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金融研訓院第 32屆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試題 

科目：理財規劃實務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 

注意：本試卷正反兩頁共 50題，每題 2分，限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 
本試卷之試題皆為單選選擇題，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本節另檢附計算參考表乙份，請參閱作答】 

1.有關儲蓄組合之目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承擔高風險 

(2)短期內快速致富 

(3)滿足短期目標或長期目標的基本需求部位 

(4)以確定的資金投入換取在短期內不確定的回收 

2.有關投資組合理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若將共變異數為負的兩標的物納入投資組合內，分散風險的效果較大 

(2)投資者應將資金投資於相關性低的投資標的物上 

(3)就是要把所有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裏  

(4)可達到分散風險的效果 

3.有關投資策略中投資組合保險策略之優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股票市場盤整時，可以創造出較高利潤 

(2)股票市場盤整時，符合高買低賣的原則 

(3)無論股市如何變化，平均每股成本皆低於平均價格 

(4)事先設定停損點，保有可接受的最低總資產市值 

4.當整體股市人氣資金匯集時，應加重下列何種個股，較能突顯短期操作績效？ 

(1) β＞1 (2) β＝1 (3) β＜1 (4) β＝0 

5.若一投資人起始資產為 200 萬元，其可忍受的最大損失為 30%，假設風險係數為 2，則該投資人可投
資股票金額之上限為何？ 

(1) 100 萬元 (2) 120 萬元 (3) 140 萬元 (4) 160 萬元 

6. A 君的投資組合包含甲、乙、丙三家公司股票，其占投資組合比重分別為 30%、25%及 45%，假設甲、
乙及丙公司個股股票期望投資報酬分別為 10%、8%及 9%，請問 A 君的整體投資組合報酬率約為何？ 

(1) 6% (2) 7% (3) 8% (4) 9% 

7.丙君投資組合有股票及債券，金額分別為股票 250 萬元及債券 450 萬元，預估今年股票投資報酬率為
20%、債券為 5%，請問今年丙君的投資組合預期報酬率約為多少？ 

(1) 10% (2) 12% (3) 14% (4) 16% 

8.依政治獻金法規定，個人對同一政黨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新台幣多少元？ 

(1)十萬元 (2)二十萬元 (3)三十萬元 (4)六十萬元 

9.納稅義務人對保險費（不含全民健康保險）每人每年之列舉扣除額，以新台幣多少元為限？  

(1)二萬元 (2)二萬四千元 (3)三萬元 (4)四萬二千元 

10.夫妻透過司法途徑，由法院判決離婚，並判決一方應給予他方贍養費，收取贍養費之一方該如何處理？ 

(1)申報贈與稅  (2)申報遺產稅  

(3)申報所得稅  (4)免稅不用申報 

11.有關遺產及贈與稅法中「視為贈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1)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該財產全部視為贈與  

(2)以自己之資金，無償為他人購置不動產，其資金視為贈與  

(3)在請求權時效內無償免除債務者，其免除之債務視為贈與  

(4)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出資為他人購置財產者，其出資額視為贈與  



12.被繼承人過世前多少年內所繼承的資產已納過遺產稅者，不必再計入遺產總額？  

(1) 1 年 (2) 2 年 (3) 3 年 (4) 5 年 

13.有關節稅規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凡是能達到免繳稅或少繳稅之規劃，不論合法與否，均為好的節稅規劃 

(2)節稅規劃是避稅行為，是不道德的，不應該做租稅規劃 

(3)節稅規劃只適用於高所得或財富多的人，其他的人不需要規劃 

(4)節稅規劃是以合法方式而達到免繳或少繳稅的目的所有納稅義務人均有規劃之權利 

14.下列何項是遺產稅規劃之目的之一？ 

(1)隱匿資產，以減少繳納遺產稅 

(2)妥善安排繳納遺產稅之資金，以免繼承人無足夠現金繳納  

(3)讓配偶與子女平均分配遺產  

(4)多角移轉，以少繳遺產稅 

15.小明的媽媽將名下一筆市價 5,000 萬元，公告現值 1,000 萬元的不動產送給未成年的小明，依法向國
稅局申報贈與稅，並提示小明以其名下歷年受贈而來的資金 300 萬元，支付給小明媽媽的存摺證明，

請問贈與總額為何？ 

(1) 600 萬元 (2) 700 萬元 (3) 4,600 萬元 (4) 4,700 萬元 

16.假設 1 單位之甲貨幣可兌換 30 單位之乙貨幣，同時 150 單位之丙貨幣可兌換 1 單位之甲貨幣，則 1

單位之丙貨幣可兌換多少單位之乙貨幣？ 

(1) 0.2 (2) 0.25 (3) 5 (4) 4500 

17.慈烏族在理財規劃時，比較重視下列何種規劃？  

(1)退休規劃 (2)子女教育基金 (3)改善生活 (4)社會福利 

18.有關現金基礎與應計基礎之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所謂現金基礎制又稱為權責發生制 

(2)應計基礎於收取勞務或貨物時，即應登記為應付款項目 

(3)企業會計一般多使用現金基礎制 

(4)家庭一般多使用應計基礎制 

19.有關家庭財務報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收支儲蓄表係顯示一特定期間之收支進出狀況 

(2)資產負債表係顯示一特定期間之資產負債狀況 

(3)連結收支儲蓄表與資產負債表的科目是儲蓄 

(4)儲蓄是收入減支出後之淨額 

20.目前台灣家庭所得成長情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一般而言，家庭平均名目所得均較家庭實質所得為低 

(2)作理財規劃時假設的實質所得成長率不要高過於 3% 

(3)作理財規劃時假設的名目所得成長率不要高過於 5% 

(4)理財人員必須對家庭可支配所得有所了解，來協助客戶訂定需求  

21.某甲的資產包括房地產 600 萬元與股票 400 萬元，房貸成數七成，股票融資比率四成，無消費負債，
請問其負債比率多少？ 

(1) 42% (2) 54% (3) 58% (4) 62% 

22.假設 9 月份家庭收支儲蓄表：收入 8 萬元，各項費用支出 7 萬元，9 月份繳清 8 月份以信用卡簽帳消
費款項 1.8 萬元，9 月份又有以信用卡簽帳消費 0.5 萬元於 10 月份支付。已知 8 月底資產負債表上現
金餘額有 9.3 萬元，則資產負債表上 9 月底之現金餘額為多少？ 

(1) 8.5 萬元 (2) 9.0 萬元 (3) 10.3 萬元 (4) 11.6 萬元 

23.下列何者最適合作為調節前後兩個月現金流量不平衡之工具？ 

(1)股票 (2)債券 (3)股票選擇權 (4)信用卡 



24.黃叔叔投資某一剛付完息且尚餘 7 年到期、面額 500 萬元債券，每年付息一次，票面年利率 5%，若
買進時市場利率跌至 4%，則該債券合理價格為下列何者？（取最接近值） 

(1) 530 萬元 (2) 535 萬元 (3) 540 萬元 (4) 545 萬元 

25.銀行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為 2%，而某結構型商品一年提供 7%之報酬率，若 A 君每月固定支出為 5

萬元，則以一年緊急預備金來投資上述商品之機會成本為多少？ 

(1) 1 萬元 (2) 1.2 萬元 (3) 2.5 萬元 (4) 3 萬元  

26.有關零息債券的目前價值之計算公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債券面值×複利現值係數（剩餘年限，市場殖利率） 

(2)債券面值×複利終值係數（剩餘年限，市場殖利率） 

(3)債券面值×年金現值係數（剩餘年限，市場殖利率） 

(4)債券面值×年金終值係數（剩餘年限，市場殖利率） 

27.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系統風險主要來自整體政經環境之變化  

(2)非系統風險主要來自影響個別投資標的之因素  

(3)廠房意外事件為非系統風險  

(4)系統風險可經由投資組合的方式排除 

28.假設目前存款二十萬，每年投資十二萬元，五年後欲有一百萬創業基金，則應選擇何種投資工具？ 

(1)年利率 8%之定存  (2)保本率 8%之保本型商品 

(3)宣稱投資績效 8%之基金 (4)股東報酬率 8%之股票 

29.李大同把今年的年終獎金 20 萬元拿去投資基金，若年平均報酬率為 10%，4 年以後李大同可累積的金
額為多少？（取最接近金額） 

(1) 24 萬元 (2) 27 萬元 (3) 29 萬元 (4) 32 萬元 

30.張三計畫投資 A 股票 3 年，目前該股票價格 60 元，今年底現金配發現金股利 4 元，且未來 2 至 3 年
底將以 5%的成長配發現金股利，在期望報酬率 10%情況下，3 年後 A 股票市場價格應為下列何者？ 

(1) 66 元 (2) 69 元 (3) 72 元 (4) 75 元 

31.每月定期定額投資 1 萬元，持續 6 個月，期末總贖回 7 萬元，考慮時間加權後，該定期定額投資於該
期間之報酬率為下列何者？ 

(1) 23.47% (2) 26.79% (3) 28.57% (4) 31.25%  

32.目前以成交價為基準之仲介費率，法令規定之上限為買賣雙方合計不得超過多少？ 

(1) 3% (2) 4% (3) 5% (4) 6% 

33.某甲從事傳銷業，常有額外收入來源，欲貸款購屋且希望利息費用能盡量低，則他應選擇的房貸型態為何？ 

(1)到期還款型  (2)提早還清型  

(3)隨借隨還型  (4)超額貸款型 

34.陳伯伯目前有以下三筆房貸，皆採本利平均攤還法按年清償：（甲）金額 200 萬元，年利率 4%，貸
款期間 15 年；（乙）金額 250 萬元，年利率 3%，貸款期間 20 年；（丙）金額 300 萬元，年利率 2%，
貸款期間 25 年。則此三筆貸款每年所償還之本利和，金額由小至大排列應為何？ 

(1)（丙）<（乙）<（甲） (2)（乙）<（丙）<（甲）  

(3)（丙）<（甲）<（乙） (4)（乙）<（甲）<（丙）  

35.比較房貸利率時要以至少 10 年期的平均利率來相較，假設無其他轉貸成本舊房貸利率為 6.5%，新房
貸利率第一年 5%，第二年 6%，第三年以後 7%，請問其 10 年平均利率與舊房貸利率相較為何？ 

(1)高 0.5%，轉貸不划算  (2)低 0.5%，可以轉貸 

(3)高 0.2%，轉貸不划算  (4)只要利率較低，即可轉貸 

36.小儀計畫以勞工首次購屋貸款貸 250 萬元，年利率 3%，信用貸款 100 萬元，年利率 6%及標會 150 萬
元，年利率 8%共計 500 萬元購屋，在其他條件相同情形下，請問其平均借款利率為何？ 

(1) 5.10% (2) 5.50% (3) 5.67% (4) 6.00% 



37.有關理財規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退休金不必規劃，可依賴政府國民年金 

(2)養兒防老，故應準備子女養育金，不需準備退休金 

(3)因應健保費調漲，更應該到大醫院去看病 

(4)子女養育金與退休金規劃皆應趁早 

38.依目前的月支出額作調整，再參考平均通貨膨脹率計算退休後屆時的月支出額，可用下列何種方法求得？ 

(1)年金終值 (2)複利終值 (3)年金現值 (4)複利現值 

39.翁君現年 40 歲，年收入為 120 萬元，年生活費為 80 萬元，退休後生活費調整率為 60﹪，通貨膨脹率為
3﹪，請問 60 歲退休後首年度生活費為多少元？（取最接近值） 

(1)82.6 萬元 (2)86.7 萬元 (3)79.3 萬元 (4)76.9 萬元 

40.下列何種社會保險或退休金可以請領的給付基數上限最高？ 

(1)公務員退休金 (2)勞退舊制之勞保 (3)公保 (4)軍保 

41.確定提撥制其投資風險由下列何者承擔？ 

(1)企業雇主 (2)勞工自己 (3)政府 (4)雇主與政府 

42.倘王先生目前適用綜合所得稅率為 30%，每月按薪資 15 萬元自行提撥 6%，則其一年之節稅利益為若
干元？ 

(1) 43,200 元 (2) 32,400 元 (3) 23,400 元 (4) 21,000 元 

43.詹君退休首年度生活費 164 萬元，退休期間投資報酬率為 10%，假設退休後費用成長率為 5%，退休
餘命 20 年，則在不留遺產之前提下，詹君退休時應準備多少錢？ 

(1) 1,986 萬元 (2) 2,013 萬元 (3) 2,148 萬元 (4) 2,296 萬元 

44.某甲目前稅前每月收入為 75,000 元，支出 50,000 元，計劃 15 年後退休，退休後之月支出現值為 40,000

元，假設收入成長率為 0%，通貨膨脹率為 2%，請問退休後之所得替代率為多少？（取最接近值） 

(1)72% (2)67% (3)61% (4)54% 

45.在生息資產中，下列何者屬於成長型投資？ 

(1)存款 (2)房地產 (3)股票期貨 (4)借款給他人 

46.理財顧問在結合理財規劃報告書及本業的商品時，下列原則何者錯誤？  

(1)先保障後求利，可以建議客戶以較低的團保費率買足保險保障 

(2)先強調產品獲利潛力，至於風險則視情況決定是否說明 

(3)理財顧問本身應先充份了解產品特性、價格變化與景氣相關性等 

(4)應提供客戶足夠的市場及產品訊息 

47.下列何者不屬於人生的三大資金需求規劃？ 

(1)購屋或換屋 (2)緊急預備金 (3)退休規劃 (4)子女教育 

48.被保險人現年 40 歲，年收入為 100 萬元，計畫 55 歲退休，享 80 歲，目前家庭年支出為 60 萬元，其
中有 20 萬元為其個人支出，其他為家人支出。若被保險人現在死亡，用淨收入彌補法計算保險需求，
則投保保額應為年收入之多少倍？（假設收入成長率 = 支出成長率 = 儲蓄利率） 

(1) 5 倍 (2) 6 倍 (3) 7 倍 (4) 8 倍 

49.檢視客戶主要財務資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1)資產負債表 (2)收入支出表 (3)預算表 (4)股東權益變動表 

50.下列項目之先後順序應如何安排，才是合理的理財規劃流程？ I.與客戶訪談，確認理財目標 II.定期
檢視投資績效 III.提出理財建議 IV.協助客戶執行財務計劃 V.蒐集財務資料 

(1) III, I, V, IV, II  (2) V, I, III, II, IV  

(3) I, V, IV, III, II  (4) I, V, III, IV, 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