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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本身就從事期貨顧問事業，經常在公司內外講課，所以對於一直沒有期

貨分析師的執照耿耿於懷，表面上講的頭頭是道但總覺得需要證照來加持，而且

上電視傳媒也必須有分析師執照，但一直覺得自習沒有時間，加上離開校園時間

年數已多，還好有金證照，之前的同事有雙分析師也都推薦我去金證照上課，對

於像我這一類性質的人，花點小錢買時間的決定，事實證明是明智的。 

 

我個人覺得以我的狀況，在大學根本沒上過，甚或根本沒有風險管理這門

課，所以當我想自習去買書回來看時，再對照考題時我頭都暈了，這時我才知道

為何大多數的人都選擇去補習班上課，也好在老師將重點濃縮，在觀念上強調，

很快的就了解這門課的內容及考試重點，四科中我覺得考試命題的集中度及重複

考題，頻率最高的科目除了法規以外大概就是風險管理了，所以雖然對我很陌生

但卻是我學習最多的科目，也是我覺得這門科目不僅是理論，在實務上也應用滿

廣的，更是業內要有的專業知識。 

 

而經濟學就剛好相反，經濟學的領域本來就很廣闊，雖然只有考總經，但想

想總經範圍也是很廣，總體經濟及金融市場(含產業經濟)命題範圍總共有十七個

章節，對照其餘兩科、期貨、選擇權與其他衍生性商品，六個章節、衍生性商品

之風險管理，四個章節，你會發現經濟學及金融市場這一科如果要自己準備，一

定要花很多時間及精力，再加上問答題可能會有很多時事、重大經濟事件、議題

等，很難自己準備起來，所以生命有限，還是效率比較重要，補習吧。 

 

至於期貨、選擇權與其他衍生性商品這一門科別，重點在於選擇權定價模

式，而避險及中立也是比重較高的，考試上較為困難的地方其實是計算，雖然不

會是複雜的計算公式，也不必死背公式，但簡單加減乘除卻容易耗損過多時間，

好在計算題的形式大同小異，所以這門科目一定要把計算題練的很熟悉，建議就

是在考前一天狂練計算題，練習用最快的速度解出答案，才不會上場時看起來每

一題都會算，但不熟練計算過程而浪費過多時間。 

 



最後法規這一門課，還好重點很明顯，把老師的講義看熟就對了，考題集中

在期貨信託、期貨經理、及期貨顧問事業上，法規考來考去就是那幾題，好笑的

是準備時間最少卻是考最高分。 

 

離開學校一段時間，很難適應回到補習班的生活，尤其又在假日上一整日的

課，工作幾年下來已經習慣假日就是好好休息，真的很想放棄，想想當初上第一

堂課後就覺得壓力很大，全身不舒服，但不上完也等於考不上，所以只好咬牙靠

意志力撐過，現在想想值得，好像也不會太難，反而有充電的感覺，也讓我對專

業理論及實務的落差有更深一層認識，像我這樣考試期間台灣大陸兩地跑，還能

考上我想一想其實還真要靠金證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