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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　　對於孩子的理財教育，原本我也沒有特別的規劃，只就我認為該教的或是在生活中碰巧
遇上時“機會教育”一下，沒想到時間一久，就累積不少經驗及心得，因而心生念頭，想把它寫成書
和大家分享。
　　我有兩個小孩，一個小五、一個小三，對於如何教育孩子，我也還在學習中，但根據我觀察職場
的成功人士，歸納有五種能力或競爭力，是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父母應該協助孩子培養，包括特定
專長、自學能力、人際關係、語言能力及理財能力。
　　前面四項競爭力，已經有很多教育專家經常在談，為人父母多半也略知一二，但第五項的理財能
力，卻是父母經常忽略的，一方面是自己也不具備理財能力，所以無從教起，另一方面，若想幫孩子
像學英文那樣，花點錢找家補習班，也找不到，因而作罷。
因此，無形中就忽略了理財能力的教育，但殊不知財務危機是僅次於健康，在人的一生中位居第二大
的危機。
若沒有具備妥善處理金錢的能力，就好像在身上埋下一顆不定時炸彈，隨時都可能引爆，將來可能面
臨因為一個理財行為的致命錯誤，而把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的窘境。
　　坊間有很多談論親子教育的書或雜誌，偶爾也會專篇探討理財教育，但多半都是找幾位投資或教
育專家，分享一些理財觀念及個別經歷，比較缺乏全面性完整架構的探討。
如果父母本身不懂理財或沒有時間，就算看到別人的分享，覺得很有道理，也不知道如何付諸實行。
　　因此，我撰寫本書的目的，就是希望協助有心做好親子理財教育的父母，讓他們有清楚的方向、
架構可依循，和孩子分享書上的理財觀念及故事，並依照書上的範例，和孩子進行親子對話及理財活
動，一步一步地帶領孩子認識理財，讓每一個理財觀念深植孩子的心中。
　　當我進入金融業時，就曾聽前輩說：學習理財應該從小開始，當時也是半信半疑，因為多數人都
是到二、三十歲以後才開始學理財，小朋友怎麼可能了解理財呢？
但是，當我自己有小孩時，卻發現孩子對於金錢的理解力比我們想像地還高，所以我一逮到機會，就
會利用各種方式教小孩理財。
幾年下來，發現我的小孩，對於與金錢相關的事務，真的比同年紀的小孩還懂，甚至有時候會反過來
質疑大人哪裡沒做好。
　　也許有些父母會說：我在求學階段，也沒接受理財教育，現在還不是過得很好！
但這可能是因為運氣不錯，那些年紀輕輕就背負上百萬卡債的「卡奴」及年過半百因為連動債而賠光
退休金的人，他們也沒有料到會因為理財不當而深陷財務危機。
財務危機不會經常發生，但只要發生一次，可能就無法挽救。
由賠錢的經驗中學習理財，那代價是很高的，因此，父母若能盡力教導孩子理財，相信對他們將來的
幫助會很大。
父母留給孩子最大的財富並非金錢，而是理財教育，因為那才是一輩子別人都拿不走的資產！
　　個人從事投資理財工作逾二十年，要撰寫一般教大人理財的書可以信手捻來，但要撰寫一本以分
享“父母如何教孩子理財”為主題的書，卻花了我整整一年的時間，原因是要用孩子聽得懂的語言及
方式，這可是一大學問啊！
所以別以為那些教小朋友的老師工作很輕鬆，親自嘗試過就知道沒那麼簡單。
　　本書出版之際，「校園霸凌事件」在台灣社會鬧得沸沸揚揚，但發生這麼嚴重的校園事件，也正
突顯台灣的家庭教育及學校教育，都出現嚴重的疏失。
這一代的孩子都是在物質富裕的環境下長大，父母不捨得打罵，要什麼有什麼，學校老師更是動輒得
就，稍微處罰學生，家長就找民意代表或媒體開記者會，導致學校老師乾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學校老師現在連一般行為教育都很難落實，還期待他們教孩子理財嗎？
我想父母還是自己多費點心思比較實際。
在教導孩子理財的過程中，父母也可以藉此重新檢視自己的理財行為是否需要修正，無形中也能跟著
受惠。
　　最後希望有緣閱讀本書的父母們，可以從書中得到一些啟發，也預祝你們也能教出會理財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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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為什麼要教孩子學理財　　人終其一生幾乎都和金錢脫離不了關係，包括賺錢、花錢、省錢、
借錢、存錢及投資，再加上幾個人生的重大規畫，例如保險規劃、退休規畫、稅務規畫及遺產規畫等
等，上述這些每個人都會遭遇的事情，通稱為「理財」。
「理財」和每個人或每個家庭都密不可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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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缺乏理財教育，社會理財教育參差不齊　　每個人在其一生的學習中，最欠缺的就是「理財
教育」，從幼稚園到大學，甚至讀到碩士或博士，完全沒有理財教育。
畢業出社會工作後，理財知識也只能從書籍、媒體或親友那裡得知，所接受的理財教育亦是片斷的，
甚至有不少是以訛傳訛的錯誤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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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中國文化傳統的關係，台灣的教育政策一向避談「金錢」，除了「儲蓄是美德」外，學校的
課程也鮮少有教導學生如何處理相關的財務課題，但是，外在經濟環境愈來愈複雜，金融商品也愈來
愈多元化，導致多數人根本沒有能力應付，也因而衍生出不少社會問題。
　　教育部有感理財教育的重要性，已經準備在2011年將理財教育列入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課程中，甚
至規劃於2014年將理財知識做為基測的一部份，基本上，這是值得鼓勵及讚賞。
但是，以台灣目前的教育體制，十幾年的教改，也沒能讓我們的下一代被教育得更好，更諻論一個全
新的教育課題，師資、內容及各種配套措施，是否能夠做得好，都有待觀察，暫時不要抱持太樂觀的
態度。
　　在學校缺乏理財教育的情況下，很多父母就把這重責大任交給金融機構，送孩子去理財營或理財
補習班，期待小孩能在那裡學到十八般武藝。
我個人不太建議，父母把理財的責任交給金融機構，一方面是那些理財營都只是短期，有時太偏重在
技術操作面及商品介紹，忽略了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理財教育。
　　再者，金融機構有時候和消費者的立場是不同的，因為它畢竟是營利的組織，現金卡、信用卡、
連動債等等，不就都是銀行製造出來的，它們如果教小孩不要上銀行的當嗎？
不是自打嘴巴嗎？
講白了，金融機構舉辦這些理財營，還不是看中父母的荷包，打著幫孩子存教育基金的名號，背後的
目的還不是要賣商品，賺點手續費。
　　就算是學校老師或金融機構可以啟發孩子的學習動機及灌輸專業的理財知識，但還是需要父母來
執行，才能將所學的理財知識落實在日常生活中，因此，理財教育最重要的角色還是家庭教育。
　　父母是最好的身教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學習對象，孩子從出生以後，就會隨時觀察父母在做
什麼，然後複製大人的言行舉止，當然也包括父母的理財行為。
　　有位在金融業從事業務工作的女性同業，每天業績的壓力都很大，有幾次回家時，女兒吵著要媽
媽陪她玩，她就會發飆地說：我上了一天的班很累，頭都快爆炸了，妳別再煩我了。
有一次她休假在家，無意間聽到女兒和兒子的對話，當時姐姐剛從幼稚園放學回家，弟弟要求姐姐陪
他玩，結果姐姐說：我上了一天的課很累，頭都快爆炸了，你別再煩我了。
當她發現六歲的女兒，講話的口氣居然和她一模一樣，覺得又好笑又慚愧。
　　根據調查，父母吵架的原因中，第一名就是為了「錢」，或十次吵架中，有七、八次也都是為了
錢，孩子看在眼裡也會很難過，因為只要談到錢，父母多半是愁眉苦臉或怒言相向，這樣無形中也會
影響孩子對於金錢有莫明的恐懼及過度的期待。
　　因此，父母面對金錢的態度，其實深深影響著孩子如何看待金錢，所以父母應該以身作則，將正
確的理財方式及金錢價值傳達給孩子，讓孩子培養正確的理財習慣，將來才不會受財務問題所困。
反之，如果父母自身的財務都處理不好，也無法給予孩子適當的理財教育，孩子將來也很可能會步上
後塵。
　　在教育孩子理財觀念時，父母本身也必須先要有正確的理財態度，因為父母的身教，隨時都會影
響孩子的思想與行為，如果父母本身很浪費，又如何要求孩子能夠節省及儲蓄呢？
所以當父母的身教與言教不一致時，對於孩子的理財教育成效也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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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後的理財觀念決定於童年　　根據研究發現，有錢人之所以有錢，並不都是因為好命，而是
他們擁有正確的理財觀念和方法，雖然有部份是來自成年後的實戰經驗中獲得，但也有不少是來自幼
年時間就開始的家庭教育。
　　有些專家學者並不贊同年紀太小就進行理財教育，我想這可能是誤以為「理財」就是「投資」，
事實上，理財的範圍很廣泛，例如在小的時候，訓練消費時的選擇能力，也是一種理財訓練。
從小打好基礎，具備抉擇的能力，孩子邁向成功人生的機會就愈大，更能自由選擇他所要的人生，成
為他想成為的人。
　　不要認為孩子年紀太小，不可能解理財，其實孩子的理解力及學習力遠超過大人的想像，尤其在
這資訊犯濫的時代，孩子可以透過各種管道吸收知識。
再者，孩子是愈小愈好教，剛出生的孩子，就像一張白紙或一塊原木，父母希望孩子變成什麼樣子，
只要循序漸進地教導，就會變成父母要的樣子。
理財本身就是一種對錢的生活習慣及態度，因此，最好在幼年時期就開始建立。
　　金錢管理是人生的重要事項，必須由生活中一點一滴慢慢教育、引導，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所
以還是愈早開始愈好，從最簡單的對金錢的認識、避免浪費、延後滿足等等，到年紀較大時，再教導
他們如何使用塑膠貨幣、投資及保險等等，透過不同的理財活動，有計畫的學習，讓孩子擁有立金錢
管理的正確觀念及能力，孩子將一輩子受用無窮。
　　讓孩子成年後經濟獨立　　老一輩的人扶養孩子，是抱著「養兒防老」的心態，但新生代的人卻
不敢這麼想，反而是擔心「養兒妨老」或「養老防兒」。
　　我曾經到一所大學演講，教他們投資理財，一開始教他們設定投資目標，告訴他們未來必須買房
子、車子、退休金、奉養父母金等等，結果有一位舉手說：老師，最後一項可以拿掉，因為我們會是
棄養父母的第一代。
真不知道他的父母是怎麼教他的，雖然父母可能不寄望孩子成年後扶養他們，但子女也不應該講出這
種話。
　　教導孩子理財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希望孩子將來長大後經濟可以獨立，自己能養活自己及和他的
家庭。
如果孩子沒有具備理財的能力，長大後，萬一因為財務漏洞回頭找父母，幫或不幫呢？
但這很可能會吃掉你的退休老本。
反之，如果父母在理財部份，把孩子教得很好，孩子長大後不但經濟能夠獨立，做父母的也有機會雨
露均霑。
　　現代人生的少，再加上晚生，孩子出世時，父母的經濟能力通常不錯，因此，對於孩子的物質需
求一律來者不拒，不論孩子的要求合不合理，父母把這樣的行為視為對孩子的愛，事實上，這樣的金
錢教育方式，不僅容易造成孩子擁有錯誤的理財觀念，也是孩子長大後無法獨立的主因。
　　總之，教導孩子理財，最終的目的就是希望他長大後能獨立自主，把和錢相關的議題處理妥當，
過著沒有經濟壓力的生活，早一點達成財務自由的目標。
　　父母過度保護是阻礙孩子經濟獨立的主因　　曾在一個場合和老外聊天，談到我即將出版一本關
於親子理財教育的書，他的第一個反應是：太好了，要告訴孩子花自己賺的錢，別再花父母的錢了。
　　在美國，理財教育早已是全民運動，從幼稚園開始的正規教育，也都將理財教育列入課程中，美
國人把理財教育稱之為「從三歲開始實現的幸福人生計畫」。
　　在培養孩子將來長大能夠經濟獨立這個部份，西方的理財教育的確做得比我們好，有些家庭的孩
子在上高中時，就必須藉由打工賺錢負擔部份學費，上了大學後，必須先貸款支付學費及保險費，等
到畢業後自己再慢慢償還。
　　這樣的要求，看在台灣父母的眼裡，一定覺得太殘忍了，孩子還那麼小，就必須開始承受經濟壓
力，書怎麼可能讀好呢？
但事實上，台灣的父母就是想太多了，人類和其他動物一樣，天生就有求生的本能，在不同的環境及
經濟支援下，總是有辦法找到自己生存的方式，否則那些家境不好的孩子，為什麼還是可以活得好好
的，而且成就也不輸給那些有錢人家的小孩。
　　如果父母覺得孩子在高中時就得負擔自己的開銷，實在太早了，就延後到大學；上了大學後，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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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覺得應該以功課為重，再延到大學畢業；出社會工作後，又覺得孩子剛開始賺的錢很少，應該繼續
給予金錢支援，接著就是連結婚、生孩子、買房子、買車子，無止盡地一直支援下去，這樣一來，有
那個孩子可以學會經濟獨立啊！
　　西方父母早已擁有這般觀念，尊重孩子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在扶養到可以獨立的時候，就應該放
手讓孩子學習獨立，孩子成家立業後，父母也不會想和孩子同住，更不會要求孩子扶養父母，彼此不
要給對方造成生活及經濟壓力。
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台灣的下一代在潛移默化中，其實已經慢慢接受這種觀念，父母如果還存在過去
「養兒防老」的觀念，相信將來會很失望。
當然，父母要繼續支助孩子金錢，孩子是不會不接受，但他們不見得會認為需要回饋父母。
　　教孩子面對複雜多變的金融世界　　在民風淳樸的年代，父母只要教會孩子懂得儲蓄：賺一塊錢
、要存五毛錢，以備不時之需；以及不要賭博：十賭九輸、久賭必輸，防止家財散盡，僅守上述這些
理財家訓，孩子的財務狀況通常不會太離譜。
 　　但是，現代的商業行為盛行，新式行銷手法推陳出新，單純教導儲蓄及不要賭博，早已不足以應
付目前成熟且複雜的金融環境。
信用卡「先享受後付費」的特質，以及銀行鼓吹「借錢是高尚的行為」種種觀念，讓年輕人價值觀混
淆，產生不負責任的消費行為，入不敷出，又不懂得珍惜自己的信用，因而以卡養卡、以債養債的案
例層出不窮。
 　　根據金管會統計，台灣的六、七十萬的「卡奴」中，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就占了兩成以上，平均
每人積欠銀行兩百萬元。
這些「負翁」或「負婆」，往往全身上下穿戴名牌服飾及包包，使用最新款的手機和筆記型電腦。
　　除了年輕人因不懂理財而成為卡奴，事業有成、稍有積蓄的中老年人，也因為缺乏金融知識，面
對五花八門的複雜投資商品，不知道如何選擇，也無法判別產品的風險，導致誤買不適合的金融產品
而血本無歸。
　　2008年發生金融海嘯時，台灣買到雷曼兄弟發行的連動債而導致血本無歸的個別投資人高達五萬
人，總損失金額高達四百億台幣，其中不乏已經或屆臨時退休的民眾，一生積蓄付之一炬，有不少人
因而輕生，但其中也有高級知識份子，甚大學教授及政府官員，由此可知，大家真的都太輕忽理財了
。
　　不論是卡債風暴或連動債風暴，很多人把茅頭指向金融機構，認為它們應該負全部的責任。
平心而論，金融機構的確有責任，例如過度發卡或把投資產品賣給不適當的人，但消費者就完全沒有
責任嗎？
　　因此，我們還是得回到最基本的根源，那就是理財知識充不充足？
為什麼有些人會受害，有些人卻不會呢？
如果不好好教導孩子擁有正確的理財觀，金融機構是營利單位，從業人員一定要想盡辦法幫公司賺錢
，自己才能生存，因此，未來一定還會有其他新的金融產品陸續出現，若缺乏判斷力的消費者，同樣
會再次掉入陷阱而導致財務損失。
既然如此，教導孩子認清這個日益複雜的金融環境，培養自主的判斷能力，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
　　藉由教孩子理財端正父母理財觀　　教導孩子理財，還有一個附加的好處，就是可以順便端正自
己的理財觀，例如你要求孩子不要浪費，自己就得以身作則；或是你要教孩子正確挑股票的方法，就
不敢亂聽明牌。
孩子很單純，如果你的邏輯不通或講得結結巴巴，孩子就會表示聽不懂或認為父母說的不對，千萬不
要把自己錯誤的理財方式，再傳到下一代。
　　許多父母辛苦工作存了一大筆錢，卻因為跟隨潮流買進熱門投資商品，沒搞清楚報酬與風險就輕
率採取行動，結果損失慘重，當孩子問父母，當時為什麼要投資呢？
父母也無從回答，因為說穿了就是「貪婪」和「無知」。
　　我經常到處演講，有時演講的題目是「親子理財」，但是，演講結束後，總是會有父母問我：我
自己都不懂理財，如何教小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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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的確是個大問題，因為父母在成長學習過程中，也沒有人教他們如何理財。
雖然這是事實，但不能成為藉口，因為你已經為人父母，生活週遭都會與理財相關，不會就是得學啊
！
　　事實上，理財的範疇，除了投資、保險等金融工具比較困難之外，其他的都不難，父母多半具有
這般能力，千萬不必妄自匪薄，認為自己完全無法教孩子理財。
理財不等於投資，理財的第一步是開源節流，透過記帳管理支出、增加存款，並非急著去買股票、買
基金，如果你無法教孩子如何挑選股票或基金，恐怕連你自己也不完了解，在這種情況下，最好不要
投資，以免損失慘重。
　　當然，筆者出這本書的原因，也是希望以一個理財專家，同時是父親的角色，協助大家一起來教
孩子理財。
大家可以依照書中的方法及活動，帶領孩子一步一步建立正確的理財觀，同時在教育小孩理財的過程
中，父母也等於重新檢視自己的各種理財行為，可以適時地端正自己過去錯誤的理財行為，也算是一
舉兩得。
　　這本書和一般的教育書籍不同，沒有刻板的教條及原則，而是用輕鬆有趣的方法及故事，讓你直
接可以和孩子進行各式各樣的理財教育，相信會對讀者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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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財教育就是教導孩子如何正確地花錢、省錢、存錢、賺錢及投資。
將正確的理財方式及金錢價值傳達給孩子，讓孩子培養正確的理財習慣，將來才不會受財務問題所困
！
◎ 該不該給孩子零用錢？
如何給？
◎ 如何教導孩子存錢？
◎ 如何以遊戲引導孩子關於理財的概念？
◎ 如何教導孩子瞭解物價？
◎ 如何讓孩子對理財工具有簡單的認識？
別讓孩子的理財觀輸在起跑點！
2011年，理財教育將列入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課程中2014年，理財知識或將做為「基本學力測驗」的
一部份本書希望協助有心做好親子理財教育的父母有清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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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楊偉凱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畢業，曾擔任瑞士銀行產品
策略暨顧問服務部副總裁、匯豐銀行信託投資分處資深副總裁及英商渣打投資顧問總經理等職務。
一直以來身兼兩個身份，一是金融投資專家，另一是暢銷書作家，把工作及生活上所累積的心得及經
驗，轉換成實用且淺顯易懂的文字，是作品的一貫風格。
這次他以本身投資理財的專業，結合對子女理財教育的親身經驗，期昐能幫助有心做好親子理財教育
的父母，跨出第一步。
目前是台灣及中國兩地專職的作家及講師，另有著作《富總裁的投資私房學》、《富總裁教你買基金
》、《利用上班學好英文》、《利用上班學好英文2－職場菁英篇》、《殺戮職場66招》、《上班可以
致富》、《投資股票的第一本書》、《投資共同基金的第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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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理財的基礎教育從現在開始培養競爭力孩子比你想像的聰明跟著孩子一起學習前言　為什麼要
教孩子學理財學校缺乏理財教育，社會理財教育參差不齊父母是最好的身教成年後的理財觀念決定於
童年讓孩子成年後經濟獨立父母過度保護是阻礙孩子經濟獨立的主因教孩子面對複雜多變的金融世界
藉由教孩子理財端正父母理財觀PART1 給孩子一個完整的理財教育建立對金錢的正確價值觀是親子理
財教育首要之務，只要父母能把持原則，循序漸進地教導孩子，自然就會看到成果。
先訓練生活獨立，再訓練經濟獨立＊訓練孩子自己動手＊訓練孩子的「自治力」親子理財教育的範疇
＊理財教育的目的給予孩子正確的金錢觀＊導正孩子比較的心態＊延後滿足＊減半原則＊避免浪費＊
不要成為名牌的奴隸學習金錢交易孩子理財分階段從理財性格對症下藥多方管道找尋理財教材＊從生
活中找尋＊從名人故事中找啟發＊從理財書籍學習＊從遊戲中學習＊適合各年齡層的理財遊戲有錯誤
就有成長的空間從經驗中學教一分耕耘，一分收穫Part2養成良好及聰明的消費行為愛孩心要用心對待
，而不是用錢呵護；用錢愛孩子的結果，只會讓孩子學不會經濟獨立。
正確的消費概念和行為＊釐清需要和想要從小培養的消費技巧＊懂得利用各種促銷活動＊實地考察促
銷活動＊以相對價值認識商品價格＊實地了解消費物價＊認識商品的合理價格＊猜猜看要多少錢？
＊貨比三家有優勢＊通路不同價格有異＊適時適地的學習殺價學會辨別廣告的真實性逛大賣場學理財
＊大賣場的精打細算part3訓練孩子良好的儲蓄及消費習慣想讓孩子學習金錢管理，必須讓他們真正擁
有自己可以運用的金錢。
」養成良好的儲蓄習慣＊儲蓄的四大理由培養孩子的存錢習慣＊買個撲滿給孩子存錢＊不同年齡的撲
滿從零用錢磨練金錢觀＊零用錢的三二一支配原則＊零用錢的發放標準透過記帳掌握收支狀況＊記帳
也能DIY學習編列預算及執行＊收支預算表學習設定及達成理財目標＊為自己的願望設進度讓孩子分
擔花費了解分享的意義＊節儉與吝嗇大不同＊即時教育勝於日後補強＊以金錢幫助需要的人PART4教
孩子了解錢的來源及賺錢的方式直接用錢鼓勵孩子讀書或做家事，容易導致孩子唯利是圖，建議採取
給予點數兌換物品的方式，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有工作才有收入＊了解父母賺錢的辛苦＊實地了解父母的工作狀況獎勵孩子的適當方式＊以金錢獎勵
要三思＊以金錢獎勵的隱憂＊循序漸進的獎勵＊以獎勵點數鼓勵孩子經濟狀況知多少＊家庭支出猜猜
看讓孩子了解如何賺錢＊專業不同，收入就不同＊練習謀生的方法＊啟發賺錢的點子從小培養孩子賺
錢的潛力＊把興趣變成賺錢的工具＊以獎勵培養勇氣＊激發孩子賺錢的企圖心Part5　教孩子認識金融
機構及理財工具如果口袋有個破洞，即使裝滿了錢又如何？
教孩子如何保護金錢，也是重要的理財教育。
學習和銀行打交道＊到銀行實戰教學＊什麼是利息及利率？
＊單利與複利＊看懂複利終值表最常見的存款種類認識提款卡及簽帳金融卡認識不同國家的貨幣保險
也是理財的一環＊該幫孩子保哪些保險？
＊了解基本的保險商品教導孩子提防金錢的損失＊杜絕賭博行為＊從遊戲中學經驗＊提防金融詐騙陷
阱＊常見的詐騙手法PART6教孩子認識及學習借貸財務危機是僅次於健康，在人的一生中位居第二大
的危機。
培養借貸的正確觀念＊借錢管道面面觀＊借錢的代價親子理財活動＊盡量避免與親友有借貸關係認識
舉債的威力＊舉債購屋是適當的理財行為認識信用卡＊信用的重要性＊不要太早給小孩子信用卡親子
理財活動認識現金卡不要掉入分期付款的陷阱納稅也是一種負債 CH7奠定孩子的投資基礎不要把雞蛋
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分散投資不同標的及時機，是最穩健的投資賺錢方法。
貨幣價值的隱形殺手＊以投資抗通膨＊物價上漲原因增加資產與減輕負債＊分辨資產與負產＊觀念不
同結果不同培養正確的投資觀＊學習投資以錢賺錢帶領孩子認識股票＊適合孩子的股票＊帶孩子了解
看股利率認識共同基金＊如何挑選基金＊從定期定額投資基金開始認識投資風險訓練孩子的投資EQ分
享父母的投資經驗幫孩子籌措教育基金後記：以「教練」的角色協助孩子不要留給小孩太多的錢向巴
菲特學習應該留給孩子什麼呢？
人生的真正目標成功企業家的不同金錢觀給孩子的一封信【親子理財活動】算算看省多少錢？
猜猜看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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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孩子慣於分享找出要有錢的原因跟孩子一起估算利息算算看哪份工作比較賺錢？
兒童保單的基本項目了解貸款的種類與利息投資報酬率算算看教孩子認識房貸了解現金卡的利息如何
計算分期付款的利息中樂透該繳多少稅？
資產與負債大評比以錢賺錢的威力如何計算股利率教孩子看懂基金對帳單適合孩子投資的基金類型讓
孩子了解定期定額投資的原理教導孩子認識期望值如何訓練孩子的各類EQ跟孩子分享過去的經驗投資
商品大評比【理財小分享】猶太人的理財教育六歲偷藏私房錢七歲體驗第一次殺價孩子都愛的巴菲特
爺爺理財遊戲必知守則討論消費的必要性從「貨比三家」到「以量制價」廣告的謊言因小失大划不來
積少成多的力量從「大富翁」學理財銀行存摺的保障從小培養記帳習慣有付出才會珍惜施比受更有福
提款機的作用合宜與不合宜的獎賞富翁的兒子賺錢的經驗上台的勇氣有刺激才有進步銀行的由來小明
的數學考卷提款卡需知防患於未然作好準備最妥當遊戲的啟示龐氏騙局借款的利息別成「卡奴」基礎
稅賦入門善用金錢的故事金蛋的啟示投資大師的建議基金的概念基金的獲利差異牛頓的故事降低風險
的投資愈早開始愈有成效投資的一體兩面教育基金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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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言　為什麼要教孩子學理財　　人終其一生幾乎都和金錢脫離不了關係，包括賺錢、花錢、省
錢、借錢、存錢及投資，再加上幾個人生的重大規畫，例如保險規劃、退休規畫、稅務規畫及遺產規
畫等等，上述這些每個人都會遭遇的事情，通稱為「理財」。
「理財」和每個人或每個家庭都密不可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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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缺乏理財教育，社會理財教育參差不齊　　每個人在其一生的學習中，最欠缺的就是「理財
教育」，從幼稚園到大學，甚至讀到碩士或博士，完全沒有理財教育。
畢業出社會工作後，理財知識也只能從書籍、媒體或親友那裡得知，所接受的理財教育亦是片斷的，
甚至有不少是以訛傳訛的錯誤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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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中國文化傳統的關係，台灣的教育政策一向避談「金錢」，除了「儲蓄是美德」外，學校的
課程也鮮少有教導學生如何處理相關的財務課題，但是，外在經濟環境愈來愈複雜，金融商品也愈來
愈多元化，導致多數人根本沒有能力應付，也因而衍生出不少社會問題。
　　教育部有感理財教育的重要性，已經準備在2011年將理財教育列入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課程中，甚
至規劃於2014年將理財知識做為基測的一部份，基本上，這是值得鼓勵及讚賞。
但是，以台灣目前的教育體制，十幾年的教改，也沒能讓我們的下一代被教育得更好，更諻論一個全
新的教育課題，師資、內容及各種配套措施，是否能夠做得好，都有待觀察，暫時不要抱持太樂觀的
態度。
　　在學校缺乏理財教育的情況下，很多父母就把這重責大任交給金融機構，送孩子去理財營或理財
補習班，期待小孩能在那裡學到十八般武藝。
我個人不太建議，父母把理財的責任交給金融機構，一方面是那些理財營都只是短期，有時太偏重在
技術操作面及商品介紹，忽略了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理財教育。
　　再者，金融機構有時候和消費者的立場是不同的，因為它畢竟是營利的組織，現金卡、信用卡、
連動債等等，不就都是銀行製造出來的，它們如果教小孩不要上銀行的當嗎？
不是自打嘴巴嗎？
講白了，金融機構舉辦這些理財營，還不是看中父母的荷包，打著幫孩子存教育基金的名號，背後的
目的還不是要賣商品，賺點手續費。
　　就算是學校老師或金融機構可以啟發孩子的學習動機及灌輸專業的理財知識，但還是需要父母來
執行，才能將所學的理財知識落實在日常生活中，因此，理財教育最重要的角色還是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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