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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基金投資人投資行為與偏好問卷調查分析 

研究性質：「資產管理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基金」110年度工作計畫 

計畫主持人：鄭天澤教授 

研究期間：110年 2月～110年 9月 

報告摘要： 

一、調查目的 

2017年證基會首度進行「基金投資人投資行為與偏好問卷調查分析」，但考量

近年網路平台興起、定期定額念普及，被動式基金盛行，投資環境已出現重大變

化，且 ESG 議題亦逐漸受到投資人重視，故本研究再次對基金投資人進行問卷調

查，並在其中納入退休理財、自動化投資及 ESG 投資議題，以了解目前基金投資

人對投資商品之行為模式與偏好。 

二、問卷調查情形 

本次問卷調查調查期間為 5/3~6/15，採線上及紙本方式並行，共計 4,096份有

效樣本。調查樣本以女性比例較高(53.9%)、以 30~49歲為主(52.2%)、以大台北地

區為主(51.9%)、教育程度大學/專科為主(64.8%)、月收入 2萬~ 6萬元為主(60.3%)，

並以金融業 (21%)、基層職員比例較高(38.2%)。 

三、結論與建議 

調查結果透過將投資人以基本資料(如性別、年齡、居住地區、教育程度等)

加以分類，觀察不同類型投資人之行為(如買基金的途徑是透過手機 APP、電腦網

頁或非網路管道)及偏好(如感興趣的 ESG 議題為哪一面向)，探討如何使我國資產

管理業者能提供更符合投資人需求之服務、規劃更符合投資人需求的新商品，並

提升行銷與業務經營之效率。本報告結論重點與建議摘要如下： 

（一） 研究結論 

1 30 歲前開始初次

投資基金占六成

以上 

目前有基金投資經驗的投資人，61%在未滿 30歲前即有

投資基金經驗。即使目前年齡 60歲以上者，也有 42.6%

在未滿 40歲有投資基金經驗。 

2 財經相關網站為

整體最普遍資訊

管道，但年輕族也

較常透過親友、部

落客/Youtube影

片、證券公司獲得

資訊 

「財經相關網站」為各年齡層最主要的基金資訊管道，

但年輕族群相對較常透過「親友」、「部落客/Youtube 影

片」、「證券公司」，年長族群較常透過「銀行」、「投信顧

公司」、「報章/雜誌」，而透過「網路理財討論區」之年齡

層高峰則為 30~39 歲族群。資訊管道也與其購買基金途

徑相關，由證券公司、部落客/Youtube 影片獲得投資基

金資訊之投資人，較「電腦網頁」更常使用「手機 APP」

購買基金。由銀行或親友獲得資訊者，相對更常以「其

他非網路管道」為購買基金主要管道。 

3 基金多透過網路

途徑購買，並較多

經由電腦網頁購

買 

整體透過「電腦網頁」購買基金之比例最高(49.8%)，但

「手機 APP」為 29 歲以下族群買基金最主要途徑，「電

腦網頁」為 30歲以上族群買基金最主要途徑，尤其 40~49

歲族群透過「電腦網頁」購買基金者達 6 成，透過「臨

櫃」購買基金之比例，則大致在 40歲以後隨年齡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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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手續費率低」為

挑選平台或機構

最重要因素 

整體而言，投資人挑選網路平台或機構時主要考量因

素，以「手續費率低」(68.9%)為最主要考量，其次為「基

金種類多」(56.2%)。使用「電腦網頁」購買基金者對「手

續費率低」相對最講究 (73.5%)，使用「手機 APP」購

買基金者更要求「介面操作便利」  (45.1%vs.整體

37.8%)，而透過「其他非網路管道」購買基金者更要求

「有真人諮詢」(41.8% vs.整體 13.3%)。 

5 「挑選基金」為投

資人最需要理財

專員之服務 

約 3 成投資人表示買基金時需理財專員協助，而需要協

助之服務，以「挑選基金」比例最高 (71.6%)，「整體資

產配置」次之(52.4%)，之後為「介紹基金品牌」(41.5%)。 

6 定期定額投資觀

念越來越普及 

目前半數以上(56.3%)投資人買基金的方式主要採「定期

定額」，顯示投資人已普遍接受定期定額投資模式、不定

額的扣款方式，主要仍採「單筆投資」者僅約三成(29.7%)。 

7 選擇基金通常不

考慮為發行地為

境內或境外 

詢問投資人較常投資境內基金或境外基金，結果以「選

擇基金通常不考慮為境內或境外」比例最高(38.5%)，較

常投資境外型基金之比例(27.8%)與較常投資境內基金之

比例(26.7%)亦相差不遠，顯示目前投資人在選擇基金時

較不考慮基金的發行地。 

8 接近半數實際報

酬率符合預期報

酬率 

整體而言，基金投資人所預期平均年報酬以「6~10%」

比例最高(37.1%)，實際平均年報酬率以「3~5%」比例最

高(30.6%)。比較兩者後，48.8%投資人報酬率符合預期、

38.8%不如預期、12.5%優於預期。 

進一步交叉分析顯示，較年輕投資人因預期報酬較低，

優於預期比例相對較高；透過非網路管道購買者的預期

和實際報酬率較低，但與透過網路的預期落差沒有明顯

差異；以不定額方式扣款者，有較高比例報酬率符合預

期。 

9 「暫無時間規劃

準備」為基金投資

人尚未規畫退休

之主要原因 

有基金投資經驗者，逾七成表示有規劃政府與企業提供

以外的自主退休投資理財，這些有規劃者，每月退休儲

蓄金額以「5 千元~1 萬元」比例最高(29.2%)、目前累積

退休金額以「100 萬-300 萬元」比例最高(24.1%)，最常

以以「基金」為累積退休金工具 (72.6%)、其次為「股票」

(65.9%)。尚未開始進行規劃者，有 67.3%表示「暫無時

間規劃準備」。 

10 「收費優惠」較易

吸引投資人使用

自動化投資理財 

1/3填答者表示使用過自動化投資理財服務，吸引投資人

使用的原因以「收費優惠」最多(41.7%)最多，其次為「推

薦商品符合需求」(39.7%)、「節省時間」(38%)。認為需

要自動化投資服務功能以「維護資產配置平衡」(60%)

最多，「依據市場狀況調整投資方向」次之(58.9%)。 

11 多數投資人曾聽 填答者超過 3/4 表示曾經聽聞 ESG的相關議題，其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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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ESG 議題，且

多數會納入基金

投資考量 

有超過 3/4 表示會將 ESG 議題納入基金投資考量，這些

納入者中有 82.4%考量「環境」議題、66.7%考量「社會」

議題，75.5%考量「公司治理」議題。聽聞但不納入者，

不納入原因以「缺乏相關資訊」比例最高(51.7%)。 

 

 

二、研究建議 

根據上述調查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1 及早推廣基金投

資，投其所好設計

產品網站 

目前曾投資基金者，逾 6成在 29歲以前就開始有第一次

投資基金經驗，即便目前較年長的投資人開始投資的年

齡較晚，目前 50歲以上的投資人，開始投資年齡也大多

為 30~39 歲，近年才開始進行基金投資的比例並不高，

顯示隨著投資人年齡增長、已習慣使用其他投資工具，

吸引其投資基金的難度越來越高。 

雖年輕族群目前可投資金額較有限，但未來仍有潛力，

且年輕族群對基金報酬率相對預期較低、較容易覺得基

金投資結果優於預期，且較常投資國內投信發行產品。

為擴大長期客戶基礎，建議資產管理業者應考量其需求

設計產品及網站，對其推廣基金投資，並調整行銷策略。 

2 透過更多元的網

路管道，更活潑地

傳遞資訊 

雖然各年齡層的投資人都以財經網站為最主要的基金資

訊來源，但從交叉分析結果可看出，年輕投資人由網路

理財討論區、親友、部落客/Youtube 影片獲取基金資訊

之比例相對高，若能採取透過這些管道接觸，相對更容

易接觸到年輕族群。 

目前，一些投信公司也會分享投資觀點到公司的

Facebook 上，或製作產品宣傳影片上傳 Youtube 頻道，

惟觀看或分享數字目前普遍尚不多。與財經網紅合作，

雖成本較高，但仍為相對可行模式。 

3 證券商通路接受

度高，建議業者可

加強合作 

相對發展較成熟的銀行通路，證券通路發展財富管理業

務仍有較大成長空間，且年輕族群由證券商網站購買基

金之比例相對較高，與資產管理業者以年長族群為主的

自有通路具有互補性，建議可加強證券通路布局。 

4 提供更便利美觀

的 APP，吸引更多

投資族群 

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年輕族群買基金時，比起能一次呈現

較多資訊的電腦網頁，更喜歡透過能隨時查詢資訊的手

機 APP購買，目前也有不少業者已推出 APP，隨著手機

及平板電腦已經越來越普及，尚未跟進之業者可著手規

劃，並可在設計時參考其他業者的 APP評價。 

另手機 APP購買基金者，相較使用電腦網路購買者，更

要求介面操作之便利性，因此在開發 APP時，除了 APP

的功能及提供之資訊，版面設計及美工加強便利性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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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忽略。 

5 配合國人推廣退

休 準 備 平 台 建

置，加強宣導並推

出適合之商品 

表示尚未規畫退休之填答者，未規劃最主要原因為沒有

時間規劃準備，顯示許多人仍認為規劃退休理財需耗費

許多心力。2021 年金管會推出之退休準備平台，除篩選

適合退休之基金商品、投資下單指引等功能，並納入退

休試算功能，建構優質友善退休準備環境，降低投資人

退休準備困難，可多推廣使用。 

6 優化自動扣款設

定，滿足投資人投

資需求 

採不定額扣款者，基金績效不如預期之比例相對較低、

符合預期之比例相對較高，資產管理業者提供更精緻的

自動扣款模式，對客戶獲得所期望之報酬可能有所幫助。 

而對採取不定額扣款方式的投資人，或許因須隨時檢查

扣款金額是否足夠，通常會更頻繁的檢視基金報酬率，

因此除了每月投資報表，也可考慮提供每週投資報表。 

7 詳加說明自動化

理財推薦商品之

特色及推薦原因 

或因自動化投資服務宣稱的「歷史績效出色」仍僅有較

短紀錄、通常不計算標的異動成本、模擬績效也較難理

解其假設，使投資人未必完全相信自動化理財所宣稱的

投資績效。但若推薦之商品符合其需求，則會提升投資

人對自動化投資的信心，故或可對其推薦商品之特色及

推薦原因多加說明，幫助投資人更了解其所提供的自動

化理財服務， 

8 自動化理財除維

護 資 產 配 置 平

衡，也能依市場調

整方向 

除「維護資產配置平衡」以外，亦有相當高比例投資人

表示需要「依據市場狀況調整投資方向」的自動化理財

功能，若在仍未逾越客戶承受投資風險程度前提下，或

許考慮非一定須回歸原本設定比例，而可在約定比例區

間內，給予自動理財服務可一定程度依市場狀況微調再

平衡比例之空間。 

9 涵蓋較廣泛 ESG

議題的商品更有

市場 

整體而言有 55%投資人表示將 ESG納入基金投資考量，

其中 28%會同時將 E、S及 G議題納入考量，17%會同時

考量 2 項議題，僅約 10%投資人會鎖定特定一項議題納

入考量。故資產管理業者在設計相關概念商品時，推出

一個追縱 ESG綜合指數的基金商品，可能會比一個僅主

打環保議題基金商品，可能更加容易受到投資人的青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