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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台灣人口結構已邁入高齡化，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相關議題逐漸受到重視。本研究探

討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的影響。以大台北地區土地銀行擁有

房屋的客戶為研究對象，採便利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1)老年經濟安全保障

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的影響；(2)理財知識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的影響；

(3)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的影響；(4)涉入在

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響有顯著的干擾效果；(5)涉入在理財知識對逆向

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響有顯著的干擾效果；(6)涉入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

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響有顯著的干擾效果。並提出相關的管理意涵及後續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彙：老年經濟安全保障，逆向抵押貸款，理財知識，涉入 

壹‧緒論 

二十一世紀全球人口結構高齡化，將對人類的社會制度產生重大衝擊。

近年來台灣人口結構已漸邁入高齡化的社會現象，依據內政部戶政司 2013年

12 月的統計資料1，顯示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比率由 2004 的 9.48%上

升至 2013的 11.53%。政府在高齡化加速發展的趨勢下，產生財政及福利支出

的經濟衝擊及挑戰，已無法因應長者經濟安全保障的需求。因此，年長者如何

增加資金來源，提升退休後所得收入，重視年長者的經濟保障，便成為一重要

課題。 

國人在「有土斯有財」的傳統觀念影響下，擁有自有住宅率高。依據行

政院主計處統計資料2，顯示我國 2012 年家庭自有住宅比率達 85.8%，顯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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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輔仁管理評論，第二十二卷第二期，民國 104年 5月 

國屬高自有住宅率國家。美國已實施多年之「逆向抵押貸款(Reverse Mortgage, 

RM)」制度，讓 62 歲以上擁有房屋所有權之住屋者，抵押其住屋予銀行、保

險公司等金融機構而獲得貸款收入，再由金融機構按月支付一定數額的養老金

給申請抵押貸款的年長者，一直延續到抵押人離世，之後其抵押的房地產即交

由抵押權人金融機構。游欣霓(2007)研究中指出辦理逆向抵押貸款對提高退休

後所得確實會有影響；石泱(2005)的研究認為老年經濟安全保障係指退休時所

領取的各種養老金至少要達到退休前薪資所得 60%至 70%的所得替代率，方

能享受有品質的退休生活。綜言之，本研究擬探討台灣在高自有住宅率情形

下，實施「逆向抵押貸款」，是否影響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的問題。 

Lusardi & Mitchell(2005)研究分析顯示大部份美國年長者的理財知識不

足，大多數皆無完整退休規劃。台灣也是類似情形，林左裕、楊博翔、徐偉棋

(2009)的研究指出，大多數年長者無完善退休規劃，亦未能達到經濟上的獨立

自主，有愈來愈多人必須仰賴政府救助津貼以因應日常生活所需。由於年長者

的理財知識不足、無退休規劃，以致生活窮困等老年經濟安全的議題，將成一

受矚目的焦點。 

借款人申辦貸款時，除了利率、借款額度的因素外，理財知識(Financial 

Literacy)與金融知識(Financial Knowledge)均是借款人考慮申辦貸款的重要因

素。借款人擁有較豐富的理財金融知識時，愈能獲得財務的需求。另一個影響

借款意願強度的概念是涉入(Involvement)，當涉入程度高時，借款人的意願也

高。Arora(1993)研究亦證實涉入程度可以運用到服務行銷的領域，並進一步指

出若能了解涉入對期望的服務品質與認知品質之間的關係，將有助於服務行銷

策略之擬定。 

本研究將以大台北地區土地銀行擁有房屋所有權的客戶為研究對象，利

用問卷調查，探討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理財知識與逆向抵押貸款意願之研究。

基於上述討論，本研究目的可分述如下：(1)探討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對逆向抵

押貸款借款意願的影響。(2)探討理財知識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的影響。(3)

探討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的影

響。(4)研究涉入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響的干擾效

果。(5)研究涉入在理財知識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響的干擾效果。(6)研

究涉入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

響的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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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老年經濟安全保障 

老年經濟安全問題，包括退休問題、家庭結構變遷問題與人口老化等的

問題(詹宜璋，1998)；方明川(1995)以保險經濟觀點檢視老年經濟安全問題發

現，長者不但需有維持自己及扶養家屬生計之能力，亦應擁有估算老年生活成

本之財務規劃，同時更需在意外事故發生前預存準備才行；乃因長者退休之後

經濟收入少，醫療費用相對提高，長者應如何獲得經濟支援才能過安定有尊嚴

的生活，是長者人權中最重要的一環(許皆清，2000)。 

20 世紀初工作權、經濟權、社會福利權等長者人權的理想，應與國家政

策緊密的結合，特別是勞動政策與社會福利政策等，其基本精神都是希望滿足

民眾的基本生活需求(王雲東，2005)；吳老德(2000)認為長者人權應包括下列

三項：(1)長者應有維持基本生活水準之所得；(2)長者應有地點、設計及價格

適當之居住環境；以及(3)長者應有依個人意願參與勞動市場的機會。石泱(2005)

的研究則認為老年經濟安全保障係指退休時所領取的各種養老金至少要達到

退休前薪資所得 60%至 70%的所得替代率，方能享受有品質的退休生活；所

以衡量老年經濟安全保障應視各種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是否完善、可否達到

理想的所得替代率。 

老年經濟安全保障之衡量：許皆清(2000)以健康照顧、經濟安全、居住安

養、生活調適等四個構面共 29 個題項，採問卷調查來衡量長者生活需求；王

雲東(2006)則以基本人權、參與、照護、自我實現與尊嚴等五個構面共 29 個

題項，採問卷調查來衡量長者人權受保障的程度。 

二、理財知識 

（一）理財知識的定義及分類 

Lusardi(2008)認為理財知識(Financial Literacy)可分為基礎理財知識與進

階理財知識二種。美國理財知識教育委員會(The US Financial Literacy & 

Education Commission)將理財知識定義為對於錢財目前與未來的使用和管

理，能夠作理智判斷與採取有效行動 (Basu, 2005)；Noctor, Stoney & 

Stradling(1992)認為理財知識係指對於錢財的使用和管理，做理智判斷與決策

的能力；Schagen & Lines(1996)延伸其定義指出具有理財知識者應擁有理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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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與態度如下：(1)對錢財管理的主要觀念有相當的了解；(2)知悉金融機構、

金融體系與服務的運作；(3)對一般與特定的理財事務具有分析與綜理的能

力；(4)對理財事務的管理態度是肯定、負責的。 

Widdowson & Hailwood(2007)的研究指認為理財知識的定義範圍廣泛，包

含的要素分析如下：(1)基礎的數學技能，例如債務的利率、投資報酬率等基

本計算能力；(2)明瞭特定財務決策的收益與風險，包括借款、消費、融資和

投資；(3)基本財務觀念的了解，包含報酬與風險之間的取捨，不同投資與各

類金融商品的主要屬性，資產分散的優點和貨幣的時間價值；(4)知道何時尋

求專業建議及如何詢問，並明瞭專家所給予的意見。 

理財知識的分類，依據 Chen & Volpe(1998)經由個人理財知識程度的測

試，將得分之平均分數比例區分為：(1)超過百分之八十，代表具有相當高的

理財知識；(2)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九，代表具有中等的理財知識；(3)百分之六

十以下，則具有相對低的理財知識。該研究設計涵蓋個人理財的主要項目，測

試的內容包括一般知識、儲蓄和借款、保險和投資等。 

Worthington(2006)指出理財知識相關有關文獻可分為兩大類，一為試圖解

釋各種不同模式的理財知識，如複利或單利的利息計算、通貨膨脹的影響及風

險分散的觀念等；第二種是嘗試評估不同理財知識改善方案的功效；雖然這兩

個主流的研究以往是被視為分別獨立的，但實際上兩者是密切且相關的，因為

其評估方案的目的就是在於改善理財知識。 

（二）理財知識的重要性 

大多數家庭對於退休後生活的事前準備是覺得不足夠的 (Lusardi & 

Mitchell, 2005)，其主要原因在於理財知識的普遍不足，在面臨退休之際，大

部份是沒有存款且面臨重大財務困難(Lusardi & Mitchell, 2007)。由此可知，理

財知識對消費者的財務決策影響很大，其辦理理財知識的研究調查對象，是針

對 51 至 56歲財產累積幾乎已達頂點的受測者，檢驗他們多項財務決策，包括

房屋抵押貸款、汽車貸款及信用卡、退休準備等基本金融知識，研究中指出對

理財知識的忽視，可能會帶來許多嚴重後果，包含不良借款行為等。 

Noctor, Stoney & Stradling(1992)、Lusardi & Mitchell(2007)的研究皆指出

瞭解理財知識為金融消費者理財規劃應具備的知識，包括如何規劃借款及退休

準備，其中：(1)借貸規劃：金融消費者因財務需求進行借款要善加規劃，需

避免不當的借款行為及膨漲自己的所得能力；(2)退休規劃：為避免年長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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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收入，退休規劃應在年輕時即需籌備，若退休後收入不足因應支出，年長

者應善用既有的財產取得收入因應退休生活。 

理財知識對消費者金融服務的重要性在於，每位消費者每日都會面臨到

基本財務決定的制定，包含該如何花錢及省錢？如何計劃預算？到那裡去投

資？財務的風險如何處理？需要舉債多少以支應開銷？要採取何種舉債方式

等？這些決定有些複雜，皆需要具備基本的理財知識(Widdowson & Hailwood, 

2007)。而理財知識對金融體系穩健與效率重要性，於 Widdowson & 

Hailwood(2007)的研究發現理財知識對金融體系穩健與效率的影響很明顯，影

響方式有下列幾種：(1)理財知識在一定的範圍內會協助家庭財務更加審慎，

相對就能減少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風險；(2)理財知識的增長導致消費者更

小心謹慎的過濾投資及金融商品，因此促進金融機構創新回應消費者的需求，

使金融體系效率提升；(3)理財知識較先進的社會期待金融機構能加強市場紀

律，尤其是對特定金融機構及其商品的風險要嚴格審議。相對地，嚴格的市場

紀律要求金融機構及高規格的金融服務需審慎管理風險；(4)消息靈通的投資

決策是基於進階理財知識，期望經由時間導致更有利可圖的資源配置，以反應

更挑剔的方式來平衡報酬與風險，如此有助潛在的高成長率，可減低經濟週期

性波動，及為長期金融穩定的優勢。 

（三）理財知識的衡量 

Worthington(2006)主張衡量理財知識的變數可區分為五個構面，第一個構

面是有關性別、居住區域、種族背景(語言)和年齡；第二個構面為檢視受測者

的就業狀態；第三構面則是關於受教育的程度及受教育的類別；第四構面則攸

關家庭結構；最後的構面則是關於家庭的收入、投資和負債；研究的方式是採

取電話訪問調查，評估尺度為-2 分到 2 分的五點尺度，分數愈大理財知識相

對愈高。 

Chen & Volpe(1998)則是採用問卷調查法衡量理財知識，其問卷設計範圍

包含一般知識、儲蓄和借款、保險和投資等項目，設計的題項包含個人財務知

識的複選題，對理財影響的看法、意見，及人口統計資料－教育程度、種族、

語言及工作經驗等，只是調查整體平均答對率僅約 53%，調查中發現非主修

商科的學生和女性、三十歲以下經驗不豐富之低階工作人員等，理財知識的程

度較差，由此可知，美國大學學生對理財知識的認識不足，導致無法作出明智

財務決策；衡量尺度即是問卷的分數，分數愈大理財知識相對愈高。 

三、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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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入(Involvement)的概念，最早起始於社會心理學領域，Krugman(1965)

為首位將涉入的研究導入行銷領域的學者，以低涉入的概念解釋電視廣告效

果。此低涉入的概念，對以消費者行為理論為中心的行銷研究產生重大影響。

Traylor(1981)認為涉入是產品對消費者的意義層次或是其重要程度，層次或程

度愈高為高涉入，愈低為低涉入。Zaichkowsky(1985)則將涉入定義為個人基

於本身的需求、價值觀和興趣而對關切事物所感覺到的攸關程度。Engel, 

Blackwell & Kollat(1995)將涉入定義為在某特定情境下，由某一刺激所激發而

知覺到的個人重要性與興趣的水準。水準愈高為高涉入，反之為低涉入。  

Zaichowsky(1986)依涉入對象的不同，可將涉入分為廣告涉入、產品涉入

與購買涉入三大類。敘述如下：(1)廣告涉入：Krugman(1965)指出廣告涉入

(Involvement with Advertisement)主要是根據消費者對於廣告訊息的關心程

度，來了解消費者的涉入水準或於接觸廣告訊息時所產生的心理反應狀態，從

集中精神的注意，到鬆懈地視而不見。在不同的廣告涉入程度之下，消費者對

廣告的理解與所引發的態度都將產生差異； (2)產品涉入：產品涉入

(Involvement with Product)是指消費者者對產品的重視與投入程度(Cohen, 

1983)。從對產品完全投入的自我認同，到不屑一顧的莫不關心。基本上，產

品認知是消費者對商品認知的一種主觀的狀態，而這種認知的狀態會受到各種

內，外在因素所影響；(3)購買涉入：Engel Blackwell & Kollat(1995)認為購買

涉入(Involvement with Purchase)是指消費者對購買活動的關注程度，主要在探

討當消費者處於特定購買情境時，所考慮的個人關聯性或重要性，對購買決策

產生的影響；亦有學者認為購買涉入是指購買決策及購買活動所引起消費者的

自我攸關程度(Slama & Tashchian, 1985)。 

在理性思考下，消費者會花較多的時間考慮並收集相關的資訊，此即為

高涉入購買決策；反之，則為低涉入購買決策。而涉入程度的差異，將對消費

者的行為模式有著顯著的影響，在消費者決策過程中，對某一產品的辦識能力

及行為過程的深度、複雜性及範圍廣泛程度，在購買行為中會被涉入的程度及

知覺風險的特性所共同影響(Celsi & Olson, 1988)。Schoell & Guiltinan(1993)的

研究即顯示，依據消費者涉入程度的不同，可將其購買決策歷程分為高涉入及

低涉入程度者兩類。 

涉入的衡量，一般可就：(1)單一構面：即對涉入的前因僅就單一指標來

考慮與衡量，例如以自我攸關程度來判斷涉入(Bloch, 1982)，另外有研究認為

涉入的前因是以認知(Wright, 1973)、規範重要性(Traylor, 1981)或自我觀念

(Bloch, 1982)等單一構面來定義；(2)多重構面：Rothschild(1979)建議以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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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週期的長短、選項的相似性及知覺性風險四個變項來衡量消費者心理涉

入。Laurent & Kapferer(1985)則認為以重要性/興趣、誤購風險性、風險可能性、

愉悅性及象徵性等五個構面來衡量涉入剖面(Involvement Profile)，而不要僅以

單一構面來衡量，才能完整地描述消費者對產品之涉入程度。 

Zaichkowsky 在 1985 年以語意差異法發展出一套衡量消費者對產品涉入

程度的量表，稱之為個人涉入量表(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 PII)，用以

衡量消費者對產品涉入的程度，其主要的衡量構面為(1)產品對消費者的重要

性；(2)產品對消費者的價值；(3)產品對消費者的需求；(4)產品對消費者的興

趣等，利用七點尺度語意差異法，衡量消費者的涉入程度，將所測得的分數加

總，即為消費者個人的涉入分數，以此表示涉入的程度。 

四、逆向抵押貸款借款 

逆向抵押貸款主要是一種金融產品，讓退休長者可將住宅部份房地產權

益轉化為年金所得或一筆活用的信用額度。借款人不需按期償付貸款，同時可

續住該住宅直到離世、搬家或房地產轉售，之後其抵押的房地產即予以處分償

付貸款，一旦貸款本息超過抵押房地產的出售價碼，抵押品的賣方或承貸者，

最多只能拿到房地產出售的總價值，償付貸款不夠的部份可向保險公司求償，

因為，逆向抵押貸款的有關費用已包含償還貸款不足的保險(Wang, Valdez & 

Piggott, 2009 ; Ahlstrom, Tumlinson & Lambrew, 2004 ; Reed & Gibler, 2003)。 

然而，逆向抵押貸款之所以稱之為「逆向」， 係因其有別於一般貸款的

現金流量模式，一般貸款為申貸者按時支付一筆金額予以承貸者用以償還債

務；而逆向抵押貸款則是反向地由承貸者按時支付一定的金額給申貸者，其支

付額的產生則由轉化房屋所有權而來(Ong, 2008)。因此，逆向抵押貸款可將活

化不動資產的流動性，同時協助申貸者獲取日常消費資金來源(Hancock, 1998; 

Rowlingson, 2006)。 

申辦一般房屋抵押貸款容易因為所得太低，資格不符而被拒絕，但逆向

抵押貸款只要申貸者符合申貸資格，金融機構便會核准給予貸款或核准給予一

筆信用額度，且承貸者並不會要求年長屋主按期償付貸款，唯有在年長屋主離

世或搬家時，貸款才算到期(黃泓智、吳文傑、林左裕、鄭雅丰，2008)。 

老年人口於經濟研究領域中，常被歸類為「擁有富裕資產之低收入者

(Asset-Rich Butincome-Poor)」，因此，透過逆向抵押貸款提供的新型態融資選

擇，不但可提升不動產的變現性與增強資金使用的多樣性 (Hancock, 1998; 

Rowlingson, 2006)。Reed & Gibler(2003)也認為逆向抵押貸款的規劃是讓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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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但欠缺收入的年長屋主能利用房屋價值取得實質資金，且在無需出售房地

產的情況下，獲取定時定額的生活費及緊急支出；在美國逆向抵押貸款的制度

創立之前，年長屋主利用房屋價值取得可用資金的唯一選擇是辦理傳統的房屋

抵押貸款或將房屋出售，而傳統的房屋抵押貸款必需依約定按期還款，對於收

入相對有限的長者而言，具有困難與擔憂，逆向抵押貸款借用房屋權益借款概

念，讓屋主可同時續住該於住宅中並獲得實質資金協助，提升生活品質

(Fratantoni, 1999)，因此，逆向抵押貸款可降低年長者貧困程度最有效的方案。

儘管逆向抵押貸款可產生上述的利益，但往往因年長者了解程度不足，使得推

廣的情形不如預期，因此，要明瞭那一種逆向抵押貸款的商品對特定年長族群

最有利是很重要的，最好是能增加年長屋主現有的福利，而且能改善可用資金

情形以因應未來經濟衝擊。 

Ahlstrom, Tumlinson & Lambrew(2004)認為逆向抵押貸款允許年長者使用

房屋權益借款，而無需搬家或出售房地產，借款的款項可用來修繕房屋、付稅、

貼補收入、付長期看護費及其他支出；逆向抵押貸款通常對完全擁有房屋權益

或房貸抵押債務極低的屋主較有利，因貸款的數額是以房屋可出售的價值為主

要依據。 

將房屋做為老年社會福利保障的一環，由辦理逆向抵押貸款的金融機構

來負擔年長屋主養老金的一些責任；逆向抵押貸款可協助年長者運用自己的資

產取得生活所需的費用，減輕政府的社會福利財務支出(張金鶚，2009)。

Ong(2008)的研究認為人口快速老化對社會安全福利、全民健康照顧等的政府

支出大幅增加，政府財政的持續性及未來世代的責任分擔，在工業化國家中自

然成為重要關切的政策；因此，年長屋主的房屋價值可利用逆向抵押貸款來減

緩所得太低及減少依賴政府社會福利計畫(Wang, Valdez & Piggott, 2009 ; 

Fratantoni, 1999)。 

大多數年長者都擁有財產卻收入不足，使得晚年生活貧困，其主要原因

在於年長者想要將財產留給下一代，致使他們「生時貧困，死後富有」(Living 

Poor To Die Rich)；Rowlingson(2006)建議年長者對財產要採取務實平衡的態

度，應適度透過逆向抵押貸款改善晚年生活水準。由於逆向抵押貸款主要是一

種金融產品(Wang, Valdez & Piggott, 2009)且逆向抵押貸款無追索權，所以美

國大部份逆向抵押貸款的承貸者會要求第一順位抵押權，作為對申請貸款財產

的保全措施(Reed & Gibler, 2003)；如果借款人發生借款契約所約定的情況，

例如，借款人搬出已辦理逆向抵押貸款的房屋或往生，則借款人或其繼承人必

需負責償還貸款，假如是出售已辦理逆向抵押貸款的房屋來還款，賣屋的價值



 

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理財知識與逆向抵押貸款意願之研究       73 

比應償還的貸款多，則借款人或其繼承人可取回；若賣屋的價值比貸款少，則

借款人或其繼承人可不用負責。 

黃泓智、吳文傑、林左裕、鄭雅丰(2008)的研究認為人口老化及低生育率

已是全世界各國共同的現象，平均壽命隨著經濟發展所帶來醫療及居住環境之

改善而快速延長中，退休準備不足成為一個嚴重且急迫的議題，具有高可取得

性的逆向房屋抵押貸款是除了國民年金、企業退休金、個人儲蓄等一般之退休

來源之外的一個新的選擇。 

五、逆向抵押貸款之衡量 

對於逆向抵押貸款的推行，應視為政府重視及因應老年化社會之必要社

會福利政策指標；王健安(2009)的研究在「社會福利分析」中：(1)以退休前薪

資水準為「所得替代率」之基礎，當比率設定在比照先進國家的 70%，且逆

向抵押貸款是唯一退休後收入來源的假設下，反推回承作逆向抵押貸款之條件

大致是「65 歲長者終期壽命預估為 85 歲，在 3%利率水準下，持有原始房價

大約在 1000 萬(貸 5 成)左右」。若以原始房價約 500 萬來看，月領之逆向抵

押貸款加計其他公勞保退休金等，總計仍可達到經建會建議之理想替代率 70%

之目標。(2)以「逆向抵押貸款對長期照護保險之助益」來分析，其中逆向抵

押貸款支應 10%的醫療照顧費用並無問題，但是對於其他 85%-90%屬生活照

顧費用方面，不管是在「公部門」長期照護社會保障制度，或是在「私部門」

保險公司現所銷售的「長期看護險」，逆向抵押貸款只能作為提升老年長期照

護品質的「補充品(Complement)」或「選項」之一；所得替代率及對長期照護

保險之助益即為逆向抵押貸款衡量項目，評估尺度就是需達到所得替代率的七

成以上及足以支應醫療照顧費用。 

林左裕、楊博翔、徐偉棋(2009)在「逆向房屋抵押貸款在台推行之可行性

研究」研究中，設計的問卷調查內容認為申請逆向房屋抵押貸款的意願主要受

下列因素影響：(1)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愈高，對申請逆向房屋抵押貸款的意

願有顯著正向關係，評估尺度分為六個等級來衡量；(2)購買保險：有購買理

財型保險對有意願申請逆向房屋抵押貸款有顯著正向影響，評估尺度分為是或

否來衡量；(3)資產持有：資產持有以股票、債券或基金為主者，可認為較具

有金融商品投資經驗及風險負擔能力，對於申請逆向房屋抵押貸款有顯著正向

影響，評估尺度分為是或否來衡量；(4)富裕程度：愈富裕愈無意願申請逆向

房屋抵押貸款之可能，原因是退休後的生活準備可能很周全，評估尺度分為五

個等級來衡量。傳承遺產：認為父母有傳承其名下房屋給後代的義務，則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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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逆向房屋抵押貸款之意願有顯著負向影響，評估尺度分為必要或不必要來

衡量；是否分居：父母較傾向與子女分居，享受獨立生活空間，較有意願於年

老之時申請逆向房屋抵押貸款，評估尺度分為是或否來衡量。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理財知識及涉入的干擾效果對逆向

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的影響。根據研究目的與上述之文獻探討，本研究的架構如

圖一所示。而為探討各變數間的影響關係並驗證假設，將採問卷設計的方式來

進行。 

 

 

 

 

 

 

 

 

 

圖一、本研究觀念性架構 

二、研究假說 

(一)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的影響 

逆向抵押貸款可為長者針對目前擔保品(房屋)評定價格的最高可貸成

數，申貸者可安心地將資產抵押換得定期領取之貸款年金，進行月領養老年金

的估算，提供具自主性的現金流量使用，自定給付期間長短及給付金額的穩定

性，來支付每月生活開銷，用以維持長者尊嚴並保持老年生活經濟的穩定與自

主性(Wang, Valdez & Piggott, 2009 ; Ahlstrom, Tumlinson & Lambrew, 2004 ; 

Reed & Gibler, 2003)。Ong(2008)指出因逆向抵押貸款的實施使年長屋主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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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活獲得改善，甚至提升其經濟品質，對逆向抵押貸款的借款意願具有正向

的影響；黃泓智、吳文傑、林左裕、鄭雅丰(2008)的研究亦指出年長者為使經

濟安全的保障更完整，申貸逆向抵押貸款確實具有正向影響使晚年生活更具尊

嚴與自主性。 

逆向抵押貸款能為長者建構更具規劃性的老年經濟安全保障，以彌補現

行國民退休金之替代率不足的缺憾，使逆向抵押貸款成為長者老年退休金準備

的重要融資工具之一(Wang, Valdez & Piggott, 2009 ; Fratantoni, 1999)，同時亦

可提升房產資源的優化配置，提前變現多重運用，使家庭財富最大化，亦提升

晚年經濟生活品質與經濟資金需求的多樣性(Ong, 2008 ; Rowlingson, 2006)。林

左裕、楊博翔、徐偉棋(2009)的研究亦證實改善老年生活品質及穩定日常經濟

消費支出可強化逆向抵押貸款的意願並具有正向的關聯性。基於上述推論，本

研究的研究假說 1如下： 

假說 1：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說 1-1：基本生活需求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假說 1-2：經濟安全需求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二)理財知識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的影響 

全球人口老化現象攀升，子女沒有足夠時間與能力照顧家中長者，於是

長者自身的理財知識與資源配置能力將成為退休後生活品質與資金來源的保

障，緩解養老資源不足的難題，調整家庭養老負擔，化解老齡化危機的重要工

具(Piggot, Sherris & Mitchell, 2006)。逆向抵押貸款的政策實施，將住宅與養老

保險、社會保障與「養房防老」的概念重新整合，開拓新的金融營運範疇，為

長者退休後的生活、子女經濟負擔與家庭氣氛注入更加穩定可靠的投資管道

(Mitchell , Piggot, Sherris & Yow, 2006)。Noctor, Stoney & Stradling(1992)、

Lusardi & Mitchell(2007)的研究皆指出瞭解理財知識為金融消費者理財規劃應

具備的知識，其中應包括如何規劃借款及退休準備兩部分；Piggot, Sherris & 

Mitchell(2006)的研究指出年長者理財知識的提升，對逆向抵押貸款的借款意

願有正向影響；Eschtruth, Sun & Webb(2006)的研究也證實有退休借貸規劃的

長者屋主，對逆向抵押貸款的借款意願有正向的影響幫助。有鑑於此，本研究

推論： 

假說 2：理財知識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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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 2-1：借貸規劃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假說 2-2：退休規劃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三)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貸款借

款意願的影響 

理財知識為金融消費者理財規劃應具備的投資要件，包括如何規劃借款

及退休準備等，為避免退休後欠缺收入來源，退休規劃應提前籌備(Wang, 

Valdez & Piggott, 2009)；因應高齡社會的到來，國人更應當提早為退休後的生

活進行規劃，確保老年生活的品質與經濟自主性(Ong, 2008 ; Hancock, 1998; 

Rowlingson, 2006)。 

逆向抵押貸款較傳統理財方式(包括抵押貸款與信託)，更具有自我養老保

障的成分，其將房產的殘餘價值轉換為現金，活化資金的運用與廣度，為晚年

退休時光提供足夠的經濟支持與尊嚴。雖然國人受限於傳統財產(與不動產)繼

承的刻板觀念，對於逆向抵押貸款的接受度，仍處推廣試辦階段。但林左裕、

楊博翔、徐偉棋(2009)研究卻發現教育程度愈高(具較高理財知識)對申辦逆向

抵押貸款意願具有顯著正向關係；其中有意願進一步瞭解逆向抵押貸款者，對

老年經濟安全之準備具有強化的作用，由以上的論述可知，老年經濟安全保障

與理財知識在年長者有意願申請逆向抵押貸款時，具有相互影響的關係，兩者

的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確實會有影響。本研究提出假說 3如下： 

假說 3：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

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四)涉入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響的正

向干擾效果 

逆向抵押貸款運作方式，較一般抵押貸款與信託更具風險與不確定性，

因逆向抵押貸款的承辦業務性質與申辦人身心狀況較具複雜性，例如，申辦者

實際壽命與預期壽命的差異性等，使逆向抵押貸款須具備更多元性來因應不同

申辦人的需求，因此，逆向抵押貸款隸屬涉入程度較高的金融產品，申辦者事

前會盡可能的對於貸款方案有全盤的瞭解與研究，以降低內在的不確定感

(Aldlaigan & Buttle, 2001 ; Foxall & Pallister, 1998)；其中申辦者對產品的涉入

程度愈高，對購買銀行金融理財服務的意願亦愈高；Weinrobe(1987)的研究亦

指出長者退休後收入會減少，而年齡愈大愈貧窮的屋主，因為想求得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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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障，所以愈有意願申請逆向抵押貸款；因此，年長者為擁有較高之經濟安

全保障，當然會有意願申請逆向抵押貸款，而逆向抵押貸款屬於涉入程度較高

的金融產品，因此，涉入就會產生正向干擾效果。本研究提出假說 4如下： 

假說 4：涉入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的正向

干擾效果。 

假說 4-1：涉入在基本生活需求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的正

向干擾效果。                 

假說 4-2：涉入在經濟安全需求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的正

向干擾效果。 

(五)涉入在理財知識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響的正向干擾效

果 

Lin & Chen(2006)研究指出產品涉入在產品知識對消費者購買決策有正向

干擾效果；林左裕、黃泓智、楊博翔(2009)研究分析發現教育程度愈高(具較高

理財知識)，愈有意願申請逆向抵押貸款，其可歸因於教育程度愈高之受訪者，

其願意接受新金融商品的程度愈高。該研究的調查問卷中有意願申請逆向抵押

貸款的受訪者，其中有 34%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因此，擁有較高理財知識

的消費者，為提升生活品質及分擔日常支出而申請逆向抵押貸款(林左裕、楊

博翔、徐偉棋，2009)，在逆向抵押貸款屬於涉入程度較高的金融產品，因此，

涉入就會產生正向干擾效果。本研究提出假說 5如下： 

假說 5：涉入在理財知識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干擾效

果。 

假說 5-1：涉入在借貸規劃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干

擾效果。 

假說 5-2：涉入在退休規劃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干

擾效果。  

(六)涉入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

貸款借款意願影響的正向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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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隆儀、曾席璋(2007)研究指出涉入在品牌策略與企業形象的組合對消費

者購買意願有正向干擾效果；Chou, Chow & Chi(2006)亦指出年長者愈想改善

或維持老年經濟安全，愈有意願申請逆向抵押貸款，而且教育程度較高(擁有

較高理財知識)的借款人比較容易接受逆向抵押貸款的想法，也是較有意願申

請逆向抵押貸款；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在年長者有意願申請逆向抵押

貸款時，具有互相影響的情形，兩者的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會有

正向的影響；林左裕、楊博翔、徐偉棋(2009)研究亦指出愈想加強老年經濟安

全，而且發現教育程度愈高(擁有較高理財知識)，愈有意願申請逆向抵押貸

款。由以上學者的論述可知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對逆向抵

押貸款借款意願有正向的影響，加上涉入對銀行金融理財服務購買意願有正向

干擾效果，因此，涉入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

貸款借款意願有正向干擾效果。本研究提出假說 6如下： 

假說 6：涉入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貸款

借款意願的影響具有顯著的正向干擾效果。 

三、變數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探討的變數有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理財知識、涉入及逆向抵押貸

款借款意願等四部份。茲就研究變數內詳細說明如下： 

(一)自變數 

  1.老年經濟安全保障：政府對年長者基本生活、經濟安全得到保障的程度。 

(1) 基本生活需求：年長者的基本食衣住行、活動空間以及基本支出能

得到保障。 

(2) 經濟安全需求：年長者退休後收入減少，因此，需要持續的經濟援

助才能有安定生活的保障。 

   2.理財知識：金融消費者在現代社會因應借貸、退休規劃應具備的知識。 

(1) 借貸規劃：金融消費者因財務需求進行借款要善加規劃，需避免不

當的借款行為及膨漲自己的所得能力。 

(2) 退休規劃：避免年長退休欠缺收入，退休規劃應在年輕時即需籌備，

若退休後收入不足因應支出，年長者應善用既有的 財產取得收入因

應退休生活。 

(二)干擾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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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入：消費者對金融服務主觀認知的重視與投入程度，消費者對產品的

涉入程度愈高，即代表其主觀認知的重視與投入程度愈高。 

(三)因變數 

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提升老年生活品質及分擔日常生活支出，而願

意接受逆向抵押貸款的程度。 

四、問卷設計 

老年經濟安全保障本研究的問卷設計，包括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為衡量

受訪者對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的基本生活需求與經濟安全需求的認同程度；第二

部分為衡量受訪者對理財知識的借貸規劃與退休規劃的認同程度；第三部分為

衡量受訪者對逆向抵押貸款涉入程度的高低；第四部分為衡量受訪者對逆向抵

押貸款的借款意願；最後一部分則是受訪者的個人資料。 

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的衡量問項是參考許皆清(2000)、王雲東(2006)的問

卷並加以適度修改，將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衡量構面分為：(1)基本生活需求；(2)

經濟安全需求，利用兩個構面來衡量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其中衡量基本生活需

求有 5個題項，衡量經濟安全需求有 5個題項，總計有 10個題項。 

在理財知識的衡量問項是參考 Chen & Volpe(1998)、黃春智(2008)、林芳

姿(2010)的問卷並加以適度修改，將理財知識衡量構面分為：(1)借貸規劃；(2)

退休規劃，利用兩個構面來衡量理財知識，其中衡量借貸規劃的構面有 5個題

項，衡量退休規劃的構面有 5個題項，總計有 10個題項。 

在涉入方面，衡量構面參考 Zaichkowsky(1985)的涉入量表，並參考 Lin & 

Chen(2006)、陳漢杰(2005)的問卷並加以適度修改，衡量涉入有 5個題項。 

在逆向抵押貸款的借款意願方面，衡量問項是參考林左裕、黃泓智、楊

博翔(2009)的問卷並加以適度修改，衡量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 6個題項。 

五、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本 研 究 採 用 人 員 指 導 的 問 卷 訪 問 法 (Personal Administered 

Questionaries)，由土地銀行行員親自發放問卷與回收問卷。依據本研究之研究

目的及所推論的研究假說，利用 SPSS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方法如下： 

（1）敘述性統計分析：分析受訪者之基本背景資料，藉以了解樣本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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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度與效度分析：信度分析採用 Cronbach’s α 值來衡量，數值愈高則表

示其信度愈高。效度分析以「內容效度」與「建構效度」做為衡量問卷

效度的工具。 

（3）相關分析：本研究以 Pearson相關分析確認各變數間的相關性， 

（4）迴歸分析：本研究採用階層迴歸分析來檢定研究假說。 

肆‧研究結果分析 

一、 樣本結構 

本研究以台北市及新北市地區擁有房屋的民眾，發出問卷 450 份，結果

收回 425 份問卷，回收率為 94.4%，扣除資料不全與填寫錯誤的無效問卷 15

份，有效問卷共計 410份，有效回收率為 91.1%。依據問卷調查的統計結果顯

示，受訪者的男女比例為 45.4%和 54.6%，年齡以 30-40 歲最多(35.6%)
3
 ，婚

姻狀況以已婚較多(69.8%)，有養育子女較多(65.9%)，教育程度以大專程度最

多(65.3%)，職業以金融保險業最高(35.4%)。 

 

二、信度分析及效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值作為衡量信度之量測工具。根據

Guielford(1965)提出 Cornbach’s α 係數的信度準則，α 值愈大顯示構面內各問

項間的相關性愈大，亦即內部的一致性愈高；當 α＞0.70即代表高信度，而 α

＞0.60 代表問卷中問項信度已可接受。本研究檢測結果皆大於 0.70，顯示本研

究各變數內部一致性仍相當良好。 

 

                                                 
3 逆向抵押貸款制度政策，係專為 62歲以上擁有房屋所有權之長者進行解決養老生活經濟問

題所提供的貸款制度，並普遍推廣運用於已開發國家之高齡社會(Aged Society)中，例如，

美國、日本與澳洲等國。依據 2014年內政統計年報之資料顯示，我國自 1993年開始進入高

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65歲以上占總人口比率突破 7%)，預估至 2025年增為14%以上，達

國際慣例所稱高齡社會，保守估計由高齡化社會轉變為高齡社會約需 32年。檢視我國政府

於 2013年才首次推行試辦方案，欲打破國人不動產傳承的刻板思維，需透過政府積極推廣

與具政策性且附有公共福利色彩之誘因。因此，因應高齡社會的到來，推估 1974-1984 年間

出生的民眾(現年 30-20歲)將會是未來邁入高齡社會的主要年齡層，此階段民眾將面對更沉

重的人口老化問題，因此，該年齡階層者之思維轉變與接受度將會是逆向抵押貸款制度政策

未來是否得以在我國普及運用的關鍵參考指標。可參考內政統計年報，網址：

http://sowf.moi.gov.tw/stat/year/y02-01.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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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本研究變數/構面的信度分析 

衡量變數 衡量變數之構面 題項 
Cronbach’s α 值 

構面 變數 整體 

老年經濟 

安全保障 

基本生活需求 1～5 0.955 
0.917 

0.884 

經濟安全需求 6～10 0.964 

理財知識 
借貸規劃 11～15 0.963 

0.867 
退休規劃 16～20 0.963 

涉入 21～25 - 0.963 

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 26～31 - 0.898 

 

本研究所探討的構面與衡量項目，均根據相關的理論推演而來，且已有

多數國內、外學者曾使用過的量表或衡量項目，再經多次修改後定案，因此，

本研究所使用的衡量工具應能符合內容效度之要求。本研究以因素分析方法中

的主成份分析，利用直交轉軸法(Orthogonal Rotation)，以因素負荷量來驗證各

個變數的建構效度，因素特徵值(Eigenvalue)需大於 1，且以最大變異數

(Varimax)法做直交轉軸後，因素負荷量絕對值需大於 0.4，解釋能力達 40%，

表示整體測量問卷的品質良好，各題的適切度均高，具有建構效度(周文賢，

2004)。本研究問卷效度分析如表二。 

表二、問卷效度分析 

變數/構面 題號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老年

經濟

安全

保障 

基本生活需求 

1 0.999 

4.377 87.549 

2 0.691 

3 0.999 

4 0.690 

5 0.998 

經濟安全需求 

6 0.994 

4.454 89.071 

7 0.748 

8 0.994 

9 0.732 

10 0.985 

理財

知識 

借貸規劃 

11 0.997 

4.450 89.000 

12 0.740 

13 0.997 

14 0.732 

15 0.993 

退休規劃 

16 0.998 

4.453 89.067 

17 0.721 

18 0.998 

19 0.743 

20 0.994 

涉入 

21 0.992 

4.443 88.854 

22 0.747 

23 0.992 

24 0.732 

25 0.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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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 

26 0.649 

3.982 66.374 

27 0.684 

28 0.748 

29 0.675 

30 0.665 

31 0.563 

由表二的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4，且各構

面的因素特徵值皆在 2以上；因此，整體而言，本研究問卷除具備內容效度外，

同時亦可宣稱具有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三、相關分析 

相關係數(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是用以檢驗兩個變數線性相關的統計

技術，其數值為一標準化分數，介於-1 或+1 之間，不受變數特性的影響；相

關係數值愈接近正負 1 時，表示變數項的關聯情形愈明顯，+1 或-1 的相關係

數稱為完全正或負相關。 

本研究採用 Pearson 相關係數分析確認各變數與構面的關聯性，包括基本

生活需求、經濟安全需求、借貸規劃、退休規劃、涉入與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

願。相關分析如表三所示。 

表三、變數/構面的 Pearson 相關分析 

變數/構面 
基本生活

需求 

經濟安全

需求 
借貸規劃 退休規劃 涉入 

逆向抵押

貸款借款

意願 

基本生活需求 1      

經濟安全需求 0.316** 1     

借貸規劃 0.005** 0.026** 1    

退休規劃 0.086** 0.095** 0.045 1   

涉入 0.148** 0.199** 0.038 0.064 1  

逆向抵押貸款

借款意願 
0.221** 0.232** 0.093 0.115* 0.644** 1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四、假說檢定 

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採用階層迴歸分析，其檢定結果整理如表四所示。 

(一)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的影響 

由表四中模式一的檢定結果可知，其對逆向抵押貸款意願的解釋能力為

45.0%(R2=0.450 ; △R2=0.045 ; F=66.119)，判定模型合適性的 p<0.01，具有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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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顯著性。共線性統計量的 VIF 值皆小於 10，符合迴歸分析無共線性需求

(Kennedy, 1992)，可知共線性不明顯，並不會影響本研究中有關統計數據的精

確性與結果解釋。 

其中基本生活需求之 β係數為 0.112，t=2.868，p<0.05，具有統計顯著性，

表示基本生活需求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故假說 1-1 獲

得支持；經濟安全需求的 β 係數為 0.088，t=2.220，p<0.1，具有統計顯著性，

顯示經濟安全需求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說 1-2亦獲

得支持。 

表四、階層迴歸分析(依變數：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 

自變數 Model1 Model2 Model3 VIFs 

Main effects     

基本生活需求 0.112**(2.868) 0.124***(3.212) 0.133***(3.427) 1.228 

經濟安全需求 0.088*(2.220) 0.074*(1.891) 0.070*(1.790) 1.239 

借貸規劃 0.076*(2.059) 0.080*(2.231) 0.097*(2.649) 1.094 

退休規劃 0.098*(2.623) 0.153***(4.123) 0.152***(4.113) 1.123 

涉入 0.601***(15.802) 0.569***(15.304) 0.577***(15.514) 1.137 

Two-way 

interactions 

    

 基本生活×借貸

規劃 

 0.106*(2.612) 0.101*(2.494) 1.336 

 基本生活×退休

規劃 

 0.068*(1.825) 0.070*(1.880) 1.137 

 經濟安全×借貸

規劃 

 0.073*(1.849) 0.075*(1.908) 1.261 

 經濟安全×退休

規劃 

 0.071*(1.911) 0.078*(2.097) 1.132 

 基本生活×涉入  0.122**(3.174) 0.123***(3.202) 1.209 

 經濟安全×涉入  0.098*(2.577) 0.121**(3.082) 1.263 

 借貸規劃×涉入  0.098*(2.550) 0.107*(2.778) 1.208 

 退休規劃×涉入  0.065*(1.767) 0.067*(1.816) 1.105 

Three-way 

interactions 

    

  經濟×理財×涉

入 

  0.084*(2.170) 1.238 

F 66.119*** 32.101*** 30.424**  

△F 66.119*** 6.411*** 4.711**  

R2 0.450 0.513 0.519  

Adjusted R2 0.443 0.497 0.502  

△R2 0.450 0.063 0.006  

註：
*
：p<0.10；

**
：p<0.05；

***
：p<0.01 

(二)理財知識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的影響 

同表四模式一的檢定結果顯示，借貸規劃的 β值為 0.076，t=2.059，p<0.1，

具有統計顯著性，顯示借貸規劃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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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規劃的 β 值為 0.098，t=2.623，p<0.1，具有統計顯著性，表示退休規劃對

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假說 2-1、假說 2-2 獲得支

持。 

(三)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貸款借

款意願的影響 

本研究進一步檢定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

願的交互作用，首先將所有變數進行中心化(Centering)後，再進行分析以避免

共線性的問題產生(Aiken & West, 1991)。由表中數據可知，模式二可解釋逆向

抵押貸款借款意願 51.3%的變異量(R2＝0.513 ; △R2=0.063 ; F=32.101；

p<0.01)，VIF值皆為小於 10，符合無共線性需求(Kennedy, 1992)。 

依據表四中模式二之分析結果顯示，基本生活需求與借貸規劃的交互作

用的 β 值為 0.106，t=2.612，p<0.1；基本生活需求與退休規劃的交互作用之 β

值為 0.068，t=1.825，p<0.1；經濟安全需求與借貸規劃的交互作用的 β 值為

0.073，t=1.849，p<0.1；經濟安全需求與退休規劃的交互作用的 β 值為 0.071，

t=1.911，p<0.1。根據結果得知，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對

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故研究假說 3獲得支持。 

(四)涉入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響的干

擾效果 

探討涉入程度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的干擾效果

分析，其檢定結果如模式二所示，基本生活需求與涉入干擾的 β 值為 0.122，

t=3.174，p<0.05；經濟安全需求與涉入干擾的 β值為 0.098，t=2.577，p<0.1。

根據結果得知，基本生活需求和經濟安全需求在涉入的干擾下對逆向抵押貸款

借款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研究假說 4-1、假 4-2獲得支持。 

(五)涉入在理財知識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響的干擾效果 

將涉入在理財知識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的干擾效果進行迴歸分析，

其檢定結果如模式二所示，涉入程度在借貸規劃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的干

擾效果之 β 值為 0.098，t=2.550，p<0.1；退休規劃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的

影響，涉入的干擾效果之 β 值為 0.065，t=1.767，p<0.1。根據結果得知，涉入

在理財知識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的影響有顯著的正向干擾效果，研究假說

5-1、假 5-2亦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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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涉入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

貸款借款意願影響的干擾效果 

在探究涉入程度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

貸款借款意願的干擾效果時，首先將所有變數進行中心化後，再進行分析以避

免共線性的問題產生(Aiken & West, 1991)。由表四中數據可知，模式三整體可

解釋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 51.9%的變異量 (R2=0.519 ; △R2=0.006 ; 

F=30.424)，判定模型合適性的 p<0.01，具有統計顯著性，VIF 值小於 10，符

合無共線性需求，並不會影響研究中統計數據的精確性與結果解釋(Kennedy, 

1992)。 

如模式三所示，涉入程度在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對逆向

抵押貸款意願的影響中，其干擾 β值為 0.084，t=2.170，p<0.1。根據結果得知，

涉入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

響的正向干擾效果。研究假說 6亦獲得支持。 

伍‧結語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探討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理財知識、涉入與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

願的關係，經實證分析結果，整理歸納而獲致下列的結論： 

(一)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正向的影

響。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確有

顯著正向的影響，且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的二個構面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皆

呈現正相關，其中以基本生活需求影響程度較高(β=0.112>經濟安全需求之 β

值 0.088)，代表年長者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之中，比較在意的是基本生活能獲

得實質改善，其原因可能是絕大多數年長者較無完善退休規劃，未能達到經濟

上的獨立性，使得退休後的生活品質往往不如預期；再加上我國國人又普遍受

「有土斯有財」的傳統觀念影響，使得大多數長者雖然擁有不動產卻在退休後

無固定收入與缺乏流動資金的使用，漸漸無法支付往後的基本日常生活開銷與

後續龐大的醫療健康費用等等，導致生活品質逐漸下滑，也讓愈來愈多長者晚

年必須仰賴政府救助津貼得以應付日常生活基本所需。如同知名的馬斯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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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所示(Maslow, 1943)，生理需求為人類最

基本的需求之首，唯有先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之後，方有可能在往下一個層級

邁進與追求，此亦可解釋為何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為長者們晚年普遍最在意的

議題之因。 

(二)理財知識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理財知識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確有顯著正向

的影響，且理財知識的二個構面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皆呈現正相關，其中

以退休規劃影響程度較高(β=0.153>借貸規劃之 β=0.080)，代表年長者重視理

財知識之中，最在意的是計畫理財以求穩定退休生活、退休金不夠時要設法增

加收入。 

(三)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貸款借

款意願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對逆向

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有顯著正向的影響，其中以基本生活需求與借貸規劃的交互

作用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響程度最大(β=0.106)，而基本生活需求與退休

規劃的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響程度最小(β=0.068)。 

(四)涉入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響有顯

著正向的干擾效果。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涉入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

願影響中，會產生干擾的效果，其中以涉入對基本生活需求的影響較大

(β=0.122)，所以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響的干擾效果較強。 

(五)涉入在理財知識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響有顯著正向的

干擾效果。 

經研究結果顯示，涉入在理財知識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響中，會

產生干擾的效果，其中以涉入對借貸規劃的影響較大(β=0.098)，所以對逆向抵

押貸款借款意願影響的干擾效果較強。 

(六)涉入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

貸款借款意願影響有顯著正向的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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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涉入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的交互作用

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影響中，確實會產生正向的干擾效果(β=0.084)，表示

申貸者對於逆向抵押貸款的瞭解與投入程度越高，並有意改善或提升老年經濟

安全保障時，越有意願申請逆向抵押貸款，其中逆向抵押貸款為新金融性商

品，教育程度越高亦可幫助申貸者更加快速地瞭解與接受其商品內容，因此，

教育程度較高(擁有較高理財知識)的借款人更較容易接受逆向抵押貸款的想

法；老年經濟安全保障與理財知識在年長者有意願申請逆向抵押貸款時，具有

互相影響的情形，兩者的交互作用對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會有正向的影響。 

二、管理意涵 

(一)探討老年經濟生活與理財知識符合社會之需求。 

因應高齡社會的到來，國人健康狀況與平均壽命的延長，長者自身的理

財知識與資源配置能力將成為晚年生活品質與資金來源的最佳保障(Piggot, 

Sherris & Mitchell, 2006)。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即在強調對年長者基本生活、經

濟安全的保障；理財知識中的借貸、退休規劃，對年長者退休後的經濟狀況至

為重要(Noctor, Stoney & Stradling, 1992 ; Lusardi & Mitchell, 2007)，然而逆向

抵押貸款提供具自主性的現金流量使用，自定給付金額的穩定性，用以維持長

者尊嚴並保持老年生活經濟的穩定與自主性(Wang, Valdez & Piggott, 2009 ; 

Ahlstrom, Tumlinson & Lambrew, 2004 ; Reed & Gibler, 2003)。；涉入程度是指

對重要事務，會花較多時間考慮並收集較多相關的資訊；對現今社會上經濟狀

況弱勢的年長者而言，在思考如何解決日常生活費用時，其實就是老年經濟安

全保障與理財知識在涉入干擾的情況下，形成對逆向抵押貸款需求的影響。 

(二)逆向抵押貸款可為年長者增加收入來源，保障退休生活品質。 

逆向抵押貸款的實施可使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的措施更完整；此論點與本

研究探討老年經濟 

安全保障影響逆向抵押貸款借款意願的模式相符。逆向抵押貸款是將住

房與養老結合的一種特殊金融工具，因應全球人口老化現象攀升，逆向抵押貸

款改變國人既定財產(不動產)傳承的思維，推廣「以房養老」理念，提升長者

資源配置的活用性，開拓新的金融營運範疇，成為長者退休後的生活品質與資

金來源的保障，緩解養老資源不足的難題，調整家庭養老負擔，化解老齡化危

機的重要工具(Piggot, Sherris & Mitchel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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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逆向抵押貸款推廣策略的參考。 

逆向抵押貸款將房屋和養老保障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對年長又相對貧弱

的長者提供一種全新概念的養老的途徑，因其具有強烈的公共福利色彩，得以

強化社會保障功能，使得逆向抵押貸款不單只是簡單的融資行為，更能體現出

全新的福利資助政策。 

推廣逆向抵押貸款，可為長者建構更具規劃性的老年經濟安全保障，以

彌補現行國民退休金之替代率不足的缺憾，使逆向抵押貸款成為長者老年退休

金準備的重要融資工具之一(Wang, Valdez & Piggott, 2009 ; Fratantoni, 1999)，

同時可提升房產資源的優化配置，提前變現多重運用，使家庭財富最大化亦提

升晚年經濟生活品質與生活資金需求的多樣性 (Ong, 2008 ; Rowlingson, 

2006)。其中逆向抵押貸款強調「以防養老」的理念，亦可鼓勵中青年者努力

賺錢購屋，作為日後養老之用，亦能刺激國內房屋市場之交易，達到雙贏的局

面。 

三、研究建議 

本研究之建議，可供政府、承辦金融機構與後續研究者參考。(1)政府透

過中介機構來共同開發及提供學習理財知識。成立專責管理單位提升年長者有

關逆向抵押貸款的理財知識以利推展逆向抵押貸款；(2)建議政府在預算可容

忍範圍下，參酌美國施行的經驗，適度放寬申請資格，以免政府照顧弱勢的美

意淪為口號；(3)建議承辦金融機構定期舉辦說明會協助提升年長者理財知

識，回應年長者經濟安全需求的創新金融商品，以利逆向抵押貸款的推展。 

對後續研究的建議：(1)擴大研究樣本的範圍：本研究母體為大台北地區

土地銀行擁有房屋的客戶，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擴大研究樣本的範圍；(2)

規範研究樣本的對象：未來研究樣本的對象應該加以妥善規範，以期增加研究

的客觀與貢獻性；(3)後續研究議題的探討：目前國內對於「逆向抵押貸款」

的相關研究已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影響逆向抵押貸款的借款意願尚有其他變

數，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持續探討此一議題，期待研究可更為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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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Old-Age Income Security 
and Financial Literacy on Willingness to 

Apply Reverse Mortgag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volvement 

LONG-YI LIN, YI-YUN SHA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aiwan has entered the aging demograph ic, economic security issues related to the elderly 

gradually attention. The object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old -age income security and 

financial literacy on willingness to apply reverse mortgage.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list as f ollow: (1) 

Old-age income security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willingness to apply reverse mortgage. (2) 

Financial literacy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willingness to apply reverse mortgage. (3) The 

interactions of old-age income security and financial literacy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willingness to apply reverse mortgage. (4) The involvement ha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influences of old-age income security on willingness to apply reverse mortgage. (5) The involvement ha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influences of financial literacy on willingness to apply reverse 

mortgage. (6) The involvement ha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actions of 

old-age income security and financial literacy on willingness to apply reverse mortgage, and proposed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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