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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決定要考取AICPA是因為也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多年了，如要往上發展，取得專業執照一方面可
以再加深相關知識，也可幫助職涯發展，何不把證照考到，在擁有實務經驗的加持下，考試應該會更得
心應手。選擇教材方面，因為早悉知Becker為準備CPA的首選，連國外的朋友準備都是使用Becker，
毫不猶豫選擇了Becker與捷進提供的密集訓練班。

剛開始準備的時候，有些怠惰是正常的，一方面還在工作，星期六還要上整天的密集課程，前幾堂課
的時間，常常都只是人到了聽一遍，課前並沒有畫重點或筆記，課中雖然有跟著老師寫了幾個題目，但
回家後也是沒有時間將題庫打開寫題。但是這一切直到你開始執行讀書規劃後將會開始改變，以我為例，
我是2015年11月開始上Becker密訓班，當時就規劃好隔年7月份要先考兩科，分別是FAR和REG，然後
11月份要報考剩下兩科，AUD與BEC。當時因為第一階段時段較長，決定先衝我認為較難得分的兩科，
再將剩下的時間衝刺較簡單的另外兩科。四科的讀書方式依考法及性質不同，需要一些改變，但大致來
說，我都會於上密集班時認真上課，將筆記抄好，回家後再讀一次課本，讀的當下看到密集班上抄的筆
記，基本上就有兩次的印象了，同時自己整理重點寫進筆記本內，目的是方便日後遇題無法解答時，能
夠直接從筆記找出原因，而不需要再翻閱課本，或能夠清楚知道章節位子，快速找尋解答。

FAR
我本身為會計背景，又在事務所工作了幾年，對於FAR不陌生，但是重點是FAR的章節多到誇張，很

多計算方式是需要了解、需要背，這個科目我不建議寫太多筆記，讀完後寫題目就對了，Becker題目一
小章節就可以超過百題，但是其實可以從題目中了解什麼樣的題目會容易考，什麼樣的出題方式、哪一
章節的哪一點，更可以從常錯的相同題型中分析自己的弱點，重點就是讀完課本，寫題目就對了，會寫
就是會記得怎麼寫，不會寫就趕快回去看筆記或使用Becker的學員發問區提問找解答。Simulation一
定要安排時間練習，因為到後來考試時間逼近時，會被沒做完的simulation搞到精神緊繃，所以建議大
家提早開始寫題目。

REG
在上REG密集訓練班時，老師就非常強調要了解標題的排列，因為常常讀一讀就忘記自己讀的名詞是

在哪一項規則底下，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提醒，這使我在寫筆記的時候更能清楚的知道整個章節架構，
也不會有錯亂的情況。REG課本我讀了兩次，讀第一遍，可能有些看不懂，或是沒有解釋清楚的，再看
一遍其實滿有幫助的，讀完我會開始寫我自己的筆記，REG我建議寫詳細的筆記，因為到後來，我可以
用筆記圖像法將個人稅的所有項目都背出來，就算忘記某個項目，我也可以馬上知道去哪裡找答案。寫
完筆記之後馬上寫題目，寫得當下，如果寫錯，馬上找出錯誤，釐清答錯原因，然後再把題目相關的項
目，全部再默念背誦一遍，背越多你就越不怕他出題。在真正考試前，我在網上找了出題率的資料，大
家都分享個人稅考得比較多，公司稅比較少，但是在我考的時候simulation幾乎都是公司稅，且後面幾
章比較散的章節也考了5-8題，所以我認為，重點大章節，一定要了解怎麼算，不要因為歷史經驗而影
響考試結果，另外，散的章節也要花點時間去複習，因為有可能就差那幾題你就安全過關了，但複習方
式可以不需要寫完所有題庫的題目，但是一定要寫歷屆考題及final mock exam。

AUD
審計章節不多，但是要背得非常多，雖然說是要背，但是還是有理解的方式，我的方法是，上完

密集班後，自己再讀課文一次，將所有opinion自己寫在筆記上，重點標示一定要出現的字眼或句
子，再與不同的opinion交叉比對，用顏色標起來，只要自己寫過，做過差異分析，一定可以記得，
再加上反覆的遇到類似的題目，其實不會太難。

BEC
這科是公認的簡單科目，但其實你看過往的passing rate，其中有一季的BEC passing rate是四

科中最低的。這科東西較雜，包括了公司治理、經濟及資訊系統等，這科我也是在上完密集班後，
依課文讀一遍，自己做一遍筆記，再去做題庫題目，written communication的部分，雖然Becker
不會幫你打分數，但是只要看著答案，你可以看出寫文章的脈絡，開頭、內文(問題、分析、結論)
及總結，將答案的用字及用法套入，也可以寫出高分文章。
總結，再次提醒，一定要寫final mock exam，而且每題都要複習到會，考試前將錯的題目再寫

過一遍，不要太計較錯誤率，只要題型熟，會解題，考試遇到就一定會寫。

AICPA其實不難，但是需要花時間及心力去努力，準備考試期間會犧牲掉很多娛樂或休息時間，
但是都是短暫的，等到考到後，成就感絕對會大過於當時讀書的痛苦，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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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會想報考美國會計師是因為大學及研究所都主修會計，為這段學習生涯做個評量，如果能順利通過也是為這段學習做個肯定，所以在大學畢業時就給自己訂下目標一定報考美國會計師。之所以選擇
考美國會計師是因為它不用考國文，如果未來還需要考台灣會計師，也可以抵免四科，包含國文，一個很不拿手的科目。

會選擇 Becker 是因為它的架構整理的很清楚，重點清楚，而且因為這個考試主要是在考觀念而非瑣碎需要死背的內容，所以免去許多教科書才會有的瑣碎內容。

我一科平均準備時間約兩個月，另外我是需要一點時間壓力才會更認真的人，所以都會提早兩三個月就

將考場預定好，通過一科後才又報名下一科，但我也都很幸運的四科都一次就通過。

我每讀一小節就會把相關的題目做完，並作筆記，答錯的題目一定會把這題的相關觀念再讀一次，直
到把這章的題目都做對為止才會讀下個章節。在做練習題時，有些題目可能只是猜對，我也會再把這個
觀念再讀一次。第一次做題目是可能會因為錯誤率很高感到挫折，但一定要把不會的搞懂，把每個自己
較弱的地方漸漸成為強項。經過一次精讀，考前一兩週做一次重點複習並把模擬試題做一次，就去考試
並順利通過了。我在做練習題或是模擬試題時有些部分正確率甚至都不到五成，但不要灰心，堅持到最
後甜美的果實就會屬於你的。

FAR：87分
因為是本科，這科相對來說會較容易，需要有清楚的觀念架構，特別是在GAAP及IFRS間的差異要有所
了解，但考題都不會太艱深，不用專牛角尖在題目上。政府會計出題比例很高，需特別加強這部分。

BEC：84分
這是一科綜合許多領域的考科，雖然可能會覺得內容很雜，但也是平均考生通過率最高的一科。其中
MIS的部分是我起來較挫折的地方，考試時也出題比例也很高，考題也較靈活，建議可以多補充這部分
額外的知識。

AUD：78分
這是我在準備時挫折感很重的一科，考題都很靈活，有許多情境題，需要有清楚的觀念來應用。

REG：84分
這科出題重點主要是稅法的部分，其次是職業道德，商事法只占小部分。雖然在美國讀書時有上過聯邦
稅法，但還是覺得考試內容並不好理解，需要會應用。而這也是我唯一一科有回來台灣Becker上中文授
課影片的科目，來加強觀念。

要通過美國會計師並非難事，只要下定決定用心準備一定會通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