

0.261***

(4.861)

0.249***

(5.162)

金融風險

抵抗力

-0.276***

(-2.936)

-0.295**

(-2.45)

-0.203

(-1.695)

創業家數
-0.00001 *

(-1.771)

-0.00001

(-1.657)

行動支付
-0.15***

(3.187)

截距
5.837**

(2.042)

16.232***

(3.664)

13.291**

(2.51)

18***

(3.869)

R平方 0.29 0.396 0.498 0.687

樣本數 52 52 48 32

註:本研究以最小平方估計，以上數值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三位，*，**，***分別表示顯著水準為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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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鑒於普惠金融的重要性，本研究以東亞國家及東南亞國家九個國家為樣本，蒐集

2015年至2020年的資料，以實證模型分析影響普惠金融發展的因素。實證結果顯示一國

的高等教育比例與普惠金融發展顯著正相關，顯示教育程度的提升對於普惠金融發展是

重要影響因素；至於金融風險抵抗力與普惠金融的關係受到模型影響、行動支付與傳統

普惠金融衡量指標則可能為負向關係。

普惠金融與教育發展為未來趨勢，教育的變化會反映普惠金融發展的普及，同時金

融風險抵抗力、行動支付、創業家數之提升皆會使普惠金融程度上升。

二、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教育程度對於發展普惠金融的重要。對政策制定者而言，提升人民

教育程度及金融商品的理解程度，是推動普惠金融的重要基礎工作，因為教育程度提升

同時提高金融服務供給者與需求者雙方處理金融商品的能力；另外，本研究中的行動支

付比例與金融機構分支機構數呈現負向關係，此結果對於金融業者而言可做為實務營運

參考，即金融機構提供金融服務的樣態，必須隨著社會與金融科技的發展調整。

實證結果有顯示普惠金融服務之普及可以提升創業以及企業家的精神，像是疫情就

是企業發展的契機，也可以藉此推動行動支付，並建議義務教育期間可以新增學習金融

相關之教育，讓教育與普惠金融能更融合一體，能使未來有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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