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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 過關心得---決勝四大關鍵】／王泰竣, CSIA, CFP 
 
關鍵一：考試前的心路歷程與方向之確立 
 
  參加 CFP 測驗者大多數為就業人士，除了工作壓力外，有些還得照顧家庭，

蠟蠋兩頭燒下，還得騰出時間精神來準備證照測驗，堅強的決心、毅力是必備的。

特別是 CFP 這種國際性證照，考試範圍廣，還得參加規定時數的課程（240 小

時），又沒有考古題可作的測驗。要能有好的考試表現，必然得做好將會有很多

犧牲的心理準備。先就個人的心路歷程與大家分享。 
 
  西元 2004 年中，本人當時正在一外商保險公司服務，公司相當鼓勵員工取

得專業證照。部屬中有人取得美國 CFP，從他身上散發出來的自信，激勵了我取

得這張證照的企圖心。心動就馬上行動，開始搜集考試資料評估，發現總共考六

個模組，每個模組都需要取得規定上課時數，才能報考。考取的時間快者一年，

慢者三年，也有可能更久，費用新台幣十萬元以上。效益？一張國際證照？可以

遊走各國？公司會加薪？升官？冷靜想了一下，付出是確定的，收穫卻是個未知

數。這樣的投資計劃，怎麼算都是划不來，NPV 絕對是負的！打退堂鼓好了。

再翻一翻相關規定，唷！有專業證照可以抵免上課模組，想想我還不少的證照，

人身保代、高業、期貨…等十餘張，終於可以把證照價值數字化了，算一算可以

抵免的還真是少，省下的上課學費只有區區幾萬塊，又是一個重重的打擊！ 
 
  但是商學博士學位、精算師、會計師、律師、CFA、證券分析師等專業人士

可以抵免前五個模組，直接報考模組六最後一關，但是模組六的範圍卻是包涵前

五個模組，再以個案方式出題。就算先取得前述專業證照，再直接報考模六，自

己可以應付嗎？想想自己曾在保險公司、證券商、會計師事務所任職過，對保險、

投資、理財、退休及稅務等理論與實務均有相當程度的瞭解，所以 CFP 的五個

模組應該不陌生。就算沒上課，自己讀，應該綽綽有餘，難不倒吧。台灣證券分

析師應該對我這個唸財金所的、又在證券商服務過的可能比較容易取得吧。所以

就確立先取得分析師再考 CFP 的策略。結果 2006 年三月取得分析師、2006 年九

月就取得了 CFP。如果時間及金錢允許的話，個人建議從模一開始過關斬將，這

樣會比較扎實，將來應付模六也會比較得心應手。方向確立了，決心也下了，接

下來就是如何準備了。 
 
關鍵二：充電之路 
（一）工具書： 
  上課費用已包含教材，不過，如果還是需要選購其他參考書，台北金融發展

基金會、宏典文化、金融研訓院、保發中心都有出版 CFP 相關參考用書。另外

金證照公司 CFP 通關寶典，也是許多人推薦的最佳考前過關用書。此外，證券

分析師、證券商高業、壽險人員、投資型保單及其他高考相關考古題，倒是可以

用來作試題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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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準備： 
  由於每一個模組的範圍都很廣，建議考生除了上課之外，一定要自己整理一

份目錄大綱，再將每一議題輔以樹狀圖勾勒出彼此之關係，另以條列式表現彼此

間之異同點。針對涵蓋法規與實務計算題的模組（租稅、退休與員工福利等），

個人建議從網路上搜尋實際案例及相關法規之解釋，來強化對法規的理解及運

用，才能事半功倍，畢竟 CFP 是強調理論與實務，非以考倒考生為榮的證照，

太過於冷門的議題，所佔比重較低，而且直接讀法條，除了多外，往往無法靈活

運用。在研讀的過程中，只要跟法規有關的，最好註記法條數及頁數。如此可以

加深印象，並能減少復習時搜尋法規的時間。至於什麼時間、地點唸書，就因人

而異了。只要讓自己可以靜下心來讀書，提升讀書效率，都是好的時間、場所。 
 
  最後，挑選 CFP 協會認可且功能最多的財務計算機並且熟悉使用它，平時

多加練習，找出最適方法，不要照著教科書上的來計算，因為教科書上，通常是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適合只能用簡易型的計算機，針對 CFP 考試，只要在財務

計算機輸入幾個參數，就可以得到答案，節省非常多的時間，在試場上，能為自

己爭取更多的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關鍵三：如何置身於試場？ 
 
  在試場作答時，堅持是非常重要的，因為 CFP 的錄取標準是依據 IRT θ值，

不是錄取高於標準及格分數的傳統方式。因此，自己不會的題目，別人也不一定

就會，一定要堅持下去，不要考完第一節後就放棄了。 
 
  CFP 之試題答案雖然是單選，實際上有很多題目的型態是複選題，所以針對

沒把握的答案，可用刪除法，把不可能的先刪除，剩下來再跟答案比對，挑出最

有可能的答案。 
 
  跟一般金融證照考試比較不同的是模組六，以四至五個綜合個案方式出題，

分上下午，共 120 題，針對個案型的題目，很多人建議先看試題再看本文。個人

也贊同，但是如果自己閱讀速度可以的話，那我倒建議先快速瀏覽本文，先了解

這個個案的重點方向是什麼，再快速看試題問什麼，由於有些試題是考基本觀

念，可以直接作答，跟本文案例不見得有絕對關係。之後再回覽本文，將與試題

有關的部份註記起來，再行一一作答。對於無法馬上算出或耗時的計算題，要先

跳過，會的題目先作，不會的先猜，並且於題數前作記號，答案卡就是不要空白，

畢竟沒倒扣，猜對一題是一題。等有時間再回來檢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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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四：溫故知新 
 
  雖然小考小玩、大考大玩，好不容易考完了，可以慰勞一下自己。不過，個

人倒是建議，剛考完後，最好評估一下自己精神與體力狀況，如果 OK，找個地

方，回想一下並且記下當天的考試內容，除了核對答案外，加深印象，最重要的

是，這是很寶貴的考古題，不論是這一次自己有沒有過關，都是自己或親朋好友

以後的準備重點。 
 
  最後，預祝所有對理財有興趣的朋友，都能順利進入 CFP 的殿堂，成為專

業且自律甚高的理財顧問，為台灣的理財事業盡一份有紀律的力量。 
 
                     王泰竣 民國 97 年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