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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麼要補習： 

 

1. 讀書理解能力 ≠ 解題能力。 

英文是我唯一精通的外語，其他外語都是社交用，不上大雅之門，再加上長期在

歐美工作，念原文書並不會造成我閱讀或理解的障礙，CFA Level I和 Level II 考

試科目中，職業道德沒有花多少時間念，隨著模考做題組，也都是高標通過。 

 

但由於 CFA 教材的編列是讓非投資專業領域的人也能領略入門，所以其他科目

花很多的篇幅在解釋觀念和專有名詞，時常造成考試的重點不甚明顯，雖然每一

章節後面的練習題多少提供 CFA 考試的方向，但是不少練習題和課本內容就有

懸殊，甚至有些在原文章節並未提及，卻出現在練習題，就算參考解答，也未必

能理解為何如此解題，即使類似題目出現，也不見得知道如何拼湊出正確的數字

／答案。 

 

雖然每一科老師針對考試重點的不一定完全命中，但是對於考試內容的掌握，比

自己大海撈針來得有方向，特別是部分科目老師的解題技巧分享，真的是比自己

土法煉鋼來得有效率和深度，特別是 CFA 考試分秒必爭，解題的效率也就成為

過關的關鍵之一。 

 

2. 計畫趕不上變化，時間規劃不如人意，讀書需要效率。 

台灣金融界有不少企業實施「變態」（在此指「非常態」，並非負面情緒用語）的

責任制，讓不在少數的金融從業人員，就算平常對時間掌控得宜，對於臨時加諸

且緊急急速交件的工作，也只能扮演起救火員的角色，犧牲自己個人的時間。 

 

之前在台灣工作一段時間，雖然公司號稱是外商，但企業文化和美國總部大相逕

庭，沒有制度和效率可言，管理風格也偏重個人情緒，時常因為臨時的工作需要

加班到九點、十點，甚至到半夜一、兩點，而 CFA 需要最少每天三小時的念書

時間，只好拖延到周末再做打算，但是周末往往出現人性掙扎拔河，最後殘念補

眠，之前在這家公司工作時報名了四次，缺席兩次，最後兩次，無法退費，只念



一個禮拜硬著頭皮去考，當分母拉平均，貢獻給其他考生，既傷心又傷荷包，簡

直就像是被詐騙一樣。 

 

金證照科目講義的重點整理，大多真的是題綱切領，雖然節省精讀的時間，仍畫

龍點睛的標出關鍵字和定義，有條理整理出每一章節內容，雖然文字不一定比課

本章節後的大綱來得優美，但是編排絕對增加讀書的效率，就像美國人讀書會偷

吃步念 Cliff Notes 一樣，金證照的教材就是 CFA的 Cliff Notes. 

 

 

二、CFA備戰要領： 

 

1. 本官方教材（補習班講義）就夠，勤做模考題，從錯的題目來溫書，才是王

道。雖然考生間很流行買 Schweser Study Notes，如果有時間，倒不如讀編列紮

實的 CFA 官方教材，再說補習班的講義也來得相對精簡，另外，study notes 的

練習題（還有 SchweserPro™ QBank）是針對單一章節的觀念來練習，對於實際

考的助益不大，因為 CFA 真實考題是會跨章節且融合好幾個觀念來考，所以仿

真的模考題目練習非常重要。單一章節題目的練習請直接做 CFA 每一章後面的

習題，至少要做 3至 5次，有助於重溫章節重點，也可掌握官方考試的方向。 

 

除了解題班的模考，至少預留一到一個半月來做模考題目，每個星期做兩套到三

套，模考時也要計時，讓自己可以習慣考試解題的速度和連續考試一整天的專注

力，我 Level I時做了 18套模考，考試結果全部高標，LevelII時僅 12 套，部分

科目結果不盡人意，但是還是過關，模考題目可以土法煉鋼從 Google 上找連結

免費抓，我沒有從中國大陸論壇抓，但是土豆網上可以直接開啟檔案看題目，主

要是仰賴印度和俄羅斯的連結，做題目時不要短視近利只做近一、兩年的模考

題，我做的一些考古題（過去三至五年），最後在兩次真實考試中都有出現，我

做的模考題是 SchweserNotes Practice Exams。 

 

勤做模考題，卻沒有從錯誤中學到教訓，只是白搭。最後衝刺階段，有效的溫書

方法就是從模考錯的題目來複習自己不熟的觀念和計算，最後兩個禮拜沒有安排

模考的時間時，我都是不停地翻閱錯的模考題目和解答來溫書，心理學研究也發

現，錯誤中學習的記憶維持較為持久。 

 

2. 人生要有取捨，CFA策略過關 

除了專業知識上的增長之外，最大的收穫是來自於考 CFA 時對人生的體悟：要

有取捨。考第一關的時候，準備時間較為充足，一舉得標。但是準備第二關時，

等到第一關考試放榜加上農曆新年收心，開始準備已經是二月，第二關的科目的

廣度深度果然比第一關更上一層樓，在上補習班時也發現明顯跟不上進度，還好



有每天跑步一小時運動來紓解一下和時間賽跑的壓力－－同學們，元氣健康對準

備考試就是自己最好的蠻牛!。 

 

因為自己時間和精力真的無法全盤整備，發現太過執著完美拿滿分，結果很可能

是無法顧全大局來過關。取捨的標準是以成績效益考量出發，把火力集中佔整體

分數比例高的科目，例如股票投資、財報分析、公司財管等等，當然也不是放棄

比例低的科目，但是做好心理準備像經濟和計量這類別的科目以低空飛過就好；

另外做模考題時，也訓練自己不要在單一題目停留或猶豫太久，一旦評估解題會

花太多時間，要能當機立斷迅速往下一題著手，還有要預留時間檢查答案，吃燒

餅都會掉芝麻，眼明手快的結果是有時候答案會填錯，這兩關自己檢查答案時，

都有發現 

 

3.科目準備心得：就我兩關都拿高標的科目分享 

財報分析： 

萬分感謝財報分析的羅傑老師，雖然投資研究是本業，但是會計科目和我不熟，

羅老師深入淺出且生動活潑的講解，不但讓我對財報分析產生濃厚的興趣，不會

囫圇吞棗難以吸收，且從枯燥乏味的數字中找到投資生機，解題技巧也十分簡易

實用，見招猜招，下課後做題目有問題時，老師回信速度也很敏捷，一、兩天就

回信了，財報分析是我第二關唯一有十足信心的科目，這一科目跟著老師解題再

加上勤做模考題，沒有攀越不了的峰頂！ 

債劵：也許是因為金證照債劵的老師差強人意，因此自修的特別勤勉，第二關的

債劵，包含不少結構性的固定收益產品，因為這些產品特性顯著，所以除了計算

之外，觀念、定義和這些固定收益產品的比較是考試重點，課本後面的習題很豐

富，也幫助釐清不少觀念。 

衍生性金融商品：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計算繁雜，再加上有許多產品，算式多到頭昏眼花，第二關考

試以觀念定義來考計算，計算本身並不困難，而是要能邏輯推衍，還有商品評價

也是考點之一。 

另類投資： 

考試重點和第一關大同小異，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定義和差異在考題中常出現。 

投資組合管理： 

這一科考試重點結合實務，如何找出最適投資組合和資產分配比例的計算很精

湛，不過考點也是從觀念定義來考計算，觀念定義一定要條理分明，才能推衍。 

職業道德： 

課本後面的練習題很實用，不少同學認為第二關題目可能很冗長，其實只要掌握

情境、抓關鍵字，就能解題，送分題就是有無違反使用 CFA 標章，每年每關都

考。另外，雇主和客戶的誠信責任也是一大考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