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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執行力 

一開始我就抱定要一次考上的決心來規畫這次的分析師考試，所以我訂的策略是

四科全念，但是身邊沒有人這樣做，認為這樣風險太大，很可能四科全部高分落

榜，所以幾乎所有人都是一次準備一科或兩科。但是在我看過過去兩年的考古題

之後，發現一次只念一兩科的過關機率其實比一次念四科的機率還低！理由很簡

單，分析師考題的慣性是每次考試不會四科全部都出很艱難，一定會有兩科較艱

難（只靠基本觀念是無法過關）、另外兩科教容易（只要基本的教材有念過就一

定會過關），所以我只要四科都念至少就可以輕鬆拿下兩科，至於那些只念一或

兩科的人，萬一運氣不好選到該次考試較艱難的科目做準備，很可能三個月的苦

讀就付諸流水；當然也有人會說那第一科就選最容易的法規開始準備就一定會

過，這種做法看似正確，其實是大錯特錯。如果是一次只念一科的人應該是從最

不容易過關的科目開始準備，通常是會計這科，因為只要你一旦有任何一科過關

後，兩年的保固期就開始倒數，如果你是過了你認為最難的科目才開始倒數，剩

下來的科目是越來越容易；反之，如果先過了一科最簡單的科目就開始進入時間

倒數的壓力，而且剩下三科的難度卻越來越高，所以先準備最難的那科做為自己

下定決心的宣示！ 

 

適合自己的策略訂好之後，最後只剩下執行力而已。至於讀書方法有幾點建議：

頭腦清楚時念會計、瑣碎的時間背法規、依此類推。一開始（前期）念的量不要

太多，慢慢加重，但份量最重的時候並不是在考前兩周（後期），而是中期（扣

掉前期和後期剩下的所有時間），這個時候要火力全開。 

 

關於金證照會計的李錡老師，其實我個人是蠻推崇他。乍看之下會覺得他解題超

慢，都沒有速算法，所有解題都是從觀念慢慢推敲，剛開始確實很沒有效益，但

是其實這樣的訓練方法卻是在考場上對於新題型最正確的解題方式。 

至於用了上述方式，本人還算幸運的第一次考試（98 年 Q2）過了三科，考了兩

次就全部通過。最後還要提醒一點，六百題的題庫一定要完全搞懂並熟記答案，

這樣可以節省時間去解其他新題型。以會計為例，二十八題的選擇題，十一題考

古題兩分鐘內要全部正確應答完畢，剩下十七題選擇每題有兩分半鐘，至於三題



計算題每題則有十五分鐘解題。配分規劃是選擇題七十分至少要拿五十分、計算

題三十分至少拿十分；也就是說選擇題扣掉十一題的送分後，十七題新題型只要

答對率有百分之五十即可（九題），其實並不難，至於計算題至少要把握一題，

這樣過關機率就很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