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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7_8D_E6_B8_A9_E6_c46_167655.htm 个短信 等了五十三

天，可算盼到了，2006年8月18日，11：46，收到那个短信，

五科全过了，六年漫漫考证路终于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得

知成绩之后不到两分钟，第一个询问电话打来了，是信子，

她比我还高兴；第二个是耶耶，“怎么样？我是第几个知道

的？”，很遗憾的告诉她，不是第一个，电话那头连着哼了

好几声；第三个是LP，由于前两个电话来的太快，没能第一

时间向LP汇报，才十分钟时间，她就成了第三个知道的，又

是哼哼哼；第四个是棋JJ；第五个是草；第六个是耶的老伴；

比较可惜的是月，没有方便的通讯手段，无法及时沟通......总

之，所有得知成绩的人都为我感到高兴，我很感动。可高兴

劲还没过去，耶耶就布置了命题作文，还有字数要求，哎，

命苦呀，从小就讨厌写作文，因为从来没及格过；也没招，

凑吧，希望能凑到2750：（考注税的理由 还是在备考05年税

法的时候，乾坤剑客曾经问过我：“老兄有没兴趣考注税？

”这是注税第一次进入我的视线，当时未置可否，因为正是

备考税法的关键时刻，没敢分心。考完税法休息了两天，觉

得接下来还是找点试考考吧，不然没事可干呀。忘记考试的

最好方法，就是转移注意力，马上投入下一轮的学习吧，于

是，第三天，9月19日，跑到注税区开了个帖子，算是备考注

税的开始吧，从此开始我的注税奇迹之旅。278天纪实 从2005

年9月19日到2006年6月23日，为了CTA，奋斗了278天。整个

学习过程基本上划分为五个阶段。一、在没有新教材之前，



利用05资料将注税大致过一遍2005.09.19－－2006.01.26：了解

注税完成一遍课件学习，效果不甚理想、时间浪费不少、学

习内容也偷工减料；以后争取改正：）二、领取新教材之后

，基本上按四遍来计划：（一）2006.1.282006.3.13：第一遍1

、耗时45天，累计学习时间130H（未扣除诉衷肠时间，平均

每天半小时以上）。2、一味追求速度，纯粹看教材，未做任

何习题，甚至连教材的例题也未细看。3、三税与财会的看书

速度过快，近乎蜻蜓点水。4、法律看书速度太慢，犹如蜗牛

爬行。5、泡网时间有点多。以后需改进的地方：1、学习要

扎实，不能流于形式，学一分钟就应有一分钟的效果。2、珍

惜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尽量把握有限时间里的每一天。3

、戒骄戒躁，学习状态良好时别飘，状态低迷时别沉。4、减

少泡网时间（特指晚上，上班及加班不限）。（二

）2006.03.14－－2006.04.27 ：第二遍1、耗时45天，累计学习

时间155H；较第一阶段增加学习时间25小时，还算是有进步

：）2、主要内容：五科教材 五科习题 法律讲座。以后需改

进的地方：1、学习要扎实，不能流于形式。2、珍惜时间，

把握有限时间里的一分一秒。（三）2006.04.28－－2006.05.30

：第三遍1、耗时33天，累计学习时间125H；较第二阶段略有

进步：）2、主要内容：五科教材 五科习题 少量模拟题。以

后需改进的地方：1、学习要讲究方法，学会取舍，不求面面

俱到。2、争分夺秒，时间不多了。（四）2006.06.01－

－2006.06.23：冲刺阶段1、结合教材，将各科串讲认真过一遍

。2、选择性听部分法律强化讲座。3、适当关注历年考题。4

、模拟题，尽量多练。注税考试总的说 如何能取得一个理想

的成绩呢，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量力而行，相信



自己。报名时慎重一点，CTA的难度虽然比不上CPA，可也

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合理选择报

考科目。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在边工作边考试，这样，学习时

间是否充足就成了报考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自己能控制的

时间较充足，完全可以一次冲击五科；不然，最好能仔细权

衡一下，报考几科最合适。另外，由于“三税”之间具有很

紧密的关联性，尽可能在同一个年度报考。 2、坐言起行，

马上行动。各类考试通常从报名到考试都不足半年，显然时

间是不够的，所以要尽早准备，从你做出决定那一刻开始行

动起来。套用某位网校红人的话：“早点开始比较好哦，不

用挑那么好的日子做起点的：）” 3、切合实际，详尽计划

。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考试也是如此，必须切

合实际，制定可行的计划。总体来讲，计划应该远略近详；

总的计划可以粗一些，将全部学习时间划分几个大的阶段，

初步定出每个阶段的任务与目标；然后再将最近阶段的计划

细化，认真执行；一个阶段结束后，就可以根据执行的情况

来修正下一阶段的计划并细化，以此类推。 4、持之以恒，

坚持到底。一个学习周期下来，少说也得半年以上，坚持下

来实属不易。坚持，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比考试成绩本

身更重要。只要自己坚持到底，便是成功。 5、调整心态，

树立信心。在漫长的学习中，难免遇到困难，一定要给自己

打气，不能轻言放弃；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释放自己，

以一个良好的心态来学习，效果会好很多。有信心，一切皆

有可能。 另外，我在《从初级到注会》就强调过，经验永远

是别人的。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别人的成功经验与其自身

的实际情况密不可分，移植经验是不可能成功的。比如，我



的好几个妹妹都练就了一心多用的本领，可以一边听课一边

聊天，可换了我就不成。借鉴他人成功经验是必要的，但仅

仅是借鉴，而不是照搬。注税各科分别说 说是分别说，其实

没法分别说，原因是税法I、税法II、税务代理实务三科之间

的联系太紧密了，只能一起说了。 一、财务与会计：我学的

专业是会计，从事的工作是会计，对我而是为说，会计就相

对轻松一点。从初级、中级、注会、注税这么一路考来，次

次少不了会计，幸好没怎么失误过。应该说，对于会计科班

背景的朋友，会计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过，要加强一下答题

速度的练习，因为题量较大，平时不提高速度，考试时可能

会不够时间。 二、税收相关法律：法律是注税考试中最难的

一科。其实，并不是相关法律的全部内容都难，其中的民商

实体法应该是我们熟悉的，以前我们所未涉及的才是最难的

：行政法部份、刑法部份与民事诉讼法。我考分不高，也就

谈不上什么经验，就觉得最好能参加辅导学习，让老师带领

我们去把握重要知识点；除此之外，那就是多看，多记。还

要一提的是，如果你在论坛学习，那恭喜你，你可以跟着七

月菊学法律，绝对错不了。 三、三税：应该说，三税与注会

的税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夏臻老师曾做过以下精辟分析《关

于CTA税法I、II与CPA税法的联系和区别》。 联系：1.都是

税法，似乎是废话，但这是说两者的应试范围是一致的，所

考核的内容实质是相同的；这是共同的基础所在。2.在各自

的资格考试中都是有一定难度的科目。也就是说不论是注会

的税法还是注税的税法一和税法二，在各自的五科中还是有

难度的，并非背一背就可以，需要下一定的工夫；3.税法是

为了执行的，所以也不会是很高深的东西，不论是注册税务



师考试，还是注册会计师考试，都是职业资格考试，所以不

会有理论上的难度，故而只要努力多看、多记、多想就会有

很大的进步，在学习的时候还要多总结。 区别：1.两者侧重

点不同。在注税的教材中含有一些税收理论知识，其税法理

论也比注会的多，这是学习的注税教材的一个优点。一些朋

友学习税法有困难，就在于不能理解税收和税法的一些基本

问题，注税中有了讲解，理解起来方便多了。注会在税法中

含有一些实务的问题，这是因为在注税中是单独有一门叫“

税务代理实务”的科目讲解，所以税法一、二中重点是讲解

税种，对于程序方面很少涉及。2.两者行文风格不同。个人

感觉注税教材写得容易让人理解，而注会教材有时让人读来

很费解。3.两者难度不同。尽管两者在各自的五科中占有很

重的分量，但就税法自身在两者中比较，注税难度略低于注

会。4.两者在一些具体内容方面存在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两

者是不同的编写者，在引述法规的时候，更新程度不同，有

的部分注会已经更新，但注税还没有；有的部分注税已经更

新，但注会却还没有。另外，两者在讲解的内容上具体范围

也略有不同，有的注税讲了，注会不讲；有的则刚好相反。 

在三税中，税代最难，难度与法律不相上下，这一科，我的

感觉是怎么学也不管用，看书吧，看了N遍，跟没看一个样

；听课吧，一听全都会，可一做题就傻眼。很是郁闷，好在

税I、II的基础还算不错，所以能侥幸蒙过税代。这也说明，

税法学好了，对税代是很有帮助的；否则，对税法掌握不好

，那税代基本没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