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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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岳龍 服務單位 本國民營銀行 

學  歷 碩士 就讀科系 元智大學管理研究所 

未來願景 財務自由的投資人 

 

踏入職場以來一直在法人金融領域，企業營運分析是工作的重心，為整合工

作所學，提昇專業能力，在 94 年 10 月即以取得證券分析師證照為未來目標。本

人一開始是以其他補習班的函授教材為主，然教材內容繁多，曾花不少時間完整

閱聽證券法規及投資學教材；然 95 年第一、三季成績仍慘不忍睹，而後因工作

異動，讓本人不得不暫緩考試的準備，然證券分析師的目標，卻未曾改變過。 

 

97 年 6 月底，金融風暴使工作負荷量稍較過去緩和，且考試也改採科別及

格制，對本人而言，無非是一個捲土重來的機會。經過審慎評估且痛定思痛檢討

過去的準備方式後，我決定選擇金證照，重拾書本再向目標邁進。97 年 7 月初

報名後即進入備考狀態，8 月開始參加課程，第三季考試即通過投資及會計學，

第四季又順利通過法規及總經，在約 5 個月的時間能夠成就多年期望的目標，金

證照教師群的努力功不可沒。十分感謝金證照給本人這個機會分享準備心得，因

每位同學的學習特質有所不同，就請各位依實需斟酌參考，希對大家有所幫助： 

 

一、以通過最難科目為優先目標 

在科別及格制中，兩年內取得四科合格的時間起算點為取得第一科合格起，

為避免簡單科目通過後，困難的科目遲未通過而超過兩年時效，本人選擇先準備

較不擅長的投資及會計學，若先突破較難的科目，後面考試的準備較無時間壓力。 

 

二、把握零碎時間，慎選讀書環境，保持最佳精神狀態 

與其他金融業的同學一樣，除了白天上班時間外，晚上加班是常見的。因此，

在有限時間裡，發揮最高的學習效率相當重要。為爭取零碎時間，通勤在捷運上

唸書是不錯的選擇，閱讀的內容可選擇非計算類型、敘述性、觀念型的內容，雖

每天利用此時段的閱讀份量有限，然日積月累的成果是可觀的。另外，好的讀書

環境以及精神狀態是提昇學習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平日不加班的晚間，本人選擇

了大學母校的圖書館，學弟、妹認真唸書的氣氛，很難讓身為學長的自己因白天

工作的疲憊而鬆懈下來。若實在是太累了，也可別勉強撐著，畢竟在疲憊的狀態

下唸書，較低的學習效率，反而浪費寶貴時間。 

 



三、把握講義及題庫，培養基本應戰實力 

證券分析師考試，並非是要大家拿 100 分或是榜首，而是取得 60 分的門票。

部分科目如投資學，所涵蓋範圍已難以掌握，要唸到所有內容無非是緣木求魚，

因此，本人選擇的是金證照老師針對證券分析師考試的題向，去蕪存菁精心編寫

的講義為最重要主軸，對自己的要求是，儘可能讀通講義的所有內容，不要留下

任何問題，反覆推敲演練講義不熟悉的部分。另外就是證基會的題庫一定要練

習。其實講義及題庫全部唸到通透，已經要投入相當多的時間，畢竟這是科別及

格制的考試，如果講義及題庫已經準備相當完全，但若真遇到講義都沒有提到的

考試，也不要過於氣餒，每一次考試都維持基本的應戰實力，相信在一年至少 4

次的考試中，會有一次讓您通過的。 

 

四、關於投資學 

這一科是我的最弱項，但也是與 95 年考試相較進步最多的一科，能在短短

一個月成績突飛猛進，這要感謝 Steven 老師的細心教導以及極具巧思編寫的講

義，讓我一次越過最難的關卡，更有信心準備未來的考試。在擬定準備策略上，

我以 Steven 老師的講義為閱讀主軸，並將重要的觀念比較彙整，並演練 95、96、

97 年歷屆試題與證基會新版題庫，如遇尚待釐清的觀念，我會參考謝劍平教授

的現代投資學或是直接請教 Steven 老師，以解除心中的疑惑。因為 Steven 老師

已將廣泛的投資學濃縮成 4 天的課程，再加上過去所學基礎較為薄弱，所以每周

除了複習前一周的內容外，並針對重要且過去學生時代並不熟悉的債券、期貨、

選擇權章節先做預習，如此才可順利跟上老師的進度。相當建議非財金系所背景

的同學，在上 Steven 老師的課程前，務必要先預習，可避免上課因某一觀念不

熟悉而影響後續課程的吸收品質。 

 

五、關於會計及財務分析 

97 年 7 月報名時，感謝金證照貼心地提供海倫老師 97 年第二季的課程講

義，讓我有預習的機會。海倫老師編寫講義十分用心，在有限篇幅中，嚴謹的圖

表說明，使我雖未親臨教學，也能在短時間內吸收解題精髓及課程精神，具備基

本應考能力。另外，海倫老師於各章末習題提供詳盡的解答，讓我在沒有老師的

講解下，也可心領神會。雖個人未完整參與 97 年 10 月李錡老師的教學，但相信

金證照老師的水準應不致差距太遠。 

原本在 97 年第 3 季的考試，全部的重心都放在投資學，會計學僅憑藉著 7

月的學習記憶就上考場了，所能掌握的僅是細讀老師的講義，親手演算所有講義

的習題，並將重要題型另做筆記、整理解題步驟，不懂的地方再參考鄭丁旺教授

的中會而已，沒想到考試時多數選擇題是 7 月念到的觀念，意外地通過這一科。

這也印證了前幾屆過關前輩的經驗，不要放棄每一次的考試，熟讀金證照的講義

以及勤作題目，遇到較為簡單的試卷，就會有通過的機會。 

 



六、關於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 

因法規經常更新，建議上完課後最近一次考試就通過，可減少更新資訊的時

間。這一科雖是背多分，然因申論題的題向多變且難以捉摸，投資報酬率較低，

建議花七成以上(等同考試配分)的力氣準備選擇題。很多人面對多如牛毛的法規

感到力不從心，以下是我的準備方式供各位參考： 

1.第一階段 

課程結束後，按部就班將黃驥老師精心歸納的講義逐字閱讀，本階段目

標是先求對法規精神的了解，並不要求第一次就背起來。此時頇配合法規原

文交互參照，建立自身的知識架構體系，另可針對重要名詞定義及相對應的

法條編號，如投信、投顧、全權委託、公開收購…等，先建立筆記，在未來

回答申論題時，可藉此表現一定的專業度。 

2.第二階段 

經過地毯式的閱讀後，在尚未將講義內容記在腦海裡時，即先開始演練

證基會 600 題題庫以及近三年歷屆試題。此時，除會有很多不熟悉或不會答

的考題，需要交互參照講義及法規原文以提昇對法規的熟悉度(就等於再將

講義唸一次)外，也會發現講義沒有提到，但證基會 600 題題庫有出現的冷

門題目，畢竟題庫是出題的依據，這部份也不能輕忽。此外，金額、百分比、

時間、行為態樣相似但相異的考題，可另行整理筆記以釐清觀念，並於講義

及題號加註記號，在最後總複習時，將題庫、歷屆試題依記號加註次數以及

熟悉度，分別用紅(最重要)、黃(不熟悉)、綠(已熟悉)的螢光筆標註，以便快

速翻閱，考試前僅頇看紅、黃色的部分即可。 

3.第三階段 

因對講義內容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此時需開始更新法規內容，同學可

在金管會的法令查詢系統(http://www.selaw.com.tw/new.asp)擷取近期更新法

條，本人作法是將法條複製在 word 檔，而在閱讀的同時，可模仿黃驥老師

整理講義的架構，自行編輯出適合自己閱讀的表格，複習時會相對輕鬆許多。 

4.最後階段 

除將筆記以及重點標記的講義題庫內容重新複習外，可花一段時間研究

申論題，其實，黃驥老師在每一次課堂小考解答的申論題答題範例及用詞方

式可多參考，對申論題答題技巧有一定的幫助。 

如此的準備方式，在 97 年第四季的考試，因有相當多題目出自證基會的題

庫以及歷屆試題，最後選擇題即拿到 60 分，申論題就靠過去複習講義及整理筆

記的記憶盡情發揮了。 

 

能拿到這得來不易的證券分析師證照，除了要感謝金證照教師群的細心指導

外，我也要在此感謝家人的支持、包容與鼓勵。最後，也勉勵未來以取得證券分

析師證照為目標的同學，人生有夢，築夢踏實，只要相信你自己，夢想就一定能

實現，祝福各位同學早日金榜題名！ 

http://www.selaw.com.tw/new.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