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證照學員民國 97 年 12 月考取證券分析師(CSIA)的過關心得 

姓名 賴明儀 先生 服務單位 兆豐證券 

學歷 國立台北大學 就讀科系 合作經濟系 

未來願景 基金經理人或丟筆的老師 

 

 

  很高興能在去年的九月、十二月分析師考試中順利過關，首先真的要特別

感謝金證照的各位老師，及各位一起鼓勵打氣的夥伴。在去年 7 月決定投入這

個考試前，曾經在自修與上補習班之間猶豫良久，畢竟這個考試的範圍十分廣

大，一時真不知從何準備起；而在考量時間成本下，選擇了金證照，且在授課

老師細心認真的解說和整理下，不僅有效率的歸納出重點，也幫助我很快的進

入狀況。 

 

  以下就各科的準備過程提供一點個人的心得，希望大家能一起加油： 

（我所選擇的方式是先投資學、會計；再經濟學跟法規） 

 

一、投資學： 

  這一科其實題目的難易度變化最大（幾乎要看主管機關的心態），Steven 老

師所講授的講義內容，我認為除了熟讀之外，一定要理解原由並多做練習，有

幾類題目近來很愛考，投資組合、CAPM、高登模型、債券評價，以及近來很

夯的債券違約及衍生性商品，這些是基本必須掌握的，也盡可能要在選擇題部

份拿高分；而申論題的重點，其實並不需要長篇大論，只要適當的寫出公式，

點出你的重點觀念，通常就會有不錯的分數！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 

  這一科我花了最多時間，提到會計，就要特別感謝海倫老師，我大學時代

學的會計幾乎全部忘光，算是從頭開始學習這門學問。由於會計內容很多，老

師上課的速度很快，所以盡可能在課後多複習會計的題目，海倫老師所整理的

重點非常清楚，所以只要把觀念釐清，這一科是可以靠著多做題目取勝的，遇

有不懂的問題需要多多請教老師或是相關工作的朋友，可以大大縮減準備的時

間。會計的範圍大致上是初會、中會，頂多考到順逆流（高會即使考，亦不可能

太多），所以勤加練習考古題，並注意工商或經濟所刊的新公報修正，這科並不

是想像中那麼困難。 



 

三、經濟學： 

  這也是我還給大學老師次多的一科，經濟學的題目變化有時也很難捉摸，

特別是如果考很多諾貝爾得主或是經濟史這類的題目，真的常令人噴飯，但是

像是凱因斯及古典模型的比較、乘數效果、IS-LM-BP、貨幣理論幾乎是必考

題，因此準備過程中一定要多畫圖，並試著把模型的假設及結論都寫出來，掌

握這幾個大要點，著重理解，特別是凱因斯與古典之間的比較，一定要兩種都

會，這樣申論題時，才能應題目要求繪圖，寫出閱券老師所希望看到的答案。 

 

四、證券法規： 

  法規這科就沒有太多的技巧了，黃老師所編寫的講義非常完整，把上課重

點記一下，多比較各種圖表，應該不是太難。範圍主要圍繞在公司法、證交

法、投信投顧法、近來特別側重內線交易及短線交易，以報酬率來說，公司法

及證交法的比重偏高，可多朝這兩個方向努力拿分。申論題的部份，老實說我

實在沒辦法記住第幾條第幾款，所以就是盡可能把結論闡述清楚，特別要注意

的是，法規有非常多的”例外”條款，這是很多考題的來源。 

 

  另外，雖然這四科考試，選擇題的拿分是重點（50 分是最低保險分），但

是申論題也不是那麼不值錢，所以在考試的時間安排上，盡可能用 40 分鐘的時

間完成選擇題，申論題留 30 分鐘，剩下的 20 分鐘再回頭來檢查。 

 

  以上是個人準備過程中的一點心得，希望能對各位有些助益，也敬祝各位

考生考運亨通，一戰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