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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財富不是夢
我的家庭財務規劃
EAP案例故事

小張跟小嫻夫妻倆結婚3年也都30出頭，由於

兩個人都在北部工作，還好老家長輩都不需要兩個

人負責照顧，因此婚前兩人就有協議自己賺的自己

處理，只是後來兩人決定生小孩後，開始討論起如

何規劃運用未來的財務時，小張才發現兩人花錢的

模式差異很大，而且小嫻才提及之前爸爸因為開公

司借貸時曾經請她當保證人，目前公司營運順利，

雖還在清償中但至少還有近千萬的債務，因此為了

這些事兩人經常討論到後來時有爭執，因此小張想

藉理財顧問的諮詢，一方面了解現行夫妻財產制度

及債務責任影響，一方面也希望顧問提供家庭財務

規劃之道，了解如何能早日存到1,000萬元的夢想。

EAP放大鏡 

關於夫妻財產制

情侶在你儂我儂的戀愛階段，總少談及個人錢

財的事，在結婚之後共同經營一個家庭，初期在生

活上及財產上也是不分彼此，但是，當遇到經濟問

題時，例如卡債、房貸、子女教育費、甚至雙方父

母的孝養費⋯等等，往往造成夫妻爭吵的源頭，

這是一般家庭常見的諮詢問題。依據我國民法親

屬篇夫妻財產制分為「法定財產制」與「約定財產

制」，其中「約定財產制」又分兩款∼「共同財產

制」與「分別財產制」。目前一般夫妻都鮮少辦理

夫妻財產制，如未以書面契約約定選擇採用何種夫

妻財產制，則適用「法定財產制」，亦即夫妻之財

員工協助方案（EAP）
「財務諮詢」案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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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每個人對金錢的態度不盡相同，有的人樂

於行善，有錢就佈施；也有人一定要儲蓄才有安全

感；也有人白手起家就是要實現自己的夢想；也有

人是屬於追逐流行的月光族，您或另一半是屬於哪

一種類型呢？所以理財前要先認清自己，這樣才有

辦法幫助您了解自己的理財個性，清楚自己對錢的

態度後，在理財過程中就可以幫助您了解如何防止

財務脫序，而夫妻之間，面對彼此的財務態度差

異，也會更加了解為什麼他／她會那樣花錢的原因。

二、 了解自己目前的財務狀況∼包括現金流量
表和資產負債表

所謂現金流量表（即現金收支表）可以讓您了

解錢都花到哪裏去了，通常可以先編製預算分配

表，再將實際支出狀況做比較，幫助您檢視是否與

預算產生差距，以便調整消費行為，平時沒有記帳

習慣的朋友建議您現在就開始行動，從記帳過程中

了解金錢的流向，同時在預算範圍內的消費也會覺

得比較踏實、安心，不致於透支還不自覺。而資產

負債表顯示的淨資產（＝總資產扣除總負債）就代

表您的身價，可以定期檢視累積的財富是否循著通

往理財目標邁進。

夫妻理財到底該由誰來負責？

由於執行理財需要基本動作就是記帳管理，所

以夫妻理財通常建議交由較有數字觀念且較理性者

擔任家庭的財務長，負責記帳管理，為了保有夫妻

對金錢的自主權，建議家庭生活必要的開銷可以依

照各自薪資固定比例（例如收入的50%）交由家

庭的財務長管理，其他的部分各自投資管理運用，

切記一定要專款專用，尤其退休金的準備，更需要

長期有紀律、堅持到底的決心，才能享受甜美的

果實，假如沒有設立專款專用，常常會不自主的提

領，導致難達到自己設定的目標，建議要盡己所能

的強迫儲蓄最低額，才不致於屆退休時有「錢到用

時方恨少」的遺憾。

產可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婚前財產由夫或妻

各自所有，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則推定

為婚後財產，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則推

定為夫妻共有，但兩人的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

中所生之孳息則視為婚後財產。

夫妻債務之清償責任

另根據民法101年12月修法通過之條文，要求

債權人已不得代位夫或妻向法院對配偶提起代位

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訴訟，夫妻各自債務由各自負

擔，也就是個人要對自己的債務負清償之責任，夫

債妻不用償還，妻債夫也不用償還。

理財從「心」出發，理財就是管理錢財的事，

要能管理好錢財，基礎工程就是心理建設，建立正

確的「理財觀念」包括：

一、認識自己對金錢的價值觀和處理金錢的態度

一般個人或家庭理財上，最應優先滿足的三大

項目（稱之義務性支出）：1.日常生活基本開銷、

2.既有負債之本利攤還支出、3.待繳的保費支出。

以大多數中產階級的家庭來說，所得皆超過前面三

大項必要開銷，但能否滿足所有想要的慾望（稱之

選擇性支出）又相當有限，因此您會怎麼處理這些

「選擇性支出」，是即時享樂？還是選擇先儲蓄起

來投資運用，當作未來消費的財源？一般家庭未來

的消費可以按人生三大理財目標即購屋、子女教育

與退休來區分，針對每個人對這三大理財目標的看

法，簡單歸類成下列四種典型的理財價值觀：

1.  螞蟻族～先犧牲後享受，認真工作，期待早

日退休，實現夢想。

2.  蟋蟀族～先享受後犧牲，及時享樂，對未來

抱持「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態度。

3.  蝸牛族～背殼不嫌苦，有土斯有財的觀念，

寧可縮衣節食來買房。

4.  慈屋族～一切為子女著想，視子女的成就為

最大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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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個
自由背包客！

古
典樂與鋼琴共舞～

聆
聽生命美麗的悸動

EAP小幫手

1,000萬元儲蓄計畫

假設小張夫妻希望在60歲退休時能擁有1,000

萬元存款，則不同年齡層開始準備退休金的財務壓

力，可以參考下表算一算即可知道：

財務目標：屆60歲退休時累積存款1,000萬元
 單位：NT$
目前年齡 距離退休年期 每個月應提撥金額

25歲 35年 9,226
30歲 30年 12,543
35歲 25年 17,460
40歲 20年 25,202
45歲 15年 38,619
50歲 10年 66,254

註： 表中目標1000萬元係假設長期平均年化投資報
酬率為5％。

因此從附表中不難看出，欲累積1,000萬元的理

財目標，從30歲開始執行的話，每月只要存12,543

元，若晚了10年，每月要提高至25,202元，足足

差了一倍，可見善用及早投資享受時間複利的效益

是相當驚人的，如果我們再不提早投資，儲備退休

金，以滿足退休養老的生活財源，您會安心嗎？為

了預約一個有尊嚴的安心退休養老生活，跨出第一

步吧！如果您還是沒時間或不知如何處理，建議您

透過理財規劃顧問諮詢，將麻煩事交給專業處理，

將您的寶貴時間專注在自己的本業，創造更高財富

效益。

（本文作者現職為鉅微管理顧問公司特約理

財諮詢顧問；CFP認證理財規劃顧問（證照
CFPR1205125））

相關法條－民法親屬篇夫妻財產制相關重點條文

如下： 
1003條　夫妻於日常家務，互為代理人。

夫妻之一方濫用前項代理權時，他方

得限制之。但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1003-1條　 家庭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

定外，由夫妻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

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因前項費用

所生之債務，由夫妻負連帶責任。        
1004條　 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

本法所定之「約定財產制」中，選擇

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

1005條　 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

制」，為其夫妻財產制。

1012條　 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得以契約廢止

其財產契約，或改用他種約定財產制。

1017條　 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

產，由夫妻各自所有。

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

為婚後財產；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

之財產，推定為夫妻共有。

夫或妻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

所生之孳息，視為婚後財產。

夫妻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後，於婚

姻關係存續中改用法定財產制者，其

改用前之財產視為婚前財產。

1018條　 夫或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

其財產。

1018-1條　 夫妻於家庭生活費用外，得協議一定

數額之金錢，供夫或妻自由處分。

1023條　 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之責。夫妻

之一方以自己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

時，雖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求

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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