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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下一代建立良好儲蓄及投資習慣 

社會不斷進步，生活水平持續提升，時代變遷，但不變的是父母總會非常關心孩子的成長及發

展。根據 Visa 2019年的調查，香港家長因為擔心孩子的理財能力而願意為他們提供經濟支援，

表一是受訪家長最願意資助子女的財政項目。 

受訪家長願意負擔項目 百分比 

進修學習 42% 

物業首期 37% 

購買物業 28% 

你有否類似意願呢？為子女著想是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家庭中任何一個理財決定都會影響其他

財政安排，所以要考慮清楚每個決定的後果。 

過去十多年我曾經為數以百計個人或其家庭進行理財咨詢及規劃，而最近我為一對在中學任教

的夫婦進行理財規劃，他們二人每月家庭入息共約 13 萬港元，並和一個年近 30 歲的兒子同

住。由於他們感覺孩子並沒有為自己的將來作出任何打算，所以提出可以為他支付首期購買物

業，希望他可以快些獨立及成家立室。一般情況下，相信子女不會拒絕父母這份好意，但他們

的兒子卻不是這樣打算，因為他想到，就算父母可以為他支付首期，他都沒有信心能夠每月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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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支付按揭還款，加上在家有人照顧生活起居，為何要如此辛苦呢？所以他決定拒絕父母的建

議，繼續維持現時沒有負擔的生活模式，父母也只可無奈地接受。 

在 2018 年，每 10 個香港青少年便有 6 個是「月光族」，即是每月都將手上的錢花光而沒有

任何儲蓄的人。這現象反映了有些香港年青人理財不善的問題很早便已經出現，到將來進入社

會工作後是否會有所改善呢？ 

《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發表的【香港金融理財知識和能力研究 2019】指出年青人的理

財行為令人擔心，受訪的在職青年人中，大約每三個才有一個是每月都有儲蓄的習慣。 

 

資料來源：投委會 香港金融理財知識和能力研究 2019 

 

 

資料來源：投委會 香港金融理財知識和能力研究 2019 

  

今天觀察到的青年人理財習慣及知識不足問題必須盡快正視，趁子女年輕有時間，尚可改進時

便要開始行動，否則將來只會令家長們更加擔心，甚至到子女成年後隨時亦要繼續照顧，這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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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衍生出現時令人煩惱的「啃老族」。 

 

「啃老族」是一群已成年的子女，雖然已經完成學業及擁有謀生能力，卻仍然閒賦在家或是長

期依靠父母供養及照顧。當這種狀況維持時間越長，孩子將會更難有動力改變，欠缺自理能力

下，將來必然成為年長父母的負擔，而他們自己亦會面對不少心理及社會壓力，所以父母們應

把握時間，不要有問題發生時才處理，因延遲處理問題只會是被迫補救，效果難以理想。 

孩子在不同階段需要灌輸的儲蓄及投資概念都有分別，如果仍然是在中學或以下的求學階段，

父母應該從管理零用錢及其他非經常性收益著手，例如利是錢和長輩給與的金錢等。通常我會

用 CASE策略來說明四種儲蓄金錢的方向，CASE是由四個英文字第一個字母組成。 

Strategy of CASE 策略 

Charity (慈善捐款) 做善事，學習對社會要有貢獻 

Accumulation (長期累積) 
學習設定長期目標及為達成目標而累積財富，可考慮儲蓄保單

及其他較進取理財產品 

Savings (中期儲蓄) 
透過設定中期儲蓄計劃而學習延遲消費，可考慮 10年內到期的

儲蓄計劃 

Entertainment (娛樂消費) 為娛樂消費而儲蓄，主要是學習管理支出 

 

如何分配資金在四方面可以有彈性，但不能夠大部份集中在娛樂消費，平均分配四方面也是可

以的。至於在大學階段有兼職及已開始有工作及入息的年青子女，可以考慮運用以下不同的法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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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30:20法則 - 將每月稅後入息分為三部份，50%用於必需支出，例如衣食住行，30%用

在想要部份，例如一些娛樂支出，而餘下的 20%便用作儲蓄或投資。 

2. 70:20:10法則 - 另外亦可考慮將不多於 70%稅後入息用作日常支出，20%用作儲蓄或投資，

而餘下 10%則用作對社會負責的捐獻。 

3. 無論如何分配資金，之前必需保存等同於三至六個月日常支出的存款作為應急錢，再加上

適當的 人壽，醫療及危疾保障，扣除這筆資金後，運用 100法則來投資。 

4. 100法則 - 將可投資資金分為兩部份，用 100減去你歲數的差額便是能夠投放在較進取資

產的 資金比例，而投放在較穩陣理財工具的資金佔的比例便是你的歲數的數值，可考慮的

資產包括債券，年金及儲蓄保單等。 

 

父母是孩子最好及最重要的啟蒙者，所以要做好榜樣，要求孩子建立好的儲蓄及投資習慣時，

自己也要做到。只要一家人共同努力，大家的未來人生會更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