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首那些年 國民儲蓄運動

回溯學生儲金簿的歷史，要提到

1970 年，當時政府為加強推動儲蓄

運動，通過「加強推動儲蓄方案」，

並且成立「中華民國加強儲蓄推行

委員會」，致力推廣此項方案。

當時的公函洋洋灑灑寫著：「為鼓

勵兒童及青年儲蓄，以培養節儉美

德，由教育部、省教育廳及直轄市

教育局通令各公私立大中小學校，

發動全校踴躍參加儲蓄運動，由郵

局存簿儲金等簡便吸收之，並將此

運動列為重要訓導工作。」

中華郵政配合政府推動國民儲蓄運

動，在全臺各中小學開辦師生儲金，

由老師發給學生一張三折式的儲金

簿紙卡，以人工繕寫存款紀錄及金

額，帶動了學生儲蓄風潮。

1971 年，行政院訂定每年 10 月最

後一週為國民儲蓄週，而該週的星

期六訂為國民儲蓄日，由中華民國

加強儲蓄推行委員會發函，請各級

學校與縣市政府教育局，加強宣導

國民儲蓄週和國民儲蓄日，並舉辦

各項宣導活動，相信不少人都參加

過「儲蓄週作文比賽」、「儲蓄週

演講比賽」吧？這也是宣導工作之

一喔。

六○年代正是臺灣經濟開始萌芽發

展的時期，各項建設都需要龐大資

金，這部分就有賴於國民儲蓄，這

也是為什麼當時政府積極推廣儲蓄

政策、加強國民儲蓄意願的原因。

儲蓄，可是背負著國家發展茁壯的

重要使命呢！

得 力 於 中 華 郵 政 和 各 級 學 校 的

宣 導， 學 生 儲 金 的 成 果 斐 然， 到

了 2004 年達到巔峰，全臺大約有

2,000 多所學校參與儲蓄運動，共計

有 54 萬多戶的師生儲金帳戶，存款

金額高達 18 億元！

懷念的三折頁儲金簿

從 1970 年學生儲金簿誕生迄今，

儲金簿的型式變革不大，過去幾十

年間，手工謄寫的儲金簿一直維持

淺綠色三折紙本的樣式，主圖是戴

著方正學士帽、穿西服的男孩肖像，

直到近幾年才出現最新版本。新版

封面上有手繪熱氣球、太陽、星星

圖騰，充滿現代童真。

近年來儲匯業務電腦化以後，學生

儲金簿也開始有了翻頁紙款式，模

樣接近一般民眾使用的存摺，只是

戶名署名為「同學」，分行名稱是

國小「實習儲金局」。然而，飄著

復古味的舊式戴著方正學士帽的三

折儲金簿，仍舊令人懷念不已，畢

竟這是每個學子都有的共同回憶。 

無論儲金簿多麼復古或多麼新穎，

它背面的精神標語，以及倡導理念

未曾改變：人人儲蓄，富國裕民。

儲蓄不僅是美德，也是國家發展之

本。無論存得多、存得少，也不管

畢業後還有沒有維持儲蓄的好習

慣？這段師生一起儲蓄的回憶依舊

甜美如昔。曾有人在網路上分享小

時候的學生儲金簿，引起五、六年

級生的強烈共鳴，大家紛紛在網路

上發表自己的心得：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每個月都會

被老師強迫儲蓄，當時覺得不能把

錢花掉很討厭，等到快畢業時，學

校幫忙轉存郵局，這才發現我居然

有 800 元！覺得自己很有錢也很高

興。」

「真懷念啊！畢業那天，導師就一

個一個發錢，還記得是用塑膠袋

裝……」

「忘記錢有沒有拿回來！該怎麼

辦？」

「還記得一學年結束，儲金簿可以

結清一次。這時我都會偷偷拿個 10

元、20 元出來，買一大堆平常不能

買的零食。我猜我媽應該有發現儲

金簿裡的錢變少，但也可能覺得花

掉的錢不多，所以就沒扁我，就讓

孩子小小滿足一下也不是什麼壞事

啊……」

學生儲金簿 採訪撰文   陳憶菁

攝影＆圖片提供   陳憶菁、達志影像

問起 五、六年級生的兒時回憶，大家可能馬上想到掌上型電動、尪仔

標、科學小飛俠，甚至連桃太郎或諸葛四郎的畫面都會湧入腦海，

然而，有一樣東西你不會馬上想到，但一經提起，你一定會立刻興奮地點頭稱是：

「對！對！對！我小時候也有！」那就是——學生儲金簿！

想起來了嗎？每個星期的某一天，你會帶著學生專用的儲金簿，緊握著好不容

易省下的 1 元、5 元硬幣，到老師那裡登記存款的數字。在等待登記的時候，你

會看到其他同學或拎著一袋銅板，或捏著紙鈔，眼中懷著期待，臉上帶著雀躍，

一點一滴用數字填滿儲金簿的空格。當時，有些人天真地想成為大富翁，有些

人單純覺得好玩，有的同學還會互拼存款數字。在那個經濟發展尚未起飛的年

代，10 元就能開戶，存款不限金額，3 元、5 元都能存款的學生儲金簿，教給

我們積少成多的不變真理，也帶來了逐夢踏實的無窮希望。

五、六年級生的回憶

Classical懷舊櫥窗

生活中隨手可得的零錢是不是一不小心就花掉了？幫孩子辦一本學生儲金簿，讓孩子感受積沙成塔的快樂。

每週由學校的經辦人員在三折頁的儲金簿裡手寫填上存款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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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al懷舊櫥窗

學生儲金簿 現正使用中

網路上針對復古版學生儲金簿展開

熱烈討論的同時，也有人半開玩笑的

表示，自己絕對不會承認國小時有存

過，深怕承認有過學生儲金簿，就洩

露了年齡。

其實不會！因為學生儲金並不像尪

仔標、科學小飛俠一樣，時間一久，

就被淹沒光陰的洪流裡。現在的學

童依然能辦學生儲金簿呢！「每週存

款 」的好習慣依然熱熱鬧鬧地在各

級學校上演。

目 前 全 臺 的 師 生 儲 金 戶 還 有

467,834 戶，只不過，現在每個學

校依各自的政策，辦理的細節也有

些不同。有的學校每天都能存款，

有的則選在每週固定日進行。有些

學生存款比例比較高的學校、例如

臺北市的福安國中及三民國小，光

是一個上午，可能就有超過一百名

的學生去存款，排隊儲金的熱絡盛

況，媲美真實社會中的金融機構。

對小朋友來說，無論存款金額的大

小，儲蓄，就像是理財的小習作，

養成只要手邊有一點小錢就拿去存，

不但是良好的習慣，也能自小深耕

理財好觀念。許多家長都表示，教

導小朋友學習觀察儲金簿裡的收支

狀況，利息的產生原因、結餘欄位

的變化等，可以更瞭解「理財」是

怎麼一回事，自然而然培養出良好

且正確的金融觀，也可以藉此造就

出孩子獨立思考，及對人生有長遠

規劃的能力，一舉數得。

Q：		畢業時，學生儲金簿的儲
金可轉到一般帳戶嗎？

A：	可以。

可以有兩種延續的方式，一是在離開

學校前，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下，開立

一般郵局的非通儲戶，將學生儲金簿

的結餘金額轉存到此帳戶（不過，非

通儲戶只限與開戶的支局往來，也無

法申請金融卡）。二是如果學生已經

有儲金帳戶，則可直接把學生儲金簿

裡的錢，轉換至一般儲金帳戶。

學生儲金簿在畢業後該如何處置？以下列出收集幾個最常見
的問題，提供解答。

Q：		有開過學生儲金戶頭的五、六級生，現在還可以提領嗎？

A：	可以。

只要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回到原學校實習儲金局，就可以結清學生儲金

簿的帳戶。

Q：		年代久遠，我的學生儲金簿已經找不到了，也可以領嗎？

A：	可以。

不論是在學學生或已畢業的學生，如果找不到儲金簿，都可到原學校實

習儲金局填寫「儲金簿掛失止付申請書」，就可以免補發儲金簿，結清

帳目。但是要注意的是，必須提出能確認本人身分的證件與當時申請所

使用之印鑑。

學生儲金簿的提領

2

3

1

存款不限金額，讓小朋友們樂於儲蓄，並享受累積

財富的成就感。

最新版的學生儲金簿，左為電腦撥接式存摺，右為

手寫式三折頁儲金簿。

2

3

現在通行中的舊版電腦撥接式學生儲金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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