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證照學員通過 2009 年 3 月 CSIA 的過關心得 

姓名 杜小姐 服務單位 某金控銀行 

學歷 專科 就讀科系 國際貿易 

未來願景 升等 

 

因為家庭因素，專科畢業便無法選擇繼續升學，正決定是否加入航空業時，巧遇貴

人指點，遂轉而參加銀行考試，報名人數共 3000 人，只錄取 13 人，當時考上現任

職之銀行，為自己的人生添了許多光采。 

 

就業幾年後發現學歷的重要，也曾參與進修，後因結婚生子而中斷，然證照在銀行

業這些年轉型之後更顯重要，於是選擇先考證照，這幾年陸續取得證照十多張，不

只為了內部升等的加分，更為了充實自己。於民國 97 年初決定考分析師時，便設定

在一年內要取得合格證照，提升自己在職場上的價值與競爭力。 

 

97 年 1 月我把自己覺得最易掌握的科目-- 法規，先自網路下載法條，搭配市售參考

書，K 書一個多月，順利的在 97 年 1Q 通過了第一科的考試。 

 

之後我翻閱書店的投資學、會計、經濟科目，發現因為脫離校園太久，公式與理論

早已忘得一乾二淨，全部都得重頭來過，且靠自己不夠堅強的耐力與毅力要在設定

的時間內取得證照，必然是一條漫長艱辛的道路，於是上網找補習班，強迫自己利

用假日時間上課，平日晚上再抽空上圖書館Ｋ書，網路搜尋多方比較之後，發現符

合本人時間規劃及交通方便的只有金證照，於是便報名了考前說明會，且在會後隨

即預付訂金享受即刻的優惠待遇。 

 

上補習班最大的好處是老師會將重點歸納在上課講義中，比起自己 K 書省時也省力

許多，另外每堂課的課前小考，也是衡量自己對上一堂課的吸收程度，警惕自己落

實課後的複習，研讀時間是否充足。97 年 2Q 是令人沮喪的一次考試，因為沒有通

過任一科，經反省檢討發現，係因未能熟練證基會的題庫，以致未拿到基本分數，

是一大敗筆。 

 

後來在 97 年 3Q 通過經濟與會計，97 年 4Q 的投資學全國只考取 6 人，可惜我不在

6 人名單裡，雖然至 98 年 1Q 才通過最後一科-投資學，但現任職銀行新制 98 年起

證券分析師已不再適用晉升一等，雖然很懊悔自己沒能早一些開始準備，但是分析

師證照的價值相信它依然存在。 



 

既然選擇上補習班，課堂上專注是一定要的，平日晚上抽空唸書也是必要的，有時

先生加班無法代為接送小孩，我當天就無法唸書，也由於先生儘可能的配合，我才

能因此有較多的時間花在書本上，如期的拿到證照。另外，證期會出的題庫與歷屆

考題也會在每一次的考試中重覆出現，因為申論題分數不易掌握，選擇題每一題的

拿分便成了考取的關鍵，記得在某課堂上老師說過，我們一定要有破釡沈舟的決心，

〝考過不可〞的意念，那你就一定會考過。 

 

我在每一次考完試後不論考得好壞與否，都會給自己至少半個月到一個月的放空休

息（當然是課堂結束的狀況），這是我自己的方式，因為工作的壓力，晚上 K 書，

假日上補習班或上圖書館，仰賴先生體恤，時有幫忙照顧家裡與小孩，並經自己不

斷調適心態，苦撐過那段曾自嘲為黑暗期的日子。 

 

除了法規一科我有另外購買市售參考書研讀，其他三科，我只用上課的講義加證基

會的題庫，沒再另買參考書，尤其是自己覺得最弱的投資學，我循環聽課 3 次共 12

堂，是我花最多時間及努力的一科，所以講義加題庫兩者都要能熟練，上課不能遲

到或打瞌睡，否則漏聽的重點，說不定就會是下次的考題囉！ 

 

以上與考友們分享我自己的考試心路歷程，考試沒有特別的方法，就是花時間用功，

而且不懂的一定要問到懂，雖然說考運重要，但也只佔三分，七分仍決定於自己下

的努力功夫，當實力滿分時，證照就是一定你的。 

 

藉此發表感言區，感謝金證照諸位教職員的耐心指導與辛勞，謝謝您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