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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少子化的影響下，各大專院校皆深受生源減少的影響。在此同時，回流教育的招生人數

卻呈現蓬勃發展的現象。研究者觀察社會現象，台灣實質薪資倒退十數年，加以大學學費年年

上漲，因此可以想見學雜費對於人們參與回流教育的進修意圖也可能扮演著一定程度的角色。

本研究的目的為應用從心理帳戶概念延伸出來的心理預算概念，藉以探討人們對金錢的預算、

追蹤與管控如何影響參與回流教育的意圖。此一概念性模型包括心理預算之外生變數：預算編

列、預算追蹤以及預算管控，內生變數則為進修意圖影響。本研究以問卷調查取得量化資料，

在立意抽樣的 209 個樣本中，應用 AMOS 和 SPSS，以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方法進行分析。結果

發現，預算編列的傾向對預算追蹤的傾向與預算管控的傾向之影響關係為正向顯著，預算追蹤

的傾向對預算管控的傾向之影響關係為正向顯著，預算追蹤的傾向對進修意圖之影響關係未達

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預算管控的傾向對進修意圖之影響關係為正向顯著，預算編列的傾向對進

修意圖之影響關係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基於以上結果，對進修意圖之影響為從預算編列開

始，先影響預算追蹤，再影響至預算管控，最後才對進修意圖發生影響。本研究結果回應心理

預算概念，指出在回流教育的學生心中會設定帳戶，對帳戶內的金錢設定消費的目的和支出預

算，並加以追蹤和管控，以達成個人的財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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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eclining birthrate, al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deeply affected by 

the reduction of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 of enrolled students in recurrent education has 

shown a booming phenomenon. Researcher observed social phenomena and found Taiwan's real 

wages have regress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nd college tuition fees have risen year after year, 

therefore, it is conceivable that tuition and fees may play a certain role in the intention of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current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pply the concept of mental 

budgeting which extends from the concept of mental accounting to explore how people's budgetary 

budgeting, budgetary tracking and budgetary controlling of money affect the intention of participating 

in recurrent education. This conceptual model includes mental budgeting exogenous variables: 

budgetary budgeting, budgetary tracking, and budgetary controlling, endogenous variable is the 

intention. In this study, quantitative data were obtain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S and SPSS 

were applied to 209 samples of intentional sampling, and analyzed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tendency of budgetary budgeting has had a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the 

tendency of budgetary tracking and the tendency of budgetary controlling. The tendency of budgetary 

tracking has had a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the tendency of budgetary controlling, but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n the intention. The tendency of budgetary controlling has had a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the intention. The tendency of budgetarybudgeting on the intention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the influence on the intentions begins with the budgetary 

budgeting, first affects the budgetary tracking, then affects the budgetary controlling, and finally 

affects the inten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spond to the concept of mental budgeting, pointing out 

that in the minds of recurrent education students will set up an account, set the purpose of 

consumption and expenditure budget for the money in the account, and make budgetary tracking and 

budgetary controlling to achieve personal financial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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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新生兒人數逐年遞減的事實，由小學至大學逐年衝擊整個教育體系，如 105 學年度就

被稱為是高教大限。此一連續衝擊之影響，可預期各大專院校面臨的招生壓力事實上是一年比

一年嚴重。但是，另一個可能的招生管道如各校的回流教育，雖不似日間部學生生源及入學管

道如此明確可期，但卻是隱性而廣大的生源基礎，仍可為學校的資源活用與課程推廣等帶來可

觀營收。因此，許多學者進行了研究和理解影響決定參與回流教育的學生的因素，並獲致明顯

結論。然從行為觀點探討學生的進修意圖一事，一直缺乏實務上的研究。本研究參考 Thaler

（1985）和 Rajagopal和 Rha（2009），延伸心理帳戶和心理預算概念於金錢管理之上，意欲瞭

解人們選擇回流教育時，心中是否擁有金錢的心理帳戶和心理預算概念，以及如何透過金錢的

心理預算以追蹤管控進修時期的金錢運用。 

本研究的架構包括：1. 前言，2. 文獻探討，3. 研究方法、步驟，4.研究結果與討論，5.

結論。 

貳、文獻探討 

一、學生參與回流教育之相關因素 

終身學習的口號朗朗上口已有非常久的一段時間。在終身學習思潮的影響下，成人進入回

流教育中的高等教育數量激增，已成為高等教育未來的主軸之一（鄭瓊月，2004）。我國於 2002

年公布＜終身學習法＞，將回流教育定義為「指個人於學校畢業或肄業後，以全時或部分時間

方式，再至學校繼續進修，使教育、工作及休閒生活交替進行之教育型態。」（全國法規資料

庫，2002），成為我國實施回流教育明確的依歸。此一回流教育的意涵包括兩個重要原則：交

替與延後延長。交替是指教育學習活動與職場工作的輪替，延後延長是指翻轉過去完成教育學

習然後進入職場工作的直線式規畫，將教育學習的內容開展並延後延長到人生的全程來實施，

因此回流教育的基本觀念可認知為工作與學習的並行發展。簡言之，回流教育主張職場和教育

體系之間，必須密切的相互配合，藉以提供任何成人在學校正規教育之後，無論是當初被中斷

或已畢業，均有機會再次回到學校接受教育與學習，以彌補前期學習之不足亦或是用來持續提

昇個人的專業職能與未來發展。本研究參考國內研究者研究不同群體進入成人回流教育的學習

動機構面，整合之後不外乎如職業進展、社會服務、外界期望、逃避或刺激、社交關係、求知

興趣與能力提昇（陳志樺，2002）等。 

然而，台灣實質薪資倒退 16年，加以大學學費年年上漲，人們對於回流教育的學習動機，

除前段所述之構面之外，可以想見學雜費也可能扮演著一定程度的角色。依據林依伶和楊子霆

（2018）的研究發現：一、勞動報酬份額的變化難以解釋近十幾年來實質薪資的成長為何會大

幅落後勞動生產力的成長；二、GDP 平減指數（產出價格）與 CPI（消費價格）之變動趨勢在

2002 年後出現巨大反差，亦即產出價格呈現下跌趨勢，但消費價格卻持續上漲。在 2002 年後，

產出價格大幅衰退伴隨消費價格的持續上漲，才是導致台灣出現勞動生產力持續成長，而實質

薪資卻停滯不前的主因。基於此，吾人可以推論，人們希望能透過生涯規劃，加值或提升自身

的價值，因此希冀透過回流教育或可在職業生涯創造新的立基。據研究者觀察，進修的學生中

部份具有公職身分，因為任職單位提供學費補助以及未來加薪的誘因，因而願意在百忙之中來

進修；或因工作升遷須提升學歷。不論進修經費來源為何，進修歷程需額外付出相關交通住宿



費用，仍會排擠其他項目預算的支用。研究者認為此一預算的考量在實質薪資卻停滯不前的前

景尚未消失之際，實在值得研究一番。 

二、心理帳戶 

在理性個體的假設下，人們面對等值的財富應給予相同的評價，即經濟學上的貨幣是具有

替代性（fungibility）的觀念。然而，Thaler和 Shefrin（1981）發現人們基於儲蓄目的的不同，

對待退休金專戶的錢和一般存款帳戶的錢，基本上存在不同的態度。於 Thaler（1985）的心理

帳戶實驗結果，心理帳戶概念違反了貨幣的可替代性原則，即人們在心中看待財富的屬性並非

是相同的，人們會根據財富的來源不同，在心中予以分門別類，個別賦予不同的價值以及不同

的支用態度，亦即賦予不同屬性，因而使人們的財務行為深受財富屬性的影響。Thaler（1985）

將此概念命名為心理帳戶，並以展望理論的價值函數開始發展利得與損失組合的心理編碼模

型，並重新描述消費者行為：人們的消費行為和金錢的來源有密切的關係，同時也隱含人們心

中為各類消費目的形成心理框架，以預防挪用其他帳戶的金錢。心理帳戶是行為經濟學中的一

個重要概念，人們內心存在心理帳戶概念，在做決策時往往會違背一些簡單的經濟運算法則，

從而做出許多與傳統經濟學所敘述的非理性消費行為。 

Thaler（1999）對人們如何運作心理帳戶的歷程做了一個總結，揭示了人們在進行財務決策

時的心理認知過程與原則，可以運用於分類、評估和追踪人們、家庭或法人的金融活動。根據

心理帳戶概念，人們在應對收入來源、帳戶分類及帳戶核算頻率等事件時，其心中會設置不同

的心理帳戶並產生相對應的財務決策行為。說明如下：（一）心理帳戶系統提供了決策前後的

損益分析：如何對不同的經濟活動的結果進行認知、決策和後續的評價。（二）分類特定的活

動至特定的帳戶，依循不同的態度予以處置：將各期的財富分門別類於不同的帳戶，各帳戶獨

立運作，各有不同的支用原則和風險態度。消費有時要受制於明確或不明確的特定帳戶內的預

算。（三）對不同的帳戶，建立不同的核算頻率：週期性地核算帳戶，對人們的財務決策行為

有很大的影響。 

三、心理預算 

Thaler（1985, 1999）發現大多數收入較低的人們會在心中建立預算的想法以控制消費金額

與進行儲蓄，此一過程 Thaler（1985）稱之為心理預算，為延伸心理帳戶的概念發展而成。Heath

和 Soll（1996）研究心理帳戶中預算的角色，發現人們會對特定類型的支出設定預算額度，以

利於進行預算的追蹤和管控的觀念，稱之為心理預算。 

心理帳戶概念和心理預算的概念是在同一脈絡上的。心理帳戶為考量不同來源的財富，分

類至不同的帳戶，各帳戶設定有特定的管理和運用邏輯的心理過程（Thaler, 1995），為指區別

財富的來源、分類與相對應的支用態度；心理預算則為研究帳戶裏的金錢如何進行預算編列、

追蹤和管控，以達成預定的財務目標。亦即針對不同的支出項目，個別地設定各項目的預算，

並且經常性地追蹤各帳戶的剩餘金額，指的是設定、追蹤與管控預算的過程（Heath, & Soll, 

1996），一如執行會計工作，需要記錄、加總、分析以及報告財務狀況。 

通常人們在消費前即設定好各帳戶預算，如果預算的設定是比較剛性的，則代表自我控制

機制是比較強烈的，此時若某個帳戶預算不夠支應，也不會挪用其他帳戶的預算。因此，當人



們收入固定時，若某帳戶設定預算較低，通常消費在他們喜歡的物品上會比設定預算更少；若

某帳戶設定預算較高，可能消費在他們沒有那麼喜歡的物品上比設定預算更多；這現象一如展

望理論的心理帳戶概念（Kahneman, & Tversky, 1979; Tversky, & Kahneman, 1981）。但是，如

果人們設定預算是比較有彈性的，則上述現象較少發生。基於消費機會隨時改變的現實，較為

彈性地設定帳戶預算，可以滿足消費極大化。 

在預算設定之後，因為消費顯著且脈絡明確地記錄哪些消費與哪個主題相關，因此很容易

追踪與管控預算。追蹤預算消費與管控預算消費的過程就像財務會計的分錄及過帳的程序，可

透過序時的記帳憑證的收集登錄以及按照會計項目予以過入明細分類帳加以彙整。過帳需要人

們先行決定如何對不同的費用進行分類。每一個分類的決定過程都是一種相同的認知程序

（Heath, & Soll, 1996; Henderson, & Peterson, 1992）。因此，將追踪過程分為兩個階段以達成管

控是有用的，首先必須分類費用，然後分配到正確的帳戶內。 

Antonides、De Groot和 Van Raaij（2011）調查荷蘭人的心理預算和財務管理，指出心理預

算具有儲蓄目標、財務知識、時間取向和帳戶狀態等影響面向，綜觀家計費用與財務管理則有

正相關。Antonides et al.（2011）認為人們如果有目標地節約消費，會產生更多的心理預算動作，

這可能是因為儲蓄目標引導心理帳戶的成形，從而促進心理預算的成形。依此，人們通常會設

定一個預防過度升高承諾的檢核點（Heath, 1995），為各類消費形成框架，專款專用以預防挪

用其他帳戶的金錢，並避免超支。如預期地，根據設定的預算以追踪費用，因此心理預算對於

綜觀費用和帳戶狀態有顯著的影響。例如，假設有足夠的資金，就不需要將心理預算作為節約

目標和控制支出的工具；反之，則需要。執行心理預算的時間長短，對是否導入執行心理預算

有積極影響，人們如果能夠看到執行心理預算的長期優勢，就會導入心理預算。 

實務上，人們進行心理預算的目的是為了控制自己的消費，以避免透支而發生債務，這也

說明心理預算是一個自我控制的過程，可以改變人們的購買決定（Heath, & Soll, 1996; 

Wertenbroch, 2003; Cheema, & Soman, 2006; Homburg, Koschate, & Totzek, 2007）。 

三、假說推導 

    心理預算是人們進行預算編列、追蹤和管控以及重新分配有限收入的心理過程，著重的是

財務方面的規劃和管控。一般說來，家庭財務狀況較差者，亦或是現金比較少需要數錢過日子

的人們，通常會有越高的資金壓力，因此必須精準編列有限的預算並進行追蹤和管控，也就是

有比較強烈的自我控制傾向，故其心理預算強度越高（Antonides et al., 2011）。本研究欲探討

應用心理帳戶延伸之心理預算概念探討回流教育學生之進修意圖，於心理預算對預定達成的財

務目標則為探討受試者對金錢如何進行預算編列、追蹤和管控，尤其是在學生考慮是否進入進

修學院就讀之前的心態，亦即探討回流教育學生於入學前是否存在預算編列之心態、預算追蹤

之心態以及管控之心態。此外，亦將探討預算編列之心態是否真如心理預算概念所述，後續將

影響預算追蹤之心態以及預算管控之心態。最後，將探討預算編列是否影響就學意圖。本研究

之假說，羅列如下： 

    假說 H1：預算編列的傾向越高，預算追蹤的傾向越高。 

    假說 H2：預算編列的傾向越高，預算管控的傾向越高。 

    假說 H3：預算追蹤的傾向越高，預算管控的傾向越高。 



假說 H4：預算追蹤的傾向越高，進修意圖的傾向越高。 

假說 H5：預算管控的傾向越高，進修意圖的傾向越高。 

假說 H6：預算編列的傾向越高，進修意圖的傾向越高。 

參、研究方法、步驟 

本研究參考關於心理帳戶的文獻（Thaler，1985，1990），以金錢的心理預算概念探討回

流教育學生的進修意圖。研究方法包括概念性模型、問卷設計和調查以及資料分析方法。 

一、概念性模型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心理帳戶和心理預算的相關文獻和研究，提出一個概念性的模型，

以探討回流教育學生的進修意圖。概念性模型如圖 1所示： 

 

 

圖 1  概念性模型 

 

二、問卷設計和調查 

本研究欲探討心理帳戶概念之心理預算探討回流教育學生之進修意圖，概念性模型如圖 1

所示，為一因果關係的形式，故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調查並以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pon modelling, SEM）分析方法進行分析。在本研究中，SEM包括 3個外生潛在變數和 1

個內生潛在變數。外生潛在變數包括：預算編列、預算追蹤和預算管控；內生潛在變數包括：

進修意圖。量測模型包括 13 個外生量測變數（X）和 3 個內生量測變數（Y），而量測變數的

量化資料由問卷調查取得。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屏東某科技大學進修學院學生，問卷調查的方式為採用便利抽樣方式

發放。問卷執行期間為 2018年 11月至 2018年 12月，共發出 300份，經回收後取得 260份，

最後有效樣本為 209份，有效回收率為 70%。量化資料，包括：受試者的基本資料，如：性別、

年齡、家庭狀態、職業、家戶年所得、鼓勵我上學者以及住家離學校通勤時間 (單程)，以及 4

個構面的題目的量化資料。在設計問卷題目上，本研究參考過去的相關研究編制問卷，計 13題

（如附錄 1）。問卷題目的組成為：第一、預算編列的傾向構面題目計有 4 題，為針對受試者

對繼續進修的預算編列進行問卷設計。第二、預算追蹤的傾向構面題目計有 3 題，為針對受試



者於開學繳完學費之後，追蹤預算的傾向進行問卷設計。第三、預算管控的傾向構面題目計有

3 題，為針對受試者於開學繳完學費之後，管控預算的傾向進行問卷設計。第四、進修意圖的

傾向構面題目計有 3題，為調查受試者於入學前，繼續進修的意圖進行問卷設計。 

三、資料分析方法 

SEM的優點為可以同時模擬多組外生潛在變數和多組內生潛在變數之間的關係，同時亦可

以模擬某一潛在變數在一組相依關係中為外生潛在變數，但在另一組相依關係中卻變成內生潛

在變數的模型，因此可以應用於驗證潛在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causal relationship）的實證研究。

一般而言，SEM的分析包括量測模型（measurement model）和結構模型（structural model），

其中量測模型主要衡量量測變數和外生潛在變數或內生潛在變數等構面之間的關係，而結構模

型主要衡量外生潛在變數和內生潛在變數之間的關係（Anderson, & Gerbing, 1988; Jöreskog, & 

Sörbom, 1993）。結構模型通常包含模型配適度檢測與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 

量測模型也稱為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通常以檢測信度

（Reliability）與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為之。Hair 等人（2006）提出問卷必須具有效度

才能量測到研究者想要量測的構念，此即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的意涵。構念效度包括

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其中，收斂效度有三個指

標：個別量測變數的信度、潛在變數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以及平均變異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若收斂效度三個指標與區別效度均符合門檻值，則表示模

型具有良好的效度（Baggozzi, & Yi, 1988；Hair et al., 2009）。 

個別量測變數的信度在 SEM中指的是量測模型的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以因素分

析法分析之，說明量測變數和潛在變數之間的關係。在收斂效度之驗證上，同一潛在變數中，

若各量測變數的因素負荷量愈大，t 值達到顯著，表示各量測變數對於其所衡量的潛在變數具

有一定的解釋能力（Anderson, & Gerbing, 1988）。於同一潛在變數之各題目因素負荷量愈高，

則愈具備收斂效度，一般其值大於.7為佳，至低不低於.5（Hair et al., 2006）。 

信度為評估研究者針對某一群的受試者，利用同一種量測工具，重複進行多次量測後，所

得到的結果是否具有穩定性（stability）與一致性（consistency），通常用來檢測信度的指標為

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CR是指潛在變數內部量測變數的一致性，其值越高，表

示量測變數都在衡量相同的潛在變數，則愈能量測出該潛在變數，一般建議.7 是可接受的門檻

（Hair et al., 2006），Fornell 與 Larcker（1981）建議.6以上。 

AVE代表量測變數能測得多少百分比的潛在變數，亦即量測變數對其所衡量的潛在變數之

平均解釋能力，通常以.5為門檻。Fornell 與 Larcker （1981）以及 Bagozzi 與 Yi（1988） 都

建議 AVE最好能大於.5，因為這表示潛在變項受到量測變數的貢獻相較誤差的貢獻量來得多（大

於 50%以上），不過如果 AVE要達到.5以上，就表示所有的因素負荷量的平均值必須高於.71，

在實務上不是很容易達成。因此如果有四個潛在變項，三個 AVE 可以達到.5，其他 AVE 至少

有達到.3或.4的水準，模型就大致可以接受。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收集各個潛在變數的題目的量化資料，以進行模型驗證和假說驗證。

對於 SEM模擬結果的評鑑，本研究參考邱皓正（2011）之配適度評估指標，從絕對配適度、相

對配適度和精簡配適度指標三方面進行。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節首先針對回收有效問卷進行樣本結構分析，之後進行 SEM分析，接著報告模型的配適

度等實證結果。 

一、樣本結構分析 

問卷調查之樣本結構如表 1所示。在性別方面，女性的受試者約為男性的 2倍。在年齡層

方面，主要的受試者集中於 30歲以下，約占 48%，其次是 30歲至 39歲與 40歲至 49歲，各約

占 22%與 20%，其餘年齡層之樣本比例較少。職業方面，以服務業佔 51% 為最多，次為軍公

教佔 24.4%。家戶年所得以少於 70 萬佔 50%為最多，次為 71 萬至 140萬佔 36.4%，其他之樣

本比例較少。鼓勵我進修者以自我最多為 66%，其他鼓勵者加總為 32%。住家離學校通勤時間

以少於 30 分鐘 49%為最多，次為 30至 60 分鐘的 37%。 

表 1 樣本結構 

項目 類別（人數；百分比） 

性別 男（79；37.8%） 女（130；62.2%） 

年齡 

30歲以下（101；48.3%） 30~39歲（46；22.0%） 

40~49歲（41；19.6%） 50~59歲（19；9.18%） 

60歲以上（2；1.0%）  

家庭狀態 雙薪家庭（105；50.2%） 單薪家庭（104；49.8%） 

職業 
軍公教（51；24.4%） 製造業（12；5.7%） 服務業 （106；50.7%） 

農業    （7；5.3%） 自由業（23；11.0%） 家管     （10；4.8%） 

家戶年所

得 

少於 70萬    （105；50.2%） 71萬至 140萬       （76；36.4%） 

141萬至 210萬 （17；8.1%） 211萬至 280萬        （5；2.4%） 

281萬以上      （6；2.9%）  

鼓勵我進

修者 

夫或妻      （21；10.0%）   兄弟姊妹（5；2.4%） 兒女          （0；0%） 

其他親朋好友（31；14.8%）   同學   （14；6.7%） 自己就想來（138；66.0%） 

住家離學

校通勤時

間 (單程) 

少於 30 分鐘 （102；48.8%） 30 至 60 分鐘        （77；36.8%） 

60至 90 分鐘  （18；8.6%） 90 分鐘以上          （12；5.75%） 

 

二、信度和效度分析 

根據表 2模型驗證的結果所示，量測變數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5，P值<.01，均達顯著水準。

各構面 CR 除進修意圖為.47，其餘均大於.7 以上；而各構面 AVE 除進修意圖為.31，其他均符

合.5門檻之要求。 

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是用以衡量任二個潛在變數間之差異，目的是要確保潛在



變數之間確實可以區分。對於區別效度，使用兩種方式衡量：第一、任二個潛在變數之間的相

關係數小於.85，就可宣稱具有一定程度的區別效度；第二、任二個潛在變數的平均 AVE 大於

其相關係數之平方時，即具有區別效度（Al-Hawari, Hartley, & Ward, 2005）。表 3中顯示變數

之間的相關係數除了預算追蹤 Tracking對預算管控 Controlling為.877之外，其餘皆小於.85。然

而右上半矩陣的任二個潛在變數之平均 AVE並未大於左下半矩陣的相關係數的平方。以第一種

方式衡量，可解讀本研究模型具有尚可接受的區別效度。以第二種方式衡量，本研究模型的區

別效度並不明顯。 

 

表 2  信度和效度指標 

因素 量測變數 負荷量 t值 CR AVE 

預算

編列 

Bud 

M_Bug_1 來進修之前，我開始有準備一筆預算以籌措

學費 

.71 9.10 .78 .54 

M_Bug_3 來進修之前，我的優先支出項目是籌措學費 .74 9.87 

M_Bug_4 來進修之前，我覺得繳完學費之後，會排擠

其他項目的預算 

.76 -- 

預算

追蹤 

Tra 

M_Tra_1 來進修之前，我想我繳完學費之後，我時常

會在心中盤算每一個支出項目，各別花了多

少錢。 

.88 -- .88 .78 

M_Tra_2 來進修之前，我想我繳完學費之後，我時常

會在心中估算各個項目總共花了多少錢 

.89 16.28 

預算

管控 

Con 

M_Con_1 來進修之前，我覺得繳完學費之後，我會減

少其他的消費 

.76 7.19 .76 .53 

M_Con_2 來進修之前，我覺得繳完學費後，如果這個

月在 A 項目上消費比較多，我會挪用 B 項

目的預算。 

.51 -- 

M_Con_3 來進修之前，我覺得繳完學費之後，如果某

一個項目 A 花太多錢，下個月我會縮減 A

項目上的消費。 

.86 7.37 

進修

意圖 

Int 

I_1 要不要繼續升學，我會認真地考慮 .58 2.85 .47 .31 

I_3 我非常有意願繼續升學。 .53 -- 

註 1：組成信度=(Σ標準化因素負荷量)2/{(Σ標準化因素負荷量)2+(Σ各量測變數的量測誤差)} 

註 2：平均變異抽取量=Σ(標準化因素負荷量)2/{Σ(標準化因素負荷量)2+(Σ各量測變數的量測誤差)} 

 



表 3  構面平均 AVE和相關係數的平方 

   AVE Bug Tra Con Int 

Bug .54 .66 .54 .43 

Tra .63(.791
2
) .78 .66 .55 

Con .63(.794
2
) .77(.877

2
) .53 .42 

Int .12(.353
2
) .15(.391

2
) .20(.445

2
) .31 

三、模型配適度 

本研究以 SEM為分析工具，並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ethod, 

MLE）為模型參數的估計方法。在 SEM中，若要以MLE進行估計，必須有大於 200個以上的

樣本以及樣本需為常態分佈。本研究中，有效樣本數為 206筆，符合門檻要求。樣本之偏態（skew）

皆小於±2，峰度（kurtosis）皆小於 7，符合單變量常態分佈。但是 Critical Ratio（c.r.）值為 21.6，

高於多元常態分佈的建議的門檻值 5，表示整體樣本之分佈並不符合多元常態（Yuan, Bentler, & 

Zhang, 2005）。然而若 c.r.值小於 49.1，最大概似估計法大致上都可以應用。 

優良的模型配適度是解釋模型的必要條件，因此本研究以配適度指標和估計參數的顯著

性，進行判別本研究的假設模型和量測變數之間的配適程度。指標包括：卡方統計量 χ
2、絕對

配適度指標、相對配適度指標以及精簡配適度指標。其中，絕對配適度指標包括：χ
2
/d.f.、SRMR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GFI （goodness of fit index）、AGFI（adjusted GFI）

以及 RMSEA（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error of approximation）；相對配適度指標包括：NFI

（normed fit index）、NNFI（non-normed fit index）、CFI（comparative fit index）以及 IFI（incremental 

fit index）；精簡配適度指標包括：PNFI（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PGFI （parsimony goodness 

of fit index）以及 Critical N（CN）。 

本研究以 AMOS 22 程式驗證初始模型中所有的量測變數和潛在變數的配適度，結果發現

初始模型的配適度並不佳，因此進行模型修正。本研究以刪除因素負荷量小於.5 的量測變數以

修正模型，獲得研究者認可的收斂模型（Chang, Torkzadeh, & Dhillon, 2004）。模型達到收斂的

疊代次數為 11 次，卡方值為 71.6，自由度為 31，p 值小於.05，代表卡方統計量顯著，表示本

研究假設模型共變數矩陣與量測變數共變數矩陣之間存在差異，因此模型被拒絕，即模型配適

度可能不理想。然卡方統計量容易受到樣本數量較多之影響而達顯著水準，然這並不表示模型

配適度不佳，必須配合其他的配適度指標進行判斷（參考表 4）。  

首先，比對絕對配適度指標：χ
2
/d.f.為 2.31，小於建議的門檻值 3（Hair et al., 2006）；SRMR

為.048，小於建議的門檻值.1（Hu, & Bentler, 1999），表示配適度良好；而 GFI為.94，高於建

議的門檻值，表示配適度良好；AGFI 為.89，略低於門檻值.9，表示配適度趨近良好；RMSEA

為.079，小於建議的門檻值.08（Jarvenpaa, Tractinsky, & Vitale, 2000），表示配適度趨近良好。

以上比對結果，表示模型配適度良好。接著，比對相對配適度指標，NNFI 為.94、NFI 為.93、

CFI為.95 和 IFI為.96，均大於一般建議的門檻值.9，表示模型配適度良好。最後，精簡配適度

指標 PNFI為.64和 PGFI為.53，皆大於建議的門檻值.5；而 Critical N為 131，小於一般建議的

門檻值 200，表示樣本數略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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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整體模型配適度 

配適度 指標 統計量 門檻 評鑑  

絕對配適度

指標 

χ
2
/d.f. 2.31 < 3 良好 Hair 等人（2006） 

SRMR .048 < .1 良好 Hu 和 Bentler（1999） 

GFI .94 > .9 良好  

AGFI .89 > .9 趨近良好 Hair 等人（2006） 

RMSEA .079 < .08 趨近良好 Jarvenpaa 等人（2000） 

相對配適度

指標 

NNFI .94 > .9 良好 Hair 等人（2006） 

NFI .93 > .9 良好 Hair 等人（2006） 

CFI .95 > .9 良好 Hair 等人（2006） 

IFI .96 > .9 良好 Hair 等人（2006） 

精簡配適度

指標 

PNFI .64 > .5 良好  

PGFI .53 > .5 良好  

CN 131 > 200 尚可  

四、結果與討論 

（一）本研究主要的受試者集中於 30歲以下，佔 48%，顯示參與回流教育的學生有將近一半為

前一個學制結束後，數年內即行回復學習行列。研究者推測這與我國民情希望取得學歷與知識以利

求職就業有很大的關係。鼓勵我進修者以自我最多，高達 66%，顯示受試者認知自己的學歷或知識

與認知的期望或需求有很大的落差，因此形成繼續進修的動機之一。住家離學校通勤時間在一小時

內的佔 86%，顯示加入該校就讀的受試者，以住在學校附近者居多。 

（二）本研究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三個指標中，量測變數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5，P

值<.01，均達顯著水準；各構面 CR與 AVE除進修意圖稍低之外，其他均符合.5門檻之要求，顯示

本研究之模型具有還不錯的一致性，具有可接受的收斂效度。區別效度若以任二個潛在變數之間的

相關係數小於.85，就可宣稱具有一定程度的區別效度，則本研究模型具有尚可接受的區別效度。綜

合以上，表示本研究具有還可以接受的構念效度，可以量測到研究者想要量測的構念。 

（三）綜合配適度檢定的結果，本研究提出的概念性模型，除 Critical N未達建議的門檻值之外，

其他的配適度指標皆達一般的配適度門檻，故可解讀本研究的模型具有可接受的配適度，而且是一

個精簡的模型。 

（四）假說驗證與路徑分析 

假說驗證與路徑分析為基於檢定所提出的理論模型與結構模型分析結果之間的一致性和相容

性，即理論模型所提出的因果關係是否獲得結構模型分析結果的支持。本研究將以圖 2 檢定變數間

之關係以及假說驗證，實證結果整理於表 5。其中，有 2 個假說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包括假說

H4 與 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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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05 顯著水準，***表示<.001 顯著水準 

圖 2 路徑係數圖 

 

表 5  結構係數檢定表 

 路徑關係 係數 t值 假說 

H1 Budgeting  Tracking .79 9.138*** 成立 

H2 Budgeting  Controlling .27 2.160*   成立 

H3 Tracking  Controlling .67 4.801*** 成立 

H4 Tracking  Intention -- -- 不成立 

H5 Controlling Intention .45 3.022**  成立 

H6 Budgeting  Intention -- -- 不成立 

*表示<.05 顯著水準，***表示<.001 顯著水準 

 

 

當人們知覺到準備參加回流教育的預算對自己的荷包形成壓力時，不知不覺地於心中建立預算

編列的想法，並隨即反映到內心的另一個層次，花費的預算是用到哪裡去了？要如何追蹤？實證結

果證實，當人們於心中建立預算編列的想法時，將直接影響預算的追蹤，影響的方式為直接正向，

路徑係數為.79***，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驗證假說 H1成立。亦即預算編列的傾向越高，預算追蹤

的傾向越高，影響強度頗高，此一研究結果符合本研究之預期。 

同上，當人們於心中建立預算編列的想法時，隨即反映到內心的另一個層次，花費的預算是否

要管控？實證結果證實，當人們於心中建立預算編列的想法時，將直接影響預算的管控，影響的方

式為直接正向，路徑係數為.27*，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驗證假說 H2成立。亦即，預算編列的傾向

越高，預算管控的傾向越高，影響強度為中等，此一研究結果亦符合本研究之預期。 

一般人們在荷包壓力下，預算追蹤亦將直覺地反映到預算管控。本研究實證結果證實，當人們

於心中開始預算追蹤的想法時，將直接影響預算的管控，影響的方式為直接正向，路徑係數為.67***，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驗證假說 H3成立。亦即，預算追蹤的傾向越高，預算管控的傾向越高，影響

強度頗高，此一研究結果亦符合本研究之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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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人們於心中開始預算追蹤的想法時，是否會影響進修的意圖? 本研究實證結果證實，

此一影響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驗證假說 H4不成立。亦即當人們於心中建立預算追蹤的想法時，

並不會影響進修意圖的傾向。 

當人們於心中開始預算管控的想法時，是否會影響進修的意圖? 本研究實證結果證實，當人們

於心中開始預算管控的想法時，將直接影響進修意圖，影響的方式為直接正向，路徑係數為.45**，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驗證假說 H5成立。亦即，預算管控的傾向越高，進修意圖的傾向越高，影響

強度為中等，此一研究結果亦符合本研究之預期。 

當人們於心中建立編列預算的想法時，是否會影響進修的意圖？實證結果證實，此一影響未達

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驗證假說 H6不成立。亦即當人們於心中建立預算編列的想法時，並不會影響進

修意圖的傾向，而是循著預算編列影響預算追蹤與預算管控，再從預算管控影響進修意圖的傾向，

形成一個脈絡。 

伍、結論 

本研究應用心理帳戶延伸之心理預算概念探討回流教育學生之進修意圖，於心理預算對預定達

成的財務目標則為探討受試者對金錢如何進行預算編列、預算追蹤和預算管控，尤其是在學生考慮

是否進入進修學院就讀之前的心態，亦即探討回流教育學生於入學前是否存在預算編列之心態、預

算追蹤之心態以及預算管控之心態。獲致結論如下: 

一、人口統計變數 

主要的受試者集中於 30歲以下，顯示參與回流教育的學生有將近一半為前一個學制結束後，數

年內即行回復學習行列。研究者推測這與我國民情希望取得學歷與知識以利求職就業有很大的關

係。鼓勵我進修者以自我最多，顯示受試者認知自己的學歷或知識與認知的期望或需求有很大的落

差，因此形成繼續進修的動機之一。住家離學校通勤時間在一小時內的佔 86%，顯示加入該校就讀

的受試者，以住在學校附近者居多。此一調查結果，可以直觀地用來作為學校招生的方向。 

二、假說驗證結果 

預算編列的傾向對預算追蹤的傾向與預算管控的傾向之影響關係為正向顯著，此一研究結果符

合本研究之預期。代表人們如果有開始編列預算的心態，則越有動機去追蹤預算執行的狀況與管控。

預算追蹤的傾向對預算管控的傾向之影響關係為正向顯著，直接反應上述之預期想法。預算管控的

傾向對進修意圖之影響關係為正向顯著，此則反映對進修意圖之影響為從預算編列開始，先影響預

算追蹤，再影響至預算管控，最後才對進修意圖發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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