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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是網路騰躍的世代，也是快
時尚、極創意且高齡化的時代，不論是

否退休，高齡者不應只是鎮日飽食或閒

散終日，如此只會引人議論是社會的

重大負擔，也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如

此的世代輕視絕非大家樂見。因此，

本文揭櫫當代高齡者應建立的金錢觀

及生活態度，循之而為，期待大家做個既

時尚又令人敬重的長者，並逐步建構世代

之間有尊嚴的高齡社會。

培養投資理財能力

台灣已邁入高齡化的人口結構，於 1993年老年
人口占總人口比率超過 7％成為高齡化社會。國家
發展委員會推估，在 2026年的老年人口比率將衝破
20％，也就是每 5個人中，就有 1位是 65歲以上的
長者，成為超高齡社會。最新公布的生命表，國人

平均壽命是 80歲，若把時間拉長至 20年，可以發
現趨勢一路向上。也就是說，當我們正式退休或來

隨著電腦通訊軟體的普及，高齡者可藉由

通訊軟體互通有無，拉近世代間的距離。

（圖片來源：種子發）

高齡化及少子化的趨勢不只造成家庭人口結構改變，金融需求也會隨之而變。

高齡者的 
時尚生活理財觀

▎曹耀鈞
當代高齡者應建立適當的金錢觀及生活態度， 
循之而為，做個既時尚又令人敬重的長者， 
並逐步建構世代之間有尊嚴的高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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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享有安全的老後退休生活，除了充裕的「經濟資本」例如退休金外， 
還需要良好的「社會資本」，像是人際關係、鄰里網絡。

到 60歲，隨著醫藥和保健生技的不斷研發
精進，屆時的生命表所呈現的數據必定比

現在還長。

2016年，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兩位經濟
學教授葛瑞騰和史考特指出，人類壽命正以

每 10年多 2歲的速度增加，現在 10歲的小
朋友未來平均壽命可能超過百歲。他們更提

醒，每個人將面臨不同的長壽情境，甚至人

生不再只從單 1個工作退休，無論是財務、
職場或人際關係的經營，都要主動提前規

劃，用健康的心態迎接多段式人生。

如此的高齡化及少子化的趨勢不只造

成家庭人口結構改變，金融需求也會隨之

而變。有些長者自我理財，投資買地或儲

蓄；有些長者把養老金、退休金交子女管

理，兩方「財務共融」，結果常是一體兩面，

好的一面是子女把錢善用於父母，但也有

子女急於用錢，或一時揮霍而耗盡父母積

蓄，這時養兒難防老，反成養老先防兒，

實在令人感傷。

「高齡社會」一般給人死氣沉沉的直觀

印象，年金崩壞、醫療費高漲、長期照

護地獄、孤獨死、老後難民、窮鄉僻

壤、兩極化社會等，一大串的負面

詞彙接踵而來。但是事實上，超高

齡社會其實可以更活潑有趣，而且

對社會正面效果更大。我們應避免

負面思維，正面開朗地向前邁進，

但是應如何實際往正面發展推進呢？

眾所皆知，要享有安全的老後退

休生活，除了充裕的「經濟資本」例如

退休金外，還需要良好的「社會資本」，

像是人際關係、鄰里網絡。至於人際網絡

的支持，也因家庭結構改變而轉趨薄弱。

台灣家庭結構萎縮得很快，從 1960年代平
均一個家庭有 5∼ 6人，到目前一家只約 3
人左右（內政部統計，2016年 6月，平均
一戶 2.77人）。筆者主張，透過投入投資管
理，高齡者將逐漸結識與自己的知識力及

財富力相當的朋友，經過互動間個性的契

合，人際網絡的支持將不匱乏，實是高齡

者實踐投資管理的重大優點。

投資資產配置法則

只是近年黑天鵝事件（非預期的重大

具衝擊性的經濟負面事件）不斷，全球總

體經濟局勢動盪，投資市場跟著波動。投

資管理更應該隨年齡調整投資風險屬性，

並做好核心與衛星資產配置。全球進入成

長停滯的年代，種種變數接踵而來，只有

提早準備，才能夠避免自己成為「下流高

齡者」（日本語義，非關道德，僅指經濟

弱勢的老者），讓後半場人生得以

快樂生活、盡情享受退休

人生。



科學發展 2018年 8月│ 548期08

缺，缺。（圖片來源：種子發）

專題報導
Featured Articles

投資管理應該隨年齡調整投資風險屬性，並做好核心與衛星資產配置。

建議高齡者的核心資產比率（年紀／ 
100）應以定存持有（可分布不同天期的定
存單），衛星資產則以投入股市，且以共同

基金為對象。多數人並不了解自己的風險

承擔能力，其實研究證實，風險承擔能力

高低的主要關鍵因子是年齡，年齡愈大，

資產配置就該愈保守，但是所謂的保守是

如何定義呢？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投資風險

性資產的比率不要超過 100減去你的年紀，
譬如你現在有現金 800萬元，你的年紀是
65歲，建議投資股市就不要超過 280萬。
（註：（100 － 65）×100％＝ 35％，800萬
×35％＝ 280萬）

再者，退休高齡者的心理與社會適應，

最重要的是對老化抱持著一種健康的態度，

視為人生另一個黃金階段的開始。由於身

分地位的轉變與角色的失落，人際互動減

少，人際關係日益淡薄，使高齡者常有被

遺忘而與社會脫節的感覺。且恐懼喪失權

力，缺乏安全感，形成精神上的孤立與心

理上的危機感。

社會從來沒教導我們該怎麼變老，或

變老之後的生活應該要怎麼過。因為每個

人有義務維持自己健康的壽命，這應是一

種社會責任，社會更應傳達給年輕人，告

訴他們年老後也要很健康，成為「時尚高

齡者」，要預防老年症候群的發生、避免成

為失能臥床者，不可不知「腦力」、「社會力」

與「體力」三者的重要性。

依筆者從事投資管理多年的經驗，幸

運地經常與十分優秀的資深投資管理專家

一起開會，其中令人驚訝的是，筆者認為

席間優秀的投資決策者多是高齡資深前輩。

這不只是國內的情形，國際間的股神巴菲

特，債券天王葛洛斯，投機巨鱷兼慈善家索

洛斯不也都是高齡族嗎？

因此筆者強調從認識投資管理獲得智慧

力，並藉由日常的投資邏輯訓練維持高超的

腦力。此外，由於投資資本市場，筆者主張

高齡者要走出家門到熟悉的證券商處所，透

過人與人的互動參與公共團體，讓人與人之

間的回饋得以產生自信與福氣，從而持續營

造自己的社會力。

至於體力的部分，除了大家熟知的自由

保健常識外，長輩們又有多少人能為了運動

而運動且持之以恆呢？將心比心，若一星期

有五天需到投資處所相聚，互相討論國際產

業、財金、利率、油價、政治等影響股市債

市的變數，無形中為了看顧自己的資產，會

每天興致地閱讀相關刊物，每天有著與好友

適度討論甚至辯論的生活，腦力體力絕不會

隨著年齡而過度衰退。

投資管理兼顧社會網絡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洪蘭教授曾為文指出，誰人不怕老？怕的

是老來失去生命主控權，若能找到自我價

值，對人生就有所期待，老年生活要順遂，

就從大腦好開始。其實坐著不動，四肢會

退化，大腦不動，心智也會退化。研究發

現，對生命有主控權的人活得最健康， 

人必須對生命有所期待，覺得自己還有用

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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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更具體指出，年老時，有伴最重要。

說話不只是解悶，還可以大量活化神經迴

路。人在說話時，大腦會搜索恰當的詞彙來

表達心意；眼睛要去看對方臉上的表情，掌

管情緒的大腦還得思考這句話說出來會不會

得罪人，這一切都會促使大腦神經元活化，

促進腦中血液循環。那個「我還有用」的感

覺很重要，人必須感到自己有用，生命才有

意義。

當然，活化腦力的樣態很多，筆者只

是從一般人鮮少注意的投資管理面，分享

社會上許多低調的成功人士他們退而不休

的精彩生命。仔細思考一下就不難發現做

好投資管理習性的好處，關心政治經濟甚

至全球事務，與人群共同討論，腦力不退

化且人際關係互動不停滯，這種善用高齡

者晶體智力的實踐，的確是很好的參考。

投資研究文獻也指出，股市投資的娛

樂效果，在人們投資時即使沒有獲利，仍

會令人有快樂及滿足的效應。因此，若投

資少部分可運用的資金在穩健型的金融商

品上，既可有獲利機會且風險很低具娛樂

效果，又兼顧人際互動與活化腦力，為何

不考慮呢？

人類智慧的增長是「歲月的功勞」，當

年歲越長，在數字或記憶方面的能力雖會

逐漸衰退，但隨之而來的是最珍貴的智慧，

這就是所謂的晶體智力。因此，上了年紀

以後，即使覺得自己常常忘東忘西，也無

需悲觀。在解決問題的同時，垂直統合、

年老時，有伴最重要。說話不只是解悶，還可以大量活化神經迴路。（圖片來源：種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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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間判斷的能力反而會提高。也就是說，

我們大腦的潛能會隨著年歲增長而變得更

發達。

此外，高齡者理財首重「保本」，次是

「獲利」，千萬不要妄圖發財，因小失大。

理財除投入金錢外，尚須投入時間、精力，

因此要在適度的範圍內進行，如果耽溺過

深，縱使賺得全世界，卻賠了自己的身體，

絕對是不值得的。

理財與守財

高齡者退休後會面臨收入減少的問題，

因此如何做好理財規畫更顯重要。高齡者應

編製簡單的收支預算表，根據量入為出的原

則嚴格控制預算，使支出不致超過收入。

先估計自已的財產價值，包括銀行存

款、房地產、股票等，以及每月的收入來

源，包括月退休金收入、利息或股利收入

或子女孝敬金等。再估計退休後每月的費

用支出，包括伙食費、水電瓦斯費、電話

費、休閒娛樂費、交通費、醫藥費、交際

費、稅捐等。每月收支相減後，如有節餘，

不可花光，要儲蓄或投資。若每月的收支

相減後有赤字，應考慮如何開源節流。

退休後的理財，投資時首重保本，次

求增值，投機性大，刺激性太強或太累太

繁的投資工具，均非所宜。

「健康」、「經濟」與「孤獨」是高齡者

「不安」的前三項因素，因此高齡者不會因

為儲蓄或資產較為豐富，就花錢如流水。

這個年齡層在日常花費上容易思前想後，

高齡者理財首重保本，次是獲利，千萬不要妄圖發財，因小失大。 
理財除投入金錢外，尚須投入時間、精力，因此要在適度的範圍內進行。

高齡者理財首重「保本」，次是「獲利」。（圖片來源：種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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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習慣「節儉與節約」，冷靜判斷是否物

超所值之後才會下手購買。但是，也有研

究指出，高齡者因再次工作而獲得的收入，

其花費是較慷慨的。

筆者在此強調，若以活絡經濟社會的

角度而言，這種花費更有其必要性。因此，

若是因為投資理財的穩健收入，就好似再次

工作可為人生下半場注入朝氣一樣，透過投

資賺取的外快，雖然不一定全都花在自己身

上，但有一部分的支出都能讓消費者獲得自

我滿足。不論是健康或是經濟考量，讓自己

成為工作的主人才是最合理的事情。

如此高齡者消費，社會受益明顯，各

階層的商家看到會消費且有能力的高齡者，

怎會不快樂相迎，歡喜對待呢？又何來世

代仇視呢？主要關鍵在於是否讓社會感受

到高齡者有用於社會，而非利用社會！因

此，有意義的消費，不吝嗇地開銷，但又

須顧及開源節流，不要被過分商業化的誇

大財務不足廣告詞恐嚇自己的餘生，而是

以樂觀及高智力的態度成功地老化，才是

現代時尚高齡者應有的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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