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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之研究―以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為例 

研 究 生    ：涂志文                    指導教授：賴丞坡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運用計畫行為理論之構面，探討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

為之意圖。本文使用複迴歸分析以驗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態

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對理財行為意圖的影響，並延伸計畫行為理論探討理財

行為知識與風險認知對上述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本研究發放

350 份問卷調查，回收 348 份，有效問卷 309 份；經統計分析實證結果發現行為態度、

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對理財行為意圖有顯著的影響；而理財行為知識對行為態度

與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存在顯著影響；另風險認知部分，對行為態度及知覺行為

控制亦顯著影響，惟風險認知對主觀規範無顯著影響。 

 

關鍵詞: 行為意圖、計畫行為理論、理財教育、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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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ntion of financial behavioral of police officers in the 

Tainan Municipal Government Police Department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TPB). This paper uses regression analysis to verify the attitudes, subjective norms,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s well as financial behavioral intentions of the police officers 

in the Tainan Municipal Government Police Department. Total 35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348 copies were obtained, as a result 309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effective.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behavioral attitudes,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behavior of financial 

behaviors;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ptual behavioral control also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and risk cognition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behavioral attitude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but risk perception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subjective norms.  

 

Keywords: Behavioral Intenti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Financial education, 

Police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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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依據財政部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布最新國債訊息，中央政府 1 年以上債務未

償餘額 5 兆 3,121 億元(新臺幣、以下同)，短期債務未償餘額 510 億元，平均每人負

擔債務 22.7 萬元；從 2012 年的平均每人負擔債務 19.7 萬元，在 6 年間增加了 3 萬元。

再者，於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8 年 5 月公布最新國民所得統計摘要顯示，國內生產毛

額回顧在 2008 年及 2009 年呈現負成長，整體臺灣社會經濟狀況在 2008 年達到最低

迷，當年國人年平均所得為 485,347 元，歷經 10 年至 2017 年才返回至 643,931 元，

在這 10 年慘淡的全球經濟不景氣、國內經濟動盪不安的社會裡，人人有著工作不穩

定，隨時被裁員或者被放無薪假之可能。 

 

    因此，一般民眾有著想參加國家考試，而晉用成公務人員意念，希望工作權由政

府保障及有穩定收入，造就近年來報考公職人數越來越多。而警察工作同為公務人員，

比起一般同為公務人員多出警勤加給、超勤津貼及繁重(首都)加給，所以在薪資待遇

方面較優於一般同級(序列)公務人員；在報考警察人員考試方面，高中畢業即可報考

警察專科學校(先訓後考、又稱內軌)，另有大專以上畢業可參加警察特考四等考試(先

考後訓、又稱外軌)；根據考選部公布的「2017 年考選統計年報」資料顯示，招考公

職人員中，報考警察專科學校人員考試人數，自 2004 年 4,507 人開始，逐年上升至

2017 年的 19,374 人，在在顯示民眾皆想要有個穩定又薪資優渥的好工作。 

 

    以目前公職體系待遇而論，只要進入警察人員行列，每月薪資待遇(連同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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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可高達 60,000~70,000 元，比高普考、地方特考等初任人員，薪資部分較高許多。

以錄取四等行政警察考試為例，訓練後分發擔任「一線三星」的外勤警員，本俸加上

專業加給、警勤加給，1 個月薪資可達 4 萬 5 千多元；如果再加上超勤津貼(如臺南市

政府警察局所屬分局勤、業務較繁重之分局每月可報支約 1 萬 7 千元，勤、業務較單

純之分局亦可報支約 1 萬 5 千元)，兩項加起來收入高達 6 萬 2 千多元！如再通過錄

取三等考試的警員薪水更高，每月所領本俸薪資可再加約 3 千多元。也就是說，即使

是剛踏進警界服務的的二十出頭年輕警員，倘若再通過三等考試(四等考試及格滿 3

年即可報名三等考試)，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服外勤，薪資大約可近 6 萬 5 千元之多！

這個待遇，在其他行業的新鮮人眼中簡直是「天文數字」，令人稱羨。 

 

    本研究探討警察人員薪資在高所得情況之下，其消費行為，是否易較出現高於一

般消費水平之隱憂，如果缺乏正確理財行為之狀況下，極可能衍生出債務問題；舉例

而言，以一個剛投入工作行列的年輕警察約莫 20~30 歲，其年所得(年終獎金、考績

獎金、不休假獎金、破案績效獎金)加上超勤津貼補助(未列入所得)，加總金額近逼百

萬年薪，如未有正確理財行為，易生揮霍之情事與常態，經常有「月光族」之情形；

加上涉世經驗未深、警察勤務的壓力、所處環境的使然及缺乏個人理財行為教育的培

養，無法做出正確的財務決定，可能由個人的問題演變為社會問題(收賄、瀆職)；由

此可知警察人員在個人擁有正確的理財行為的知識是相當重要。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文在搜尋個人理財態度領域與相關文獻後，發現產、官、學界許多學者相繼投

入與公務人員財務管理相關研究不算少，但研究對象大多是政府基層公務人員，或是

學校教師亦或軍方人員，例如，林怡汝(2016)研究台東縣國中教師理財態度、理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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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及風險偏好；鄭靜鈺（2010）研究國小女性教師理財態度與網路購物消費決策型態。

但在於有關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方面的研究與探討，則為數不多。為了補足文獻缺

口，本研究將採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警察人員(具警察學歷者)為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在此先以內政部警政署大數據參考，在內政部

警政署 2012 年調查統計公布，全國 6 萬 8 千名警察人員中，有 1 千 8 百名列管警察

人員因理財規劃不當及私人行為，因欠債而遭致扣薪，比例達千分之 26 之多。因無

正確理財行為與規劃，將導致員警無時無刻帶著財務壓力與情緒來執行勤務，也因不

當的理財行為在外積欠債務。再者，年輕警察在進入工作職場，面對優渥的薪資，若

無良好的理財行為，將無法做有效管理與規劃財務並妥善運用薪資，隨著工作年資漸

增，在家庭方面(房貸、車貸、子女教育及基本生活開銷)、在工作中參與同事間投資

事業或互助會等及在警察次文化方面(如飯局、應酬、飲酒、賭博或不正常男女關係)，

都是漸漸侵蝕員警理財行為的亂源，並甚而導致後續無法收拾地步而身陷囹圄。 

 

本研究以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局本部內勤人員、5 個直屬外勤隊(刑事、交通、保安、

婦幼、少年隊等)及所屬 16 個分局之外勤員警為研究對象；在 2010 年臺南縣、市合

併升格後，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在 2012 年曾內部調查員警生活狀況，發現一百多名員

警因理財行為不當而欠債，成為執勤時情緒負擔。再因警察人員工作時間長，需早中

晚 3 班輪班制，極其辛勞，工作繁重三餐均無法正常飲食與用餐，勤餘或休假時，個

人身體由於在工作上承受相當的壓力與疲勞，多以睡眠或休閒來恢復體力，可以理解

員警在勤餘或休假時，是不太可能自主從事理財相關知識與課程的自我進修，因而導

致員警的理財行為的知識相對薄弱與不足，因此警政單位內部需應此一問題去探討、

預防與因應 

 

    綜觀上列問題及數據項目，在個人理財行為這方面領域，理想的個人理財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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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創造消費者穩定的經濟和未來的財富增值，亦可帶來整體社會經濟成長；反之不

良的理財行為，則會造成個人經濟生活不穩定、財富的減少、個人信用破產，甚至進

而影響整體警察聲譽及社會經濟。 

 

基於此兩種原因，根據上述研究動機，可歸納出本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影響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之人口變項因素現

況。 

(2) 瞭解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對理

財行為意圖之現況。 

(3) 探討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知識（以下簡稱行為知識）與風

險認知對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結果。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文共分五個章節，依序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研究背景與動機、目的及研究架構。 

第二章「文獻探討與回顧」基於研究的動機與目的，闡述有關探討計畫行為理論、警

察理財行為相關文獻，並探討近年來相關研究中的重要議題。 

第三章「研究方法」說明本研究的資料來源、研究架構與假設、對象與範圍、樣本選

取及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第四章「實證結果與分析」針對實證結果做整理、歸納並分析。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說明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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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步驟與程序參見圖 1： 

 

 

圖 1 研究流程圖 

 

擬定題目與動機 

文獻資料蒐集 

理財態度 

文獻資料分析、探討 

試擬問卷 

施作問卷前測 

修正問卷內容 

發放、回收問卷 

結果分析 

結論與建議 



 

6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本研究以計畫行為理論(Ajzen, 1985, 1988, 1991)作為本文立論依據，在計畫行為

理論的各個構面中，來探討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的理財行為意圖(Ajzen 

& Fishbein,1980；Ajzen,1991)，故本研究分別透過理論與實證研究等方面文獻資料，

來分析探討本研究相關理論的內涵和研究架構。 

第一節 計畫行為理論概述 

一、理性行動理論(Theory of Reason Action) 

    計畫行為理論(Ajzen, 1985, 1988, 1991)源自於理性行動理論。理性行動理論

(Fishbein & Ajzen, 1985；Ajzen & Fishbein, 1980) 過去曾被許多學者拿來探討個人之

所以會採取某一特定行為的原因。此理論假設行為是可以由個人意志所控制，並且認

為個人某一特定行為最直接的影響因數就是行為意圖，而行為意圖最主要的決定因素

有二，即個人對於採取某項行為的態度，以及外在影響個體採取某項行為的主觀規範。

這個理論過去曾成功應用在健康、社會與學習行為上的研究(Sheppard, Hartwick & 

Warshaw, 1988)。 

    

二、計畫行為理論(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應用理性行動理論來臆測行為意圖時，先決條件是個人的行為表現必須完全受自

己的意志控制。但是人們從事某些行為的行為意圖仍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像是時

間、金錢、機會、資源、他人協助等非意志所能控制的因素，因而使得理性行動理論

的解釋是降低(謝佳珍，2009)。有鑒於此，Ajzen 於 1985 年提出計畫行為理論，在理

性行動理論基礎上，新加了第三個變項「知覺行為控制」。隨後 Ajzen and Driv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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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學生為對象，預測海灘休閒活動的意願，研究結果顯示計畫行為理論的預測能力，

超過理性行動理論。Godin & Kok(1996)更檢視 76 篇有關計畫行為理論文獻，發現其

中有 65 篇文獻顯示增加知覺行為控制，這個變項會提高模式的變異解釋量(李能慧，

2008)。綜上所述，計畫行為理論認為影響個體的行為意圖是由 3 個重要因素所構成

的，包括個人對行為的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等。 

其關係參見圖 2 所示： 

 

 

 

 

 

圖 2 計畫行為理論架構 

 

附註：1.對行為的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的實線箭號表示此三個變相影響行 

為意圖，再經由行為意圖影響行為。 

      2.知覺行為控制的虛線箭號指向行為表示其可直接影響行為。 

資料來源：Ajzen,I.(1991),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0, 179-211. 

 

第二節 計畫行為理論的內涵 

一、對行為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態度是指個體對人、對事或對周圍相關事物所抱持的一種持久性與一致性的行為

傾向。態度包含情感、認知與行為三種成分(張春興，1992)。情感成分指個人對態度

對行為的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行為意圖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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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或社會事件的情緒反應，包括：喜歡/厭惡、尊敬/輕視等同意或不同意感覺。認

知成分指個人態度對象所具有的信念、想法、知覺及訊息，含有評價意味，有好壞、

對錯之別的觀念或意見。行為成分指個人對態度所採取的某種行為傾向(鐘志從，1988；

榮泰生，1999；蔡瑞華，2000)。 

 

    Ajzen and Fishbein(1980)在理性行動理論中，將對行為的態度定義為，個人採取

某項行為所持的同意或不同意評價。而態度的形成取決於因採取某種行為，導致的某

些結果的行為信念，及採取某種行為導致的某些結果的結果評價二部分。當個體對某

項行為的態度越同意，代表對此行為的行為意圖越高。例如，當警察人員對理財行為

意圖的投資行為越同意，其執行理財投資行為的意圖也會越高；相反的，當警察人員

對理財行為意圖的投資行為越保留，其執行理財投資行為的意圖則越低。而衡量態度

的題目設計如果越明確，則以受測者的態度來預測其實際行為的效果會更好(邱家淮，

2005)。本研究對行為的態度構面則參考楊淑英(2015)、林怡汝(2016)、李能慧(2008)、

方明海(2010)、林裕益(2014)的問卷發展而成。 

 

二、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主觀範圍是指個人對於是否採取某項行為時，所感受到周邊遭具有影響力的個人

或團體，所給予的社會期待(Ajzen，1991)，而這期待可能是同意的，也可能是不同意

的。主觀規範由「規範信念」及「依從動機」二部分所組成。規範信念是指個人知覺

到重要他人或團體，認為他應不應該採取某項行為的壓力；而依從動機則是指個人是

否有意願依從重要他人或團體的建議。亦即當個人採取某項行為的主觀規範越同意，

則其對此行為的行為意圖將越高；例如警察人員理財行為的投資意圖會受到重要他人

或團體的影響，當重要他人支持他多做理財投資，且他依從意願愈高時，其從事多理

財投資的行為意圖也愈高；若重要他人不支持他在理財行為多做投資行為，而他也不

想多做理財投資，則其從事理財投資的行為意圖將較低。本研究對主觀規範構面的的



 

9 
 

問卷設計則參考楊淑英(2015)、林怡汝(2016)、李能慧(2008)、方明海(2010)、林裕益

(2014)、許裕宏 (2015)、陳冠宇(2013)的問卷發展而成。 

 

三、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Ajzen(1991)指出知覺行為控制是指個人從事某一行為所知覺到困難或容易程度

的評價。亦即指個人在從事某項行為時，本身認為執行難易的程度。知覺行為控制是

由控制信念及知覺力量兩部分構成。其中，控制信念是指個體對於採取某項行為時，

所需資源、機會或阻礙多寡的評估，而知覺力量是指個體對於這些資源、機會或阻礙

對該行為的影響程度。例如，警察人員理財行為的投資意圖，在金錢與時間充裕，並

且有相當有利投資資訊下，那他的理財投資行為意圖就很高；反之，雖有金錢，卻沒

有時間與有利的投資資訊下，那他的理財投資行為意圖就會較低。本研究知覺行為控

制構面的問卷設計則參考楊淑英(2015)、林怡汝(2016)、李能慧(2008)、方明海(2010)、

林裕益(2014)、許裕宏 (2015)、陳冠宇(2013)的問卷發展而成。 

 

四、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 

    行為意圖是指個人想要採取某一特定行為之行動傾向或動機，或是從事某項行為

的意願與機率，是決定個人是否採取該行為的決定因素。因此，當個人從事某項行為

的行為意圖越強烈時，代表從事此項行為的可能性越高(Ajzen & Fishbein, 1980；

Ajzen,1991)。計畫行為理論認為個人對該行為愈抱持同意態度、主觀規範愈支持從事

該行為、對該行為的知覺行為控制愈強，則從事該行為的意圖會愈高(Ajzen, 1991)。

本研究所指之行為意圖，係指警察人員理財態度評估自己多做理財投資行為是否可能

付諸行動傾向。本研究行為意圖構面的問卷設計則參考楊淑英(2015)、林怡汝(2016)、

李能慧(2008)、方明海(2010)、林裕益(2014)、許裕宏 (2015)、陳冠宇(2013)的問卷發

展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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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風險認知(Risk perception) 

    風險依據字義之解釋，係指事物具不確定性，其結果可能對人造成影響(陳碧珍，

1996)。Gratt(1987) 定義風險為事件發生的機率與事件發生後果的乘積。而風險認知

則是個體之主觀感受所產生，是個人對於不同的環境，依個人不同的心理因素，所呈

現的主觀意見(劉錦添，1992)；進一步探討認為風險認知是社會大眾對具機率性而被

轉化為記號或符號的負面結果所作的判斷，其受到個人屬性、過去經驗、資訊、資訊

處理能力、事件本身的嚴重性、自願性與控制能力等影響(曾明遜，1994)，因此，風

險認知是一種社會性建構，個體依據不確定性及模糊的資訊來做推論與結論。 

 

六、行為知識(Behavioral knowledge) 

    Bock & Kim(2002)研究指出知識管理包括知識的取得、儲藏、存取、交換及分享；

知識分享 則是知識管理最重要的過程，也是知識管理成敗的關鍵。Senge(1994)在第

五項修練將知識分享行為定義為：「協助他人發展各自行動能力的 一切活動行為」。 

Ryu et al.(2003)研究指出知識分享是指「從一個個人、群體或組織將知識轉換或傳播

到另一個個人、群體或組織的活動」，也就是指個人將所具有的知識分享與他人之行

為 。知識是一種資訊流動性質的綜合體，包含許多不同的元素；包括：結構化經驗、

價值、以及文字化的資訊、專家獨到的見解以及有關經驗的評估與整合。知識是組識

最有價值的資源，知識管理己經成為組識取得與維持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因此組識

藉由資訊科技發展知識管理系統來支援組識進行知識管理。 

 

    本研究認為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可能受到警察人員對行為態度的感受好壞、

重要他人的規範與理財投資資訊取得、時間與金錢充裕之下等因素影響。因此，欲藉

由計畫行為理論之內涵，來探討警察人員的理財行為態度，周邊、重要他人或團體對

理財投資行為的主觀規範及警察人員對理財投資行為的知覺行為控制面向，來驗證這

些因素對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是否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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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理財態度、行為與規劃 

一、對於態度的定義 

Eagly and Chaiken（1993）將態度定義為經由對該個體喜歡或不喜歡的評價表達

對特定個體的心理傾向。沈秋霜（2011）提出態度是一種心理的狀態，是個人對於一

切事物的主觀意見，是一種內在的心理歷程，態度是一種經由學習後對於事物認知與

評價所產生的感覺與意見，其對個人的思考及行為均有很大的影響。在理財態度的定

義上，沈秋霜（2011）認為理財態度是個人運用資金及收集各種投資資訊，並利用自

身的理財知識，選擇適當的理財工具，以達成個人設定的理財目標，例如增加財富、

籌措子女教育基金及為退休生活及早做準備等，是一種個人持續性的感受與表現在外

的理財行為。溫騰光(2007)認為理財態度，是指對個人對理財的持續性感受與行為傾

向，亦是一種個人對理財所持有的評價感覺及行動傾向，它包含了心理態度與行為態

度兩種雙重的意義。鄭靜鈺(2010)認為理財態度是指個體在進行金錢的使用與管理時，

運用其正確的財務管理知識並做出判斷，所採取的持續且一致性的理財行為。綜上所

述，研究者認為理財態度是指個人對於理財的綜合性評價與行動傾向，是一種理財的

內在心理歷程與外在的投資行為表現。Petty and Cacioppo（1981）則將態度定義為對

特定的對象（人、事、物）的一般性與持久的正面或負面的感受。 

 

二、在理財行為的定義 

Lyons, Chang and Scherpf (2006)指出個人理財行為受到其理財知識、態度與個人

社經背景的影響，個人理財知識能正向改善個人理財行為，同樣地，各種理財態度亦

對理財行為產生影響。鍾立薇（2007）認為理財行為依狹義而言僅限於投資行為；依

廣義而言則包括所有與金錢有關的活動。張真卿（2000）認為理財行為就是積極的賺

錢，並且計畫性的花錢。洪世揚（2001）指出理財行為包含了三個因素分別為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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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及時間。陳正偉（2012）認為理財行為是依照個人或家庭的收支情形擬定理財目

標，並配合適當的金錢使用及理財工具，來幫助其實現各階段的理財目標。研究者認

為理財行為是個體在面對投資理財時，運用自己的理財知識及使用各種資源幫助自己

判斷並執行理財計畫以達成各階段的理財目標。 

 

三、在理財規劃定義 

溫騰光（2007）認為包含動態的理財步驟與靜態的理財內涵，其中理財步驟包含

了解自己的理財屬性與財務狀況、確定理財目標與內涵、擬定理財 計畫、確定理財

工具與投資組合、執行並定期檢視理財計畫等五個階段；理財內涵則包括收支預算、

儲蓄與投資、風險與退休規劃及遺產與退休規劃等四個向度。 林芳姿（2010）指出，

國小教師在理財規劃方面重視自己的退休生活，希望可以安定當前的生活、累積資金

進而提早為退休生活做準備。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理財規劃是個人分析自己的理財

態度與目標而制定一套有系統的理財步驟，在執行投資理財的過程中適時的調整與修

正投資組合，以期達成理財規劃之目標。 

第四節 小結 

本研究問卷構面之設計: 

    本研究問卷設計的基本構面，即包含計畫行為理論中「對行為的態度」、「主觀規

範」、「知覺行為控制」及「行為意圖」等 4 個，再加上風險認知及理財行為知識等 6

個構面，更加詳細瞭解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而有別於以

往的研究部分，則是將主觀規範又細分為長官認同的理財行為、同學朋友理財行為經

驗、廣播媒體所認同理財行為、政府與專家意見所認同的理財行為及父母與家人所認

同的理財行為等構面，以了解重要他人或團體對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警察人員理財行為

意圖的影響程度。  



 

1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二種研究方法，分別是文獻探討法以及問卷調查法，以下分述之： 

 

一、文獻探討法 

    本文採用文獻探討法，以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

透過文獻蒐集、分析及研究來提取所需資料的方法，藉以幫助研究者建立良好的研究

設計及研究工具的使用方式，經由各類檔案及研究結果獲得文字資料，依文獻的脈絡

以客觀的角度，進行有意義與有系統的詮釋分析，以期歸納出對於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內外勤警察人員在理財上有助益的結論。 

 

二、問卷調查法 

    又稱為「問卷法」，經常運用於量化研究，屬最典型之調查研究方法，將所擬定

之問卷透過前測方式進行篩選，使問卷產生信度與效度，再用調查標準問卷來讓受訪

者作答，經由一段時間回收並審查閱卷，從而瞭解被試對某一現象或問題的看法和意

見，再透過客觀、有系統的科學方法，對問卷調查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和理論研究。 

 

    本章主旨在透過問卷調查方式，瞭解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

意圖現況，並探討各構面因素對行為意圖是否有顯著影響。本章分成五節論述，第一

節研究架構與假設，第二節研究對象與範圍，第三節研究工具，第四節問卷預試實施

與分析，第五節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分述各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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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一、研究架構 

 

 

 

 

 

                    

圖 3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假設 

    為驗證各構面因素對理財行為意圖是否有顯著影響，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

經第二章相關文獻探討後，配合本研究架構而提出之研究假設如下： 

 

H1.行為態度對行為意圖存在顯著影響。 

H2.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存在顯著影響。 

H3.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存在顯著影響。 

H4.風險認知對行為態度存在顯著影響。 

H5.風險認知對主觀規範存在顯著影響。 

H6.風險認知對知覺行為控制存在顯著影響。 

H7.行為知識對行為態度存在顯著影響。 

H8.行為知識對主觀規範存在顯著影響。 

H9.行為知識對行為態度存在顯著影響。 

風險認知 

行為知識 

行為意圖 

行為態度 

知覺行為控制 

主觀規範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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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以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具有警察學歷身分(警察人員薪資與警察局一般行政

人員薪資結構不同，因行政人員不具警察人員身分，無法支領警勤加給、超勤津貼等

等)之內外勤警察人員；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任職局本部內勤人員、5 個直屬外勤隊(刑

事、交通、保安、婦幼、少年等單位)及所屬 16 個分局之外勤員警，依據內政部警政

署統計資料顯示中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具警察官任用)人數，其中男性為 3,477 人、女

性為 459 人，計約 3,936 員額，且以 2017 年前至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到職之人員為母

體(扣除剛畢業及任職未滿 1 年者，故選定 2017 年以前到職者為對象)作為主要研究

對象；針對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局本部及 5 個直屬外勤，施行隨機問卷預試 50 份，所

屬 16 個分局內外勤警察人員，每個分局進行 20-25 份隨機抽樣正式問卷調查。 

 

    國內針對理財相關書籍與研究甚多且實用，理財態度與知識已是人們生活中必備

的常識，然而有關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的探討與研究卻是相對的薄弱與稀少，此外，

深感警察人員常因不擅理財導致債務慢慢地在生活中累積，希望在本研究探討中了解

警察人員理財態度、理財行為及理財規劃三方面關聯性，因此，將研究對象與範圍限

縮為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之警察人員。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方式做為研究方法，問卷依據研究目的、文獻探討並參考各相關問

卷量表，編修成本研究問卷之構面。問卷內容包含七個部份，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第二部份：對行為的態度構面；第三部份：行為意圖構面；第四部份：行為知識構面；

第五部分：主觀規範構面；第六部份：知覺行為控制構面；第七構面：風險認知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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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分述如下： 

 

一、基本資料 

本研究問卷之基本資料部份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薪資(俸點)、

從警年資、工作性質及撫養親屬人數等，共八項基本資料選項。主要目的在瞭解受測

者個人的背景變相資料。 

 

二、問卷構面設計 

本問卷各構面內容均採用 Likert 五點量表，選項依受試者反應，從「非常同意」、

「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 

 

第四節 問卷預試實施與分析 

    本研究參酌文獻探討中彙整歸納的相關研究，作為問卷的基本架構後，加以編製

成問卷初稿，為提升問卷內容適切性，詳實參照過去文獻修訂問卷形成預試問卷共

28題。預試問卷回收後以SPSS 19.0版套裝軟體進行項目分析、效度分析及信度分析。 

 

一、預試樣本 

採便利取樣方式，以研究者前服務機關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局本部人員為問卷預試

對象，計發出 50 份問卷，回收 50 份，有效問卷 45 份，填答過程中，記錄研究對象

針對題目所提出的問題，並在正式問卷中加以修改。整份問卷施測時間每人約 10-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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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又叫試題分析，主要是用來分析預試時之受試者在試題

上的反應。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求出高低二組在每個題目平均數的臨界比和差異顯著

性，作為篩選題目的依據。並根據項目分析結果將臨界比小於 1.96 及 P-value 大於 0.05

者刪除，總計刪除 4 題，再將剩下的 24 題，進行信度分析。 

 

三、信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內部一致性方法，求得 Cronbach α 值係數，以瞭解問卷內部的一致

性與可靠性。分別求出問卷量表內各構面的Cronbach α係數，Cronbach α係數愈大者，

表示題目間的一致性愈高，則問卷信度愈高。 

 

    本量表依預試資料結果分析，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局本部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量

表個構面之Cronbach α值介於 0.68∽0.89之間，由此可知，本量表的內部一致性很高。

茲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量表」信度分析結果整理如表

3-1 所示： 

 

表 3-1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局本部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量表」之信度分析摘要表 

構面名稱  內含題目（預試題號）  Cronbach α 係數  

行為態度 AT1、AT2、AT3、AT4、AT5 0.85 

行為意圖 TE1、TE2、TE3、TE4、 0.78 

行為知識 KH1、KH2、KH3 0.77 

主觀規範 SN1、SN2、SN3、SN4、SN5 0.88 

知覺行為控制 PBC1、PBC2、PBC3、PBC4 0.89 

風險認知 RP1、RP2、RP3 0.68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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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本研究採用描述性統計，分析整理本問卷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基本

資料之次數分配、百分比等，以瞭解各背景變相分布情形。在問卷各構面部分，則以

平均數、標準差及百分比等，瞭解受試者在各題項的資料分布情形。 

 

二、t 檢定(t-test)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受試者背景中的性別、年齡與婚姻狀況，在影響臺南市

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各構面上，是否具有顯著差異性存在。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對學歷、薪資(俸點)、從警年資、工作性質與撫養親屬人數

等變項，在影響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各構面上是否具有

顯著差異性存在。 

 

四、皮爾遜積差相關(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來了解各構面間的相關情形。 

 

五、多元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s) 

以多元迴歸分析瞭解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

覺行為控制對理財行為意圖的現況。探討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

知識與風險認知對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情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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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以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為對象發出問卷，正式問卷發放時間

為 2018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0 日，對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所屬 16 個分局內

外勤警察人員進行問卷施測。問卷共發出 350 份，回收 348 份，並將作答不完整(包

括漏填)或明顯亂作答(把全部各構面選項均勾同一者)刪除，因此刪除無效問卷計 39

份，得到有效問卷 309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88.5%。 

 

    本章主要目的在於將問卷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依序陳述研究結

果並進行討論。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對象的背景變項分析；第二節為行為

意圖之積差相關分析；第三節為各構面相互影響實證結果分析；第四節為驗證假設。 

第一節 研究對象的背景變項分析 

    本節旨在分析受試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背景變項的統計資料，個人

背景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薪資(俸點)、從警年資、工作性質及撫

養親屬人數等，採用有效問卷 309 份，並以次數分配、百分比等描述性統計進行資料

的分析描述。 

 

一、性別： 

其中有效樣本中女性有 88 人，占總樣本 28.5%；男性 221 人，占總樣本 71.5%，

顯示男性受訪者占總體樣本三分之二以上；是因警察人員大多以男性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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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性別比例 

 

二、年齡： 

    彙整問卷資料，其中有效樣本中 30 歲以下的有 82 人，占總樣本 26.5%；30~40

歲的有 86 人，占總樣本 27.8%；41~50 歲的有 95 人，占總樣本 30.7%；50 歲以上的

有 46 人，占總樣本 14.9%；顯示從事警察工作的受訪者以 41-50 歲的族群占多數。 

 

 

圖 5 年齡分布比例 

 

28.5%

71.5%

性別比例

女生(88人) 男生(221人)

26.5%

27.8%

30.7%

14.9%

年齡分佈比例

30歲以下(82人) 30-40歲(86人) 41-50歲(95人) 50歲以上(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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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姻狀況： 

    彙整問卷資料，其中有效樣本中單身的有 110 人，占總樣本 35.6%；已婚的有 185

人，占總樣本 59.9%；其它(離婚、分居、喪偶等)的有 14 人，占總樣本 4.5%；顯示

受訪者以已婚者較高近六成。 

 

 

圖 6 婚姻狀況比例 

 

四、教育程度： 

彙整問卷資料，其中有效樣本中教育程度高中的有 26 人，占總樣本 8.4%；教育

程度專科的有 133 人，占總樣本 43.2%；教育程度大學的有 126 人，占總樣本 40.9%；

教育程度研究所以上的有 23 人，占總樣本 7.5%；顯示受訪者以專科的教育程度者居

多，占 43.2%，因培養警察人員的搖籃為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其畢業後所取得的學位

為副學士，也就是專科學歷。 

 

35.6%

59.9%

4.5%

婚姻狀況比例

單身(110人) 已婚(185人) 離婚或喪偶(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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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教育程度比例 

 

五、薪資俸點： 

彙整問卷資料，其中有效樣本中俸點 230 元以下的有 80 人，占總樣本 25.9%；

俸點 245 元至 350 元的有 81 人，占總樣本 26.2%；俸點 370 元至 525 元的有 105 人，

占總樣本 34%；俸點 525 元以上的有 43 人，占總樣本 13.9%；顯示受訪者以俸點 370

元至 525 元居多。 

 

圖 8 薪資俸點比例 

 

8.4%

43.2%
40.9%

7.5%

教育程度比例

高中(26人) 專科(133人) 大學(126人) 研究所以上(23人)

25.9%

26.2%

34.0%

13.9%

薪資俸點比例

230元以下(80人) 245-350元(81人) 370-525元(105人) 525元以上(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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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警年資： 

彙整問卷資料，其中有效樣本中從事警察工作未滿 10 年有 113 人，占總樣本

36.6%；從事警察工作 11 年~20 年的有 63 人，占總樣本 20.4%；從事警察工作 21 年

~30 年的有 98 人，占總樣本 31.7%；從事警察工作 31 年以上的有 35 人，占總樣本

11.3%；顯示受訪者以從警年資未滿 10 年者居多，是因近年警察人員大量招考新進人

員，以補足警察人力。 

 

 

圖 9 從警年資比例 

 

七、工作性質： 

彙整問卷資料，其中有效樣本中內勤人員有 135 人，占總樣本 43.7%；外勤人員

有 174 人，占總樣本 56.3%；；顯示受訪者以外勤人員居多。 

 

36.6%

20.4%

31.7%

11.3%

從警年資比例

10年以下(113人) 11-20年(63人) 21-30年(98人) 31年以上(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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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工作性質比例 

 

八、撫養親屬人數： 

    彙整問卷資料，其中有效樣本中無扶養親屬的有 50 人，占總樣本 16.2%；扶養

親屬 1 人的有 28 人，占總樣本 9.1%；扶養親屬 2 人的有 93 人，占總樣本 30.1%；

扶養親屬 3 人的有 66 人，占總樣本 21.4%；扶養親屬 4 人以上的有 72 人，占總樣本

23.3%；顯示受訪者以扶養 2 人的比例較高。

 

圖 11 撫養親屬人數比例 

 

 

43.7%

56.3%

工作性質比例

內勤(135人) 外勤(174人)

16.2%

9.1%

30.1%
21.4%

23.3%

撫養親屬人數比例

0人(50人) 1人(28人) 2人(93人) 3人(66人) 4人以上(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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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樣本背景資料的次數及比例分配情形，如下表 4-1 所示。以下就其數據說

明如下： 

 

表 4-1 樣本背景資料次數及比例分配表 

變項 分類 次數 百分比

(%) 

變項 分類 次數 百 分 比

(%) 

性別 女生 88 28.5 年資 10 年 以

下 

113 36.6 

男生 221 71.5 11-20 年 63 20.4 

年齡 30 歲以下 82 26.5 21-30 年 98 31.7 

30-40 歲 86 27.8 31 年 以

上 

35 11.3 

41-50 歲 95 30.7 工作性質 內勤 135 43.7 

50 歲以上 46 14.9 外勤 174 56.3 

婚 姻

狀況 

單身 110 35.6 撫養親屬 0 人 50 16.2 

已婚 185 59.9 1 人 28 9.1 

離婚或喪偶 14 4.5 2 人 93 30.1 

學歷 高中 26 8.4 3 人 66 21.4 

專科 133 43.2 4 人以上 72 23.3 

大學 126 40.9     

研究所以上 23 7.5    

薪 資

俸點 

230 元以下 80 25.9    

245-350 元 81 26.2    

370-525 元 105 34    

525 元以上 43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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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行為意圖之積差相關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對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

為控制與行為意圖的相關性，並分析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

的影響情形。相關性部分，以 Pearson 積差相關之統計方法進行分析，並依據相關程

度的高低判定標準來判斷其相關程度之高低，r≧.80 為高度相關；.80＞r≧.40 為中度

相關；r＜.40 為低度相關係（吳明隆，2008）。影響情形部分，以多元迴歸中的同時

迴歸分析加以驗證。表 4-2 為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行為意圖之積差相關

分析表，由表中得知，除風險認知對主觀規範未達顯著水準外，其他均呈顯著相關。 

 

表 4-2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警察人員行為意圖之積差相關分析表 

風險 

認知 

行為 

知識 

行為 

態度 

主觀 

規範 

知覺行

為控制 

行為 

意圖 

.128*** 1     

.150*** .570*** 1    

.264*** .288*** .402*** 1   

.246*** -.030 .088** .284*** 1  

.317*** .066* .136*** .209*** .232*** 1 

.400*** -.102** -.014 .214*** .422*** .395*** 

      * p<.05；** p<.01；*** p<.001 

 

第三節 各構面相互影響實證結果分析 

    本節旨在瞭解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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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對行為意圖的現況，並分析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的影

響情形；並探討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知識與風險認知對行為態

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結果。分述如下： 

 

一、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相關影響迴歸分析 

    為瞭解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以行為態度、主觀規範

及知覺行為控制做為迴歸中的自變項，而以行為意圖當依變項，進行多元迴歸中的同

時迴歸，以了解這些構面對行為意圖的影響力。由表 4-3 及表 4-4 可得知，相關係數

R=.668，決定係數 R2=.473，調整後的 R2=.468。而模式考驗的結果，顯示迴歸效果達

顯著水準(F=91.259***，P<.001)，具有統計上的意義，如表 4-3 及 4-4。 

 

表 4-3 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對行為意圖影響迴歸摘要模式分析 

摘要模式 

模式 R R 平方 調過後的 R 平方 估計的標準誤 

1 .688 .473 .468 2.379 

預測變數：(常數)、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 

 

表 4-4 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對行為意圖影響迴歸 Anova 分析 

Anova 

模式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顯著性 

1 迴歸 1549.908 3 516.636 91.259 .000 

殘差 1726.662 305 5.661   

總數 3276.570 308    

預測變數：(常數)、知覺行為控制、主觀規範、行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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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數：行為意圖 

 

進一步對於個別自變項進行事後考驗，Beta 值均達顯著水準。係數估計的結果指

出，行為態度具有最佳的解釋力，Beta 係數為.446，其次為知覺行為控制，Beta 係數

為.082，主觀規範的 Beta 係數為.260；因此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對行

為意圖相當顯著影響，如表 4-5。 

 

表 4-5 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對行為意圖影響迴歸係數分析 

係數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1 (常數) .527 .860 .613 .540 

行為態度 .446 .040 11.152 .000*** 

主觀規範 .082 .030 2.727 .007** 

知覺行為控制 .260 .041 6.324 .000*** 

依變數：行為意圖 

F 值:91.259(顯著性:0.000)，R2:0.468 

* p<.05；** p<.01；*** p<.001 

 

二、風險認知及行為知識對行為態度相關影響迴歸摘要模式分析 

    為瞭解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態度，以風險認知及行為知識

做為迴歸中的自變項，而以行為態度當依變項，進行多元迴歸中的同時迴歸，以了解

這些構面對行為態度的影響力。由表 4-6 及表 4-7 可得知，相關係數 R=.501，決定係

數 R2=.251，調整後的 R2=.247。而模式考驗的結果，顯示迴歸效果達顯著水準

(F=51.387***，P<.001)，具有統計上的意義，如表 4-6 及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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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風險認知及行為知識對行為態度相關影響迴歸摘要模式分析 

摘要模式 

模式 R R 平方 調過後的 R 平方 估計的標準誤 

1 .501 .251 .247 3.141 

預測變數：(常數)、風險認知、行為知識 

 

表 4-7 風險認知及行為知識對行為態度相關影響迴歸 Anova 分析 

Anova 

模式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顯著性 

1 迴歸 1013.979 2 506.990 51.387 .000 

殘差 3019.018 306 9.866   

總數 4032.997 308    

預測變數：(常數)、行為知識、風險認知 

依變數：行為態度 

 

進一步對於個別自變項進行事後考驗，Beta 值均達顯著水準。係數估計的結果指

出，風險認知的解釋力，Beta 係數為.276，而理財行為知識，Beta 係數達.451；因此

風險認知及行為知識對行為態度相當顯著影響，如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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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風險認知及行為知識對行為態度相關影響迴歸係數分析 

係數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1 (常數) 12.704 .778 16.321 .000*** 

風險認知 .276 .090 3.074 .002** 

行為知識 .451 .081 5.603 .000*** 

依變數：行為態度 

F 值：51.387(顯著性：0.000)，R2: 0.247 

* p<.05；** p<.01；*** p<.001 

 

三、風險認知及行為知識對主觀規範相關影響迴歸分析 

    為瞭解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主觀規範，以風險認知及行為知識做為

迴歸中的自變項，而以主觀規範當依變項，進行多元迴歸中的同時迴歸，以了解這些

構面對主觀規範的影響力。由表 4-9 及表 4-10 可得知，相關係數 R=.350，決定係數

R2=.123，調整後的 R2=.117。而模式考驗的結果，風險認知對主觀規範顯示迴歸結果

不顯著，然而行為知識對主觀規範迴歸效果達顯著水準，具有統計上的意義，如表

4-9 及 4-10。 

 

表 4-9 風險認知及行為知識對主觀規範相關影響迴歸摘要模式分析 

模式摘要 

模式 R R 平方 調過後的 R 平方 估計的標準誤 

1 .350 .123 .117 4.415 

預測變數：(常數)、風險認知、行為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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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風險認知及行為知識對主觀規範相關影響迴歸 Anova 分析 

Anova 

模式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顯著性 

1 迴歸 834.003 2 417.002 21.398 .000 

殘差 5963.285 306 19.488   

總數 6797.288 308    

預測變數：(常數)、行為知識、風險認知 

依變數：主觀規範 

 

進一步對於個別自變項進行事後考驗，Beta 值在主觀規範中未達顯著水準。係數

估計的結果指出，風險認知的解釋力，Beta 係數為.080，而理財行為知識，Beta 係數.530；

因此行為知識對主觀規範相當顯著影響，而風險認知對主觀規範就相當不顯著，數值

達.528，如表 4-11。 

 

表 4-11 風險認知及行為知識對主觀規範相關影響迴歸係數分析 

係數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1 (常數) 9.724 1.094 8.889 .000*** 

風險認知 .080 .126 .631 .528 

行為知識 .530 .113 4.679 .000*** 

依變數：主觀規範 

F 值：21.398(顯著性：0.000)，R2: 0.117 

*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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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風險認知及行為知識對知覺行為控制相關影響迴歸分析 

    為瞭解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知覺行為控制，以風險認知及行為知識

做為迴歸中的自變項，而以知覺行為控制當依變項，進行多元迴歸中的同時迴歸，以

了解這些構面對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力。由表 4-12及 4-13可得知，相關係數R=.518，

決定係數 R2=.268，調整後的 R2=.263。而模式考驗的結果，顯示迴歸效果達顯著水

準(F=56.091***，P<.001)，具有統計上的意義，如表 4-12 及 4-13。 

 

表 4-12 風險認知及行為知識對知覺行為控制相關影響迴歸摘要模式分析 

模式摘要 

模式 R R 平方 調過後的 R 平方 估計的標準誤 

1 .518 .268 .263 3.069 

預測變數：(常數)、風險認知、行為知識 

 

表 4-13 風險認知及行為知識對知覺行為控制相關影響迴歸 Anova 分析 

Anova 

模式 平方和 df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顯著性 

1 迴歸 1056.455 2 528.228 56.091 .000 

殘差 2881.719 306 9.417   

總數 3938.175 308    

預測變數：(常數)、行為知識、風險認知 

依變數：知覺行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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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對於個別自變項進行事後考驗，Beta 值均達顯著水準。係數估計的結果指

出，風險認知的解釋力，Beta 係數為.342，而理財行為知識，Beta 係數.412；因此風

險認知及行為知識對知覺行為控制相當顯著影響，如表 4-14。 

 

表 4-14 風險認知及行為知識對知覺行為控制相關影響迴歸係數分析 

係數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1 (常數) 6.711 .760 8.824 .000*** 

風險認知 .342 .088 3.896 .000*** 

行為知識 .412 .079 5.235 .000*** 

依變數：知覺行為控制 

F 值：56.091(顯著性：0.000)，R2: 0.263 

* p<.05；** p<.01；*** p<.001 

 

第四節 驗證假設 

    將上述研究結果與本研究「各相關構面因素對行為意圖是否存在顯著影響。」的

驗證結果整理成表 4-15 及圖 12。如表 4-15 及圖 12 所示，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

覺行為控制對理財行為意圖均存在顯著影響；另理財行為知識對行為態度、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亦存在顯著影響；風險認知對行為態度、知覺行為控制仍存在顯著影響，

惟對主觀規範影響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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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各相關構面因素對行為意圖驗證結果表 

假設項目 驗證結果 

1.行為態度對行為意圖存在顯著影響。 假設成立 

2.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存在顯著影響。 假設成立 

3.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存在顯著影響。  假設成立 

4.風險認知對行為態度存在顯著影響。  假設成立 

5.風險認知對主觀規範影響不顯著。  假設不成立 

(警察人員工作職責本份 
，長期處在高風險認知環
境下工作，使得在主觀規
範所設定的變項因素方面
較薄弱) 

6.風險認知對知覺行為控制存在顯著影響。 假設成立 

7.行為知識對行為態度存在顯著影響。  假設成立 

8.行為知識對主觀規範存在顯著影響。 假設成立 

9.行為知識對知覺行為控制存在顯著影響。 假設成立 

 

 

 

 

 

 

  

圖 12 研究實證結果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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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與其他研究不同之處，在探討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文獻原本就不多，今

以計畫行為理論來探討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在其他文獻尚未發

現；本研究構面涵蓋較廣，期望提高各構面對行為意圖的解釋力。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運用計畫行為理論來了解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

員理財行為意圖。經蒐集、整理歸納有關計畫行為理論及行為意圖、行為態度、主觀

規範、知覺行為控制、風險認知與行為知識等相關文獻，提出研究架構及假設，並以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調查表」做為研究調查工具。隨機

抽樣對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實施問卷調查，問卷回收後，進行統計分析

與討論。本章旨在依據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供政府機關、警政單位、

訓練機構、各級官長及相關人員參考，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結論；第二節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以「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調查表」，針對臺南

市政府警察局所屬 16 個分局內外勤警察人員，每個分局進行 20-25 份隨機抽樣問卷

調查，經資料分析討論後，結果整理如下： 

 

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之人口變項因素分析結果： 

1. 在 309 份有效問卷樣本中，性別部分男性 221 人(佔 71.5%)，顯示警察工作以男

性為主，究其原因主要基於考量工作內容，招考時錄取男女比例已明顯落差。 

 

2. 年齡分佈比例以 30-50 歲青壯年居多，計 181 人(佔 58.5%)，因近年來實施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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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特考班，應考生以大學畢業生為主(高中畢業亦可報名 18 歲以上，37 歲以

內)，與警專生(高中畢業生應考為主，25 歲以內)年齡已有高出許多，造成新進

入警察人員年齡隨之提高。 

 

3. 婚姻狀況已婚人數 185 人(佔 59.9%)，與上述 2 之關聯性，年齡分佈的提高，因

而已婚人數在抽樣調查問卷佔多數。 

 

4. 教育程度以專科與大學學歷居多計 259 人(佔 84.1%)，警察專科學校畢業後授予

專科學歷，加上警察特考班人員多為大學畢業生應考，因此在學歷上專科及大

學人數佔極大值。 

 

5. 薪資俸點以 370-525 元人數達 105 人(佔 34%)，經抽樣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所支

領薪資淨額(扣除公、健保、退撫金及所得稅)平均值約在 6 萬元左右(不包含加

班費)。 

 

6. 從警年資以未滿 10 年者居多達 113 人(佔 36.6%)，是因前幾年政府大量招考警

察人員，以補足警察人力人力的缺口。 

 

7. 工作性質以外勤人員居多，計有 174 人(佔 56.3%)，警察勤務巡邏及查案需大量  

外勤工作人力，因而外勤人員比例比內勤人員高。 

 

8. 撫養親屬人數以撫養親屬 2 人居多，計 93 人(佔 30.1%)，與上述 3 關聯性，已

婚人數多達 185 人，因此造成撫養親屬人數落在撫養 2 人。 

 

二、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影響行為意圖的迴歸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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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均存在顯著影響。 

 

1.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主要受到行為態度(未標準化

係數=.446、T 值=11.152、P 值顯著性=.000***)的影響，其次為知覺行為控制(未

標準化係數=.260、T 值=6.324、P 值顯著性=.000***)，接下來依序為主觀規範(未

標準化係數=.260、T 值=2.727、P 值顯著性=.007**)所影響。 

 

2.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在行為態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等三

個構面，對行為意圖有顯著的影響力。 

 

三、風險認知度、行為知識影響行為態度的迴歸分析結果： 

    風險認知、行為知識對行為態度均存在顯著影響。 

 

1.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態度，主要受到行為知識(未標準化

係數=.451、T 值=5.603、P 值顯著性=.000***)的影響，其次為風險認知(未標準

化係數=.276、T 值=3.074、P 值顯著性=.002**)所影響。 

 

2.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在理財風險認知與行為知識等二個構面，對

行為態度有顯著的影響力。 

 

四、風險認知、行為知識影響主觀規範的迴歸分析結果： 

    風險認知對主觀規範影響不顯著，但行為知識對主觀規範的影響力卻相當顯著。 

 

1.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主觀規範，主要受到行為知識(未標準化

係數=.530、T 值=4.679、P 值顯著性=.000***)的影響，但對風險認知的影響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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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未標準化係數=.080、T 值=.631、P 值顯著性=.528)。 

 

2.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在理財風險認知與行為知識等二個構面，對

主觀規範的影響，結果是行為知識方面影響是相當顯著，但風險認知對主觀規

範的影響卻不顯著。 

 

五、風險認知度、行為知識影響知覺行為控制的迴歸分析結果： 

    風險認知、行為知識對知覺行為控制均存在顯著影響。 

 

1.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知覺行為控制，主要受到行為知識(未標

準化係數=.412、T 值=5.235、P 值顯著性=.000***)的影響，其次為風險認知(未

標準化係數=.342、T 值=3.896、P 值顯著性=000***)所影響。 

 

2.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在理財風險認知與行為知識等二個構面，對

知覺行為控制有顯著的影響力。 

 

第二節 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內外勤警察人員理財的行為意圖各因素構

面，均存在著相互顯著影響；惟有主觀規範不受風險認知所影響，可能是警察人員職

責本份，長期處在高風險認知環境下工作，使得在主觀規範所設定的變項因素方面較

薄弱。期望警政單位能重視在警察人員在從事警察工作前的養成訓練、工作中的在職

訓練與勤餘或休假時，日常生活中是否有接觸及學習理財課程安排。因此根據研究結

果提出以下建議，以供內政部警政署、各縣市政府警察局及警大(專)學校教育、相關

單位官長及有關人員未來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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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強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警察人員理財能力 

    警察人員薪資在高所得情況之下，其消費行為，是否易較出現高於一般消費水平

之隱憂，如再加上缺乏正確理財行為之狀況下，極可能衍生出債務問題；舉例：年輕

的警察人員，其年薪總金額近逼百萬元，如未有正確理財行為，易生揮霍之情事與常

態，經常有「月光族」之情形；加上涉世經驗未深、警察勤(業)務的壓力、所處環境

的使然及缺乏個人理財行為教育的培養，無法做出正確的財務決定，可能由個人的問

題演變為社會問題(收賄、瀆職)；由此可知警察人員在個人擁有正確的理財行為的知

識是相當重要。 

 

二、提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警察人員對理財行為風險認知功能  

    期能以專案性研討與規劃，如何能提升與加強警察人員正確理財行為方面的風險

認知，在內政部警政署是否能考慮在警察每月常年訓練中，邀請理財實務單位舉辦理

財講座，對警察人員實施講授理財行為的重要性，並開設或鼓勵性質參加理財相關課

程，讓警察人員在理財方面多加進修相關知識，且更需給予理財的實質輔導，針對理

財狀況較可能有問題的警察人員，商請理財專家給予實質上的建議，並告知正確理財

態度觀念與風險認知的功能。 

 

三、落實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警察人員的理財教育 

    鼓勵同仁勤餘或休假時，自主從事理財相關知識與課程的自我進修，亦可利用公

務人員學習認證時數鼓勵充實理財課程，並列入終身學習時數，亦可對於願意充實本

身理財教育的同仁，以上課的科別與時數來區分統計，進行內部行政獎勵；或以同仁

本身研讀理財各項書籍，而前往參加內政部或各部會所舉辦的財務證照考試，經及格

獲得證書同仁亦能受上級頒發行政獎勵或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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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只限於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警察人員，屬於南部且消費水平較不

高地區，結論無法推論至北部及較高消費水平地區，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進行與中、北

部地區城鄉差異、消費水平差異比較。再者，本研究利用計畫行為理論，只做到行為

意圖的推論，尚未做到實際行為的探討，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加入消費行為構面來驗證

行為意圖與實際行為的相關性研究。最後，本研究背景變項的薪資俸點部份，因未能

了解研究對象的實際年薪(包括加班費、年終、考績、不休假及各項獎金)、配偶及家

人總收入狀況與資產分配情形，如能以此家庭實際經濟狀況來探討對行為意圖的影響，

更能精確顯示各構面的影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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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問卷調查表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1.性    別 ： □女性   □男性 

2.年    齡 ： □30 歲以下  □31 歲~40 歲  □41 歲~50 歲  □51 歲以上 

3.婚姻狀況 ： □單身   □已婚   □其他(離婚、分居、喪偶等)                                                     

4.教育程度 ： □高中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5.薪額(俸點)： □150 元至 230 元 □245 元至 350 元 □370 元至 500 元 □525 元以上                                                              

6.從警年資 ： □未滿 10 年      □11 年至 20 年   □21 年至 30 年 □31 年以上 

各位警界先進：您好！ 

    十分感謝您填寫此問卷，本問卷僅供學術研究之用，您的意見絕不單獨披露，本問

卷目的是探討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警察人員理財行為意圖之研究，請依您實際狀況或感受

詳實填答，您的填答對本研究有決定性的幫助，在此衷心感謝您的協助，謝謝！ 

敬祝 

             健康順心、工作順利！ 

                                              南華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賴 丞 坡 博士 

                                              研 究 生：涂 志 文 敬上 

                                              聯絡電話：0910678569 

E-mail: tu560323@gmail.gom 

以下是您個人的基本資料，無須填寫姓名，純做研究分析之用，請您在適合的選項空格

內打勾ˇ，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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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工作性質 ： □內勤   □外勤 

8.撫養親屬人數(含父母與子女)：□0 人□1 人□2 人□3 人□4 人(含)以上   

 

第二部份《理財態度》 

下列問題是有關你對理財行為態度的看法，請你由 1-5 的數字中圈選出你最同意的

一個數字，謝謝你 

 

不同意-----→同意 

1.理財行為可以增長知識與見聞   1  2  3  4  5  

2.理財行為是非常有意義的情事與觀念   1  2  3  4  5  

3.理財行為帶來生活上的樂趣   1  2  3  4  5  

4.理財行為是一種新奇的參與   1  2  3  4  5  

5.理財行為是明智的選擇   1  2  3  4  5  

 

第三部份《理財行為意圖》 

下列問題是有關你對理財行為傾向的看法，請你由 1-5 的數字中圈選出你最同意的

一個數字，謝謝你 

 

不同意-----→同意 

1.未來我仍繼續一直從事理財行為   1  2  3  4  5  

2.我會強力推薦他人去作理財行為   1  2  3  4  5  

3.我會努力達成自己所訂之理財行為計畫   1  2  3  4  5  

4.整體而言，我可以忍受理財行為的虧損   1  2  3  4  5  

 

第四部分《理財行為知識》 

下列問題是有關你對理財行為知識，請你由 1-5 的數字中圈選出你最同意的一個數

字，謝謝你 

 

不同意-----→同意 

1.我有豐富的理財行為常識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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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會在勤餘或休假時自主從事理財相關知識與課程的自我進修   1  2  3  4  5  

3.希望在內部講習時，上級能聘請財經專家學者至機關講授理財課程   1  2  3  4  5  

 

第五部分《理財行為主觀規範》 

下列各項敘述依你對理財行為個人主觀的認知，由 1-5 的數字中圈選出你最同意的

一個數字，謝謝你 

 

不同意-----→同意 

1.我的上級或直屬長官認同的理財行為，我將會參與   1  2  3  4  5  

2.我的同學朋友有理財行為經驗，我將會參與   1  2  3  4  5  

3.廣播媒體所認同理財行為，我將會參與   1  2  3  4  5  

4.政府與專家意見所認同的理財行為，我將會參與   1  2  3  4  5  

5.我的父母及家人所認同的理財行為，我將會參與   1  2  3  4  5  

 

第六部分《理財行為控制知覺》 

 

第七部分《理財行為風險認知與偏好》 

下列問題是有關你對理財行為控制知覺的看法，請你由 1-5 的數字中圈選出你最同

意的一個數字，謝謝你 

 

不同意-----→同意 

1.足夠的金錢來負擔理財行為的相關費用   1  2  3  4  5  

2.足夠的精神與體力來從事理財行為   1  2  3  4  5  

3.足夠的時間來從事理財行為   1  2  3  4  5  

4.足夠的資訊來從事理財行為   1  2  3  4  5  

下列問題是有關你對理財行為風險認知與偏好，請你由 1-5 的數字中圈選出你最同

意的一個數字，謝謝你 

 

不同意-----→同意 

1.從事理財行為時，我會事先評估可能的損失   1  2  3  4  5  



 

47 
 

 

 

 

 

 

 

 

 

 

 

 

2.當理財標的所需成本大跌時，我會大膽逢低買進   1  2  3  4  5  

3.為追求較高的理財報酬率，我願意承受較高的理財風險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