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個理財重要觀念 
 

你可能很懂理財，也可能一竅不通。以下的 10個理財觀念，對任何

人都可適用，掌握這些原則與方法，幫你作出正確的理財抉擇。 

1. 看財經局勢，做趨勢計畫  
相信你有過這樣的經驗：看了今天的財經局勢所做出的投資決策，往

往事後證明是錯誤的決定。當股市大壞、房地產價格創新低、市場上

每天都有利空消息、所有人都要退出投資行列時，正是起漲的開始，

為什麼歷史一再重演，而投資人總是學不會？ 

這是因為多數人會被短期的消息影響其長期的決定，而導致錯誤的結

論。假設你買進股票或共同基金是為了十年後給子女留學使用，那麼

你會在乎是今天買進還是明天買進嗎？又或者你會為今天哪家公司

跳票就賣出，明天護盤基金進場又急急忙忙買進嗎？ 

如果你經常觀看股市解盤的節目，你是否仔細想過：這些老師也許說

對了明天的行情，讓你做出買進或賣出的動作，但你是否檢驗過：今

日的投資行為一年半載，或是三、五年後來看，還是正確的嗎？也許

你賣在最高點，賺到十五％，但卻錯失了日後漲升一倍，甚至數倍的

利潤。記住，投資是看好標的之未來性，不要隨著一時消息起舞。 

 

2.不要只為了賺錢而投資  

很多人以為，只要投資就一定能致富，因此一味挑選獲利可觀的投資

工具。如果你經歷過股市從萬點向下反轉，短短時間內就跌了三、五

成，甚至有些股票最後只剩最高價時一成的價格，大概就能體會什麼

是投資風險了。 

投資不單純只是為了獲利，其更積極的意義應是管理及運用金錢，使

既有的資本發揮更大的效益。不管外在環境好或壞，你都必須理財，

所以更需要對風險控管有所瞭解。 

風險是指投資價值變動的幅度，只要投資，一定就有風險；因為價值

會變動，投資也才有意義。有風險並不是一件壞事，想要有投資報酬，

就得承擔風險，就像給花澆水一樣：不澆水，花會枯萎；澆太多水，

花也活不了。 

 

3.用情緒理財是最失敗的策略  

投資人都知道不要追高殺低，但投資行為往往重蹈覆轍，就是因為無

法克服情緒性的問題。看到股票大漲、別人都在賺錢時，就忍不住跳

進去而套在高檔；手中股票總認為還會再漲，等到價格一跌再跌，才

只好忍痛認賠出場。 



一般人最容易有的情緒問題就是貪婪。每個人都希望短時間內就能發

財，所以，通常只會看到賺錢機會，而忽略了其背後所隱含的風險，

或是不會見好就收，賺到可觀的收益還不滿足，只想還有超額利潤，

結果不僅該賺的沒有賺到，還賠得更多。投資人必須控制的另一種情

緒就是恐懼。人們經常為了一時的消息而影響投資判斷力，也忘了原

本的投資目標而自亂陣腳，計畫要持有三、五年的股票，可能一時股

價大跌就急急忙忙脫手，因而損失慘重。 

第三個情緒問題是人們往往根據最近投資經驗來預估未來的投資收

益。其實投資環境隨時在變，假設某一年投資組合因為較為投機而成

績特別好，並不表示年年可如此操作；反之，今年成績不理想，不代

表投資決策錯誤，必須調整組合內容而涉入較高風險的投資。 最怕

的是，一時的高獲利讓投資人迷失了方向，而導致日後更嚴重的問題。

一點點貪心和焦慮並不是壞事，畢竟人性的弱點是不可避免的，重要

的是，要認清這個事實，儘量控制及降低其負面的影響。 

4.不要再認為買房子是最佳的投資增值選擇  

通常買房子除了自用之外，購屋者總認為房地產一定會增值，所以窮

畢生之力只想擁有自己的房子，並認為這就是最好的投資，對其他投

資工具都不屑一顧。也許你聽說過朋友房子轉手賺了數倍利潤，那多

半是因為運用財務槓桿所致，然而，如果投資其他工具也使用財物槓

桿，可能同樣會有高獲利的情形發生。所以，如果排除財務槓桿效果，

房地產未必是投資報酬最佳的管道，再加上持有成本及流動性考量，

精打細算下來，投資報酬率不見得有想像中那麼高。尤其近年來國內

房地產供給量居高不下，房價漲幅相當有限；即使像日本一向高房價

的國家，房地產價格也一再走低，台灣未來房價全面大漲的可能性值

得商榷。所以，不要認為買房子就已經是最重要的投資決策，就可以

高枕無憂；購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居住、住得舒適，如果你認為這是

投資行為，在花費大筆金額投資之前，應該與其他工具仔細作比較，

三思而後行。 

 

5.薪資高不代表將累積更多財富  

多數人常常為了另一份薪資較高的工作而跳槽，但職場上的成功是不

是意味著財富累積也會更多？這可能要看個人如何規劃自己的財

務。 

假設兩個同樣大學畢業的同學，一位進入公家機構，一位在民營企業

服務。兩人起薪都是三萬元，都工作到六十歲退休。 

前者一直工作到退休都沒有轉換工作，每年平均領十三個月的薪資，

平均薪資調幅為五％，退休後每月可領退休前薪資的六五％。後者平

均每五年換一次工作，每次約加薪十五％，每年平均領十五個月的薪



資，但服務機構都沒有提供退休金，退休後只能靠自己累積的儲蓄過

日子。 

這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就全面的、長期的理財規划來看，何者較為成

功？一直轉換工作、尋求更好的待遇，也許意味工作上的成功，可以

過更寬裕的生活，也有更大的花費。如果不審慎累積財富、創造財富，

一旦沒有收入，生活可能過得十分拮据而完全無法適應。你可以選擇

汲汲營營的追求工作和薪水的成就感，也可以穩當過一生。薪資收入

的高低，不能代表財富就有多少，賺較少的錢不見得不能累積財富，

過平穩無憂的生活。 

 

6.負債記錄不要變得太完美  

有些人以為從不負債的人就是信用最好，一定就可以在金融機夠借到

最高額度，享有最優惠的利率，其實不然。如果沒有信用記錄可循，

通常金融機構的審查反而趨向保守。很多人申請了信用卡卻備而不用，

這對你的信用記錄也沒有助益，最好是保有少數幾家用得到的信用卡

即可。不要以為自己絕不可能向銀行借錢，而不在意信用記錄的維持。

平時就應適度使用信用卡，不要遲繳費用，把用不到的信用卡取消；

在申請貸款前，先將信用卡的已使用額度降低，以便借到較多的金

額。 

7.開銷不要以百元為單位，要計畫到每一塊錢  

人們買房子、汽車或其他高價的物品時，都懂得比價、議價，以省下

可觀的金額，但卻在日常生活中不經意花掉十元、二十元，你可知道

這些隨手可存下來的小錢累積到退休的時候，會是多大的財富？ 

假設你每天能省下五十元，這不過是少買一包零食和一杯飲料就可以

辦到，這樣每月可累積 1500元，並將它存在銀行，保持這樣的存錢

習慣直到退休，假設有三十年的期間，平均年利率八％，屆時，你就

有二二四萬的退休金可用！ 

如果你每天能存一百元，累積的財富就是四四七萬元！你每天花掉五

十元可能一點也不心疼，但如果你知道這是在放棄一筆二二四萬元的

財富累積，是不是就會謹慎些？不需要經過每日、每月的精算，也不

必嚴格控制支出項目，從現在開始，當你進入便利商店或逛超市時，

將不必要買的東西放回去，把這些錢存進銀行，你就可以真真實實看

到自己財富的增長！ 

 

 

 

 



8.不要只是存錢，要用「滾雪球方式」存錢  

控制消費慾望是一種省錢、存錢的方式，但如果讓你的錢花在一些可

以幫助你省錢、甚至賺錢的工具或技能學習上，財富累積速度就會像

滾雪球一般。 

如果你每天都花七十元坐計程車上、下班，也許買一部腳踏車代步會

幫你省下不少的交通費，還可省下上健身房的費用；如果你的手工藝

不錯，買一部縫紉機就可以作家中所需的擺飾品、窗簾、桌墊，甚至

可能的話，還可放在朋友的商店出售；喜歡盆栽的人不妨考慮種一些

既可玩賞、又有實用價值的植物，譬如番茄、九層塔等可以食用的水

果菜類；購買一本理財的書籍或刊物，其中省錢用錢、賺錢投資的觀

念，對財富的增長多少有所助益。 

按照這樣的原則，你也可以想出更多具有創意的點子。你不一定要成

為小氣財神，而是在用錢時多想想：花這筆錢對我的理財有幫助嗎？

這是最佳指導原則。 

 

9.停止在小孩身上與假日期間過度的浪費 

重視下一代的培育以及休閒活動，是現代人主要的特色之一。如果你

仔細算一算家中支出，不難發現，花在小孩身上的費用和休閒娛樂支

出比重日益上升，因為這是讓人最捨得花錢的兩大理由，而且通常人

們只著重在這方面的計畫，而不在意將會產生多大的花費。逛街、外

出用餐、出國旅遊，這些都是犒賞自己常用的方法，其結果可能都所

費不貲。對兒女有求必應，並處心積慮讓他們學習更多才藝，是現代

父母的通病，因此，養育一個孩子也越來越貴了。 

其實，這些花費在心理上的滿足往往大過實質上的需求，如果稍微用

點心，用一些方法加以克制，立刻可以省下可觀的費用。 

9-1列出支出明細--減少情緒性的消費行為，儘可能事前列出花費的

項目，更重要的是列出支出金額，加總之後你就知道是否負擔得起這

些花費。 

9-2少刷卡，用現金--只帶預算內的金額出門。刷卡的消費者通常等

收到帳單才知道已經透支，而使用現金可以馬上知道荷包已經變薄，

或是還剩多少錢可以使用。 

 
9-3讓小孩和你一起省錢--教導子女金錢的價值及正確使用途徑，訂

下一些規則讓他們遵守，譬如：不必給零用錢，而是作好某些事情才

給予獎勵；教他們存錢、省錢、花錢、投資觀念等。 

 

 

 



10.不要花大錢購買價值會逐漸下降的物品  

你會不會因為朋友買了某件名牌的衣物或手錶，所以也跟著買？你有

沒有因為刷信用卡的便利，而買了一些原本負擔不起的東西？許多高

價的商品，不是因為本身價值如此，而是讓人達到心理上的滿足，試

問，這些滿足感可以持續多久？三、四十年後你還會戴這隻錶、穿這

件衣服嗎？ 

當初如果把這些錢存起來，現在的價值已經倍增。現代人將享受生活

列為重要的生活目標，但這並不表示可以過超過能力所及的物質生活，

否則就會變成外表上很富裕，其實一點財富基礎都沒有。  

結論：理財首重保本，能夠保本並有足夠的本錢再進一步投資，才能

跳脫還款壓力，提供以上十項法則與諸位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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