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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分析師」─證券業與金融業人人夢寐以求的一張專業證照，由於其進

入門檻相對一般證券或理財相關資格測驗較高。通過證券分析師測驗除了是一種

能力的肯定更可為專業加分，因此，取得證券分析師成為許多金融或證券從業人

員的理想與目標。 

 

證券分析師考試包含了「證券法規」、「投資學」、「會計及財務分析」以及「總

體經濟及金融市場」等四科，由於考題中百分之五十屬於選擇題，另外百分之五

十屬於申論題，因此，在準備的過程之中，選擇題一定要獲得高分，如此一來，

在申論題做答方面即可以較輕鬆的態度做準備。 

 

 「證券法規」部份，選擇題大多著著於證券交易法以及其相關施行細則規

定，偶爾出現關於公司法部份之條文，而此部份在關於罰則、期間以及比率部份

佔有相當重的比例，由於該類考題偏重於記憶，因此，大家在選擇題部份一定要

拿高分；而申論題部份，建議答題時應先從立法之精神以及立法之目的著手，其

次以規範之對象及行為為主體，最後再以違反相關規定之罰則結尾，做為答題之

大方向，如能寫出相關法令條文更有助於取得較高之分數。 

 

 「投資學」則著重於投資組合理論、風險衡量、股票評價、債券評價、股利

政策以及衍生性金融商品的概念，效率市場假設更是常見的考題。在投資學方面

的試題靈活度較高，在準備時宜從最基礎的投資學觀念著手，並透過相關題型的

反覆練習，選擇題部份要得高分並不難；而在申論題方面，因投資學所包涵之範

圍較為廣泛且題型較為靈活多變，因此，除了掌握時下廣為討論新金融商品的特

色、差異以及優缺點……等分類比較以外，在各種投資學理論、投資組合建構、

資產配置方面亦常出現為考題，因此，建議大家在準備該科申論題時，其準備範

圍宜兼具廣度與深度，方能順利過關。 

 

 「會計及財務分析」該科目為大多數考生最頭痛的一科，建議可參考鄭丁旺

博士的「中級會計學─第八版」一書，準備起來可達事半功倍之效。本科在選擇

題部份除了基本的財務比率分析的綜合應用，常出現因某項分錄之記載錯誤會造

成其財務報表的影響。公司會計方面考題相對較多，包括購買（發行）公司債券

之應收（付）利息、公司債折（溢）價攤銷、每股盈餘之計算、現金流量表、銀

行往來調節表、存貨以及固定資產交換部份亦為常出現之考題。此外，在於租賃

會計、退休金以及所得稅會計……等較為複雜之會計處理亦有考題出現；至於在



申論題方面，除了充分掌握各種會計原則融會貫通並加以實際運用之外，新公布

的財務會計準則公報內容以及其影響範圍亦為重點所在。此外，有關於公司治理

以及財報窗飾部份也常出現於申論題中，有時此部份會出現一連串的連鎖計算

題，更是本科的勝負關鍵所在。 

 

 「總體經濟及金融市場」部份，除了基本的經濟學原理之外，更要將其融合

於日常生活之中，經濟學開章明義便指出經濟學乃「經世濟民」之學問，因此，

經濟學實乃為解決日常生活上的問題所發展出的一門學問，故在準備該科時應將

其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加以活用，而非採強記方式。同時伴隨著全球化、國際化的

趨勢成型更要有國際觀，在全球化、國際化的潮流之下，各國經濟方面的改變，

都將造成全球性的影響，可說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應注意的事項包括了對各國匯

率制度改變、貿易條件改變、財政或貨幣政策的實施，所造成國際間熱錢的流竄，

其對各國經濟所產生的影響。此外，時事分析亦為考試之重點所在，於分析時事

之際，宜以經濟學原理為基礎，對融入日常生活的各種現象以及正反面看法，相

信對該科取得高分有所助益。 

 

當然，考試時最重要的是臨場反應，因此考前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以及輕鬆

的心情，充足的睡眠可以幫助你在臨場作答時思緒較為清晰、答題更加條理分

明，有助於申論題取得高分；而輕鬆的心情有助於調整一個健康的心態，考試時

比較不會因為幾題答題較沒把握而患得患失，更可以發揮出平常該有的實力，對

於獲得高分亦有正面的助益。 

 

證券分析師出題方向相對較廣，特別是在申論題方面，極少與歷屆試題重覆

的題目，以致於準備難度亦相對較高，因此，證券分析師的考試可將之視為一場

長期抗戰，可以堅持到最後的人才會是最後的贏家，如果在針對證券分析師考試

方面掌握不到重點的朋友，個人建議可以透過參加相關課程的研習，相信將有助

於證券分析師證照的考取，最後預祝大家「金榜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