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家更給力！
出錢也出力

巴鎮
me2we 幸福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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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並且把這些「弄垮國家經濟」

的做法都一一列出來後，盡可能做出

反向的措施、並持續努力避免、預防

讓那些事情真的發生。如此，這個

國家的經濟就能和崩潰邊緣保持安

全距離，甚至有可能走向穩健繁榮的

發展。

因此當我們在思考家庭財務規劃時，

不妨先來想想看「如何讓家庭財務走

向崩潰」？在此，邀請您暫且停下閱

讀、並思考後，再往下閱讀。

----「暫停閱讀、邀請思考」分隔線 -----

前言

結婚成家如同創業一樣，需要和另一

半「合夥」攜手、同心合意、出錢出

力。但到底要怎麼談「錢」才不會傷

感情？如何為家庭財務做中長期的合

理規劃？甚至要怎麼決定誰刷馬桶、

誰抓蟑螂？

本文將分為【財務篇】與【家務篇】，

邀請您和另一半一起來為您倆的家

出錢也出力，持家起來也更給力！

【財務篇】

一、關鍵架構

傳奇投資人巴菲特的合夥人 - 查理、

蒙格曾分享道：「如果我知道自己會

死在甚麼地方，那…不要去那邊就好

啦！」( 查理、蒙格，2019，< 窮查

理的普通常識 > )，這句話初聽起來

有點無厘頭、有點鬧，但隨著他後續

的說明與舉例，我深深覺得這是在

規劃家庭財務時，很值得擁有的「反

向思考」眼光。

查理、蒙格舉例：若希望「增進一個

國家的經濟」，其實可以先反過來

思考「如何才能夠弄垮一個國家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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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過往舉辦課程、活動、演講、工

作坊時，從參與者們給予的回應來看，

大致可以將「如何讓家庭財務走向崩

潰邊緣」歸納為以下幾點：

1.吃老本、入不敷出：

也就是「不賺錢」

2.無規劃紀律地用錢：

也就是「亂花錢」

3.把錢花光甚至舉債：

也就是「不存錢」

針對前述三點，我們可進一步反向推

導出「讓家庭財務穩健發展」的三大

重點：

1. 穩健「賺錢」

2. 謹慎「花錢」

3. 紀律「存錢」

只要充分且健全地了解以上三點之間

的關係和順序，就能讓家庭財務穩健

「發展」( 表示持續性地有結餘、且能

成長 )，因此以下兩個重要的「家庭

資源的原則」值得記在心上並落實在

生活中：

1. 賺錢 > 花錢：收入一定要大於支出，

才能夠結餘

2. 先存錢、再花錢：有紀律地存錢，

不僅可以作家庭財務資源的中長期規

劃 ( 例如：旅遊、育兒、教育、養老…

等 )，更能儲備家庭緊急預備金，以

備不時之需。若是反過來先花錢、才

存錢，不但無法做中長期規劃、儲備

緊急預備金，更有可能會因家庭財務

紀律不彰，導致家庭財務資源縮減、

甚至要舉債。

二、基本觀念

了解前述的「關鍵架構」後，可以用

下列這個假想情境來促進建立重要的

基本觀念：如果另一半在尚未跟你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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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前提下，逕自買了 10 萬元的百

貨公司禮券，你會有甚麼反應？

有人說「我會很驚訝、很生氣，他怎

麼可以沒有討論就亂花那麼多錢」，

也有人回饋「他若是用自己的錢就沒

關係」，我也聽過「10 萬元還好啦，

這本來就不需要討論」…。

由於每個家庭的「財務資源多寡」與

「財務觀念」不盡相同，所以並沒有

所謂的「標準答案」。但這個假想

情境 ( 雖然真實生活很常會發生相同

或類似的情境 )，確實帶出了家庭財

務規劃上，我們需要了解的幾個基本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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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收入與支出

若能夠明確了解並區別收入與支出，不僅有助於落實前面提到的「賺

錢 > 花錢」、「先存錢、再花錢」，還能避免不必要的誤會與衝突。

請逐一思考以下幾個項目，若您覺得該項目是「收入」請寫【＋】，

若您覺得是「支出」請寫【－】，若您無法確認請寫【？】

【　　】領薪水

【　　】買衣服

【　　】吃大餐

【　　】賺外快

【　　】領分紅

【　　】看電影

【　　】買禮券

【　　】儲值悠遊卡 / 一卡通

【　　】買禮券

【　　】買股票

【　　】買樂透

【　　】繳卡費

【　　】拿回親友先前的借款

再次邀請您暫且停下閱讀、思考作答後，再往下閱讀。

----------「暫停閱讀、邀請思考」分隔線 ----------



14

解答與說明如下：

【＋】領薪水

【－】買衣服

【－】吃大餐

【＋】賺外快

【＋】領分紅

【＋】看電影

【？】儲值悠遊卡 / 一卡通：

這是「資產的轉移」，是把「現金」

轉移到「悠遊卡 / 一卡通」當中，而

「淨資產」並沒有減少，可以用「把

錢從左邊口袋放到右邊口袋」來理

解。唯有在購買商品或搭乘交通系統

時、並從「悠遊卡一卡通」中扣款時，

那才是真正的「支出」。

【？】買禮券：承上題，這同樣是「資

產的轉移」，是把「現金」轉移到「禮

券」當中，「淨資產」也沒有減少。

唯有真正用禮券購買商品時，才是真

正的「支出」。

由於「買禮券」跟「儲值悠遊卡 / 一

卡通」一樣是資產的轉移，因此是可

以再「逆向轉變為現金」。回到前述

的假想情境，當我們清楚了解「買禮

券」屬於「資產的轉移」 ( 因此可以

逆向轉變為現金 ) 時，就能避免誤會

另一半「亂花錢」後所衍生的衝突。

【？】買股票：這是投資，屬於「資

產的轉移」。而出售股票時，若賣價

高於買價，才會產生「收入」( 獲利 )，

反之則是「支出」( 虧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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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樂透：這一點很值得討論，

有人覺得買樂透也像股票一樣是「投

資」，照理說應該屬於「資產的轉

移」。然而，即便「投資」不保證獲

利，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可預測性」

( 期望值 ) 和「經驗可複製性」( 可再

次重現 )，而「買樂透」並非如此，

因此我覺得將「買樂透」認定為「支

出」，因為這是買開心、買一個希望，

歸屬於「娛樂費用」比較合適。

【？】繳卡費：此為「償還負債」，

並非「支出」。真正的支出，已經發

生在「刷卡消費」那一刻。但特別需

要留意，繳卡費到期日時，手邊 ( 或

扣款的帳戶 ) 務必要

有足以償還當月

卡 費 的 金 額，

以維持良好金融信用。

【？】拿回親友先前的借款：這同樣

屬於「資產的轉移」，是將資產從「應

收帳款」( 親友跟我借的錢 ) 轉移到

「現金」。因此，千萬要避免誤認為

「收入」，而在拿到款項後去大吃一

頓。

 希望透過上述例子的分類與

練習，更了解「收入」與「支出」會

發生是在「淨資產有變動」時，不僅

能夠有更清楚的概念，同時也能夠避

免不必要的誤會與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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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識資產與負債

而「淨資產」要怎麼理解呢？簡單說

就是「總資產減去負債後，剩下的就

是淨資產」。我們所擁有的資產當

中，有一些是「自有的」( 淨資產 )，

有一些是「借來的」( 負債 )，兩者

合在一起則是「資產」。

　配合圖示舉例來說，若是我花了

1,000 萬元買下一間房子，這棟房子

所代表的 1,000 萬元都我的資產，但

這 1,000 萬元並非都是我自己原本就

有的資金，我原本只有 300 萬元、

且另外銀行借了 700 萬元，才湊足

了買房的 1,000 萬元。此時，1,000

萬元是資產、700 萬元是負債、剩下

的 300 萬元才是「淨資產」。

 認識資產與負債後，我們就

可以有架構地來為家庭整體財務狀況

做盤點，了解現階段的資產、負債、

淨資產的分布。此外，為了家庭財務

的穩健發展，借錢負債是可以的，畢

竟學貸、車貸、房貸⋯等，都算是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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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關鍵是要評估家庭整體的還款能

力，同時避免讓過多的負債造成家庭

經濟壓力 ( 因為會有利息 )，所以務

必要讓淨資產為正值。

三、設定目標

每個家庭的財務資源多寡、用錢觀念

大不相同，因此在設立家庭財務展的

目標時，並沒有一體適用的標準答

案，而是值得依照每個家庭的現況與

需要來做設定。

 　在我們了解過收入、支出、資產、

負債的概念後，就可依照上圖詳細地

為自己的家庭財務現況做盤點與評

估，進而設定合適的目標。

　藉由設定合宜目標，即便一個家庭

的財務現況在 D，但只要能夠先邁向

「收支平衡」，是有機會朝 B 或 C

前進，甚至在中長期的未來，成為 A

的狀態。反之，若有一個家庭的財務

現況屬於 D，卻直接採取了積極的投

資策略，不僅無助於短期收支平衡，

還有可能因為舉債投資連帶而來的還

款還息壓力，讓投資失利、得不償

失。

四、紀律存錢

前面提到先存錢、再花錢，我們就來

看看怎麼「紀律」存錢，關鍵就是「專

款專戶」。舉例來說，不論是薪資收

入、外快收入入袋後，我都會依照以

下順序分別將固定比例之金額轉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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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帳戶，可參考上圖與說明：

(1) 捐獻戶：不論是社會福利捐助、

或是信仰上的捐獻，都是很值得也很

有意義的。因為這提醒了我們所獲得

的一切，不單單是靠自己的努力，也

有許多人的扶持與幫助，因此透過捐

獻，有助於我們保持「回饋感恩」的

心。

(2) 還款戶：信用卡、分期付款、學

貸、車貸、房貸⋯等，「準時還款」

有助於我們維持良好的金融信用，若

日後真的需要借款，不僅能提高借款

成功的機會，也因為信用良好、而能

夠適用到較為經濟合宜的利率。

(3) 儲 蓄 戶： 錢 一 旦 進 到 儲 蓄 戶，

除非是投資或急用，不然就避免動

用，才能收長期耕耘之效。儲蓄的

比例也因人而異，可以先設定

儲蓄 0%( 也就是最起碼收支平衡 )

為目標，待達成目標後，再以當月

收入金額的 5% 為級距逐漸往上增

加。切記！莫為了存錢而傷害了身心

靈的健康，我曾經嘗試過將月收入

50% 存起來，但那段時間過得很不

開心，在飲食上也有營養不均衡德狀

況。因此建議，大概可以把月收入的

20%~30% 設定為儲蓄的終極目標。

(4) 消費戶：每個月的收入會先依序

撥款至前述 (1)~(3) 的帳戶後，結餘

的部分才撥款至消費戶，且前述帳戶

不會和消費戶流通，彷彿有一面隱形

的防火牆，提高我們每個月做好紀律

消費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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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快樂省錢

網路上與坊間都可以查詢到許多「省

錢妙方」、與「基本概念」，例如：

貨比三家、三思而後行、區別需要與

想要⋯等。這些做法與觀念都是中肯

又務實的，因此誠摯邀請大家可以找

機會自行尋找並閱讀。因此撰寫本文

時，我想特別著重在「快樂省錢」這

一點上。畢竟過去所陪伴的新人當

中，不乏因為「省錢」省到不開心，

甚至傷了彼此和氣。

怎麼個「快樂」法呢？就是不妨把

「省下來的一半」撥為「娛樂預算」

吧！

如同存錢要有紀律，省錢也要有紀

律，需要為食衣住行育樂⋯等族繁不

及備載的花費項目編列「預算」。並

且定期 ( 例如一週一次 ) 追蹤核對，

看看目前自己的家庭在各個項目是否

有符合預算，或是錢花得太多太快

了，那就需要節制一點。

但為了增加我們省錢的動力和誘因，

若是在花錢上太過於侷限、或對自己

與家人造成壓力，反而可惜。因此在

訂定各花費項目的「預算」之後，只

要這個月花的比預算還要少，那差額

的一半就拿去犒賞自己和家人吧！

舉例來說，假若一個月的餐飲費預

算為 10,000 元，而這個月省吃儉用

只花了 8,000 元的餐飲費。那省下來

的 2,000 元就分為兩筆，其中一半

的 1,000 元真的拿去存起來，這樣才

能起到省錢、存錢之效；而另一半的

1,000 元，就編入「娛樂預算」拿來

好好犒賞自己與家人吧！

如此長久下來，能夠讓自己和另一半

透過「慶祝」加強對於成功經驗的正

向感受，也因為有用「娛樂」來善待

彼此的內心，不僅不傷和氣，更有助

於兩人攜手邁向家庭財務發展的中長

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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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篇】

經營一個家，不只出錢、也需要出

力。因此「家務」亦是在成立婚姻家

庭的過程中，值得討論的重要課題。

而且維持一個家的整齊清潔，不僅有

助於家人彼此健康，也能夠讓身心舒

暢。

因此，【家務篇】會進一步聊聊，如

何討論分工？如何收納？

一、分工架構

　上表所列的，只是家務項目當中的

九牛一毛，也因為每個家庭的生活習

慣、價值觀、原生家庭的影響也有所

不同，因此請讀者們在閱讀後，可以

用以下的步驟與架構延伸發展，並與

另一半討論：

(1) 列出兩人想到的所有家務：如同

上表，目的是整體性的盤點，也能夠

作為家務分工討論的基礎。並在每個

項目後面都給予「父母欄」、「常做

欄」、「意願欄」。

(2) 針對每個家務項目填寫 / 勾

選：

・ 父 母 欄：「 家 務

分工」或多或少

會受到我們原

生家庭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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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方式影響。因此請回想各該家務在

自己兒童時期，是比較多由父親或母

親比來執行 ( 或是都有均衡 )，並在

該欄為寫上「父」、「母」或「都有」。

如此可以知道彼此原生家庭帶來的影

響，並可以進一步討論要延續這樣的

分工，或是想要做不同的調整。

・常做欄：若您過往比較常做某些家

務，就直接在各該項目打勾即可。勾

選這一欄，表示對該項家務有經驗、

有能力。

・意願欄：不論原生家庭當中是誰做，

或是否有經驗，只要「願意做」就可

以打勾。

(3) 分工方式

・先看彼此在哪些家務項目上有勾選

【意願欄】，並依照彼此意願做初步

分工。就算沒有經驗也無妨，因為

「意願是優先於能力的，只要願意，

能力是可以逐步培養的」。

・次之，可以看【常做欄】勾選的情

況，來做第二輪分工。對特定家務較

有經驗、能力者，可以分享執行的竅

門與方法，讓彼此的經驗和能力都能

齊頭並進，同時也可以安排輪流分

工。

・【父母欄】單純是幫助兩人在家務

上能夠更加同理彼此的需要或挑戰，

並非一定要依照原生家庭的分工方式

來執行。

・最後仍有一些家務沒有辦法妥善分

工，除了輪流外，也可以思考「外包」

的可能性：不論是外包給機器 ( 例如

洗碗機、烘衣機、掃地機 )，或是專

業人士，都是可以考慮的選項。

二、收納原則

只要平常有妥善收納，就能讓身心舒

暢，家務進行起來也會更得心應手。

邀請您一起來了解以下的收納原則：

(1) 物有定位：家中每個物品都值得

有一個固定的「家」，小至每天回家

會從口袋拿出來的鑰匙、錢包，大至

中大型家具。為每個物品都安排「固

定的擺放空間」，除了需要的時候好

找，更能夠確保家裡的物品不會無止

盡的累積與擴增。此外，還有些小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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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像是低重高輕：重的物品放比較

下面、輕的則可以放高一點。這樣不

論擺放 / 取用物品時，身體比較不會

受傷，若真的有地震時，也能夠有效

減少損害。

(2) 位有定量：每個位置能擺放東西

的數量是有上限的，並且需要善用。

因此更值得善用垂直空間 ( 例如：善

用層架向上發展，或是用分隔箱有效

分類 )。有些物品，甚至可以用數位

珍藏，透過相機、掃描保存起來，節

省空間、更避開了潮濕蟲蛀等風險。

(3) 量力而為：家庭財務發展講求「量

入為出」，但在家庭收納反而鼓勵

「入不敷出」，也就是在每一次想要

購入新物品，務必評估家中收納空間

是否足夠。同時更鼓勵可以落實「進

一出一」( 也就是購入一件新物品，

就移出 / 送人 / 汰換一件舊物品 )、

甚至是「進一出二」。這樣長期持續

下來，必能為家中打造良好合宜的生

活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