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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考试题型相对稳定，每年均采用单项选择题，多

项选择题、计算题、综合分析题四类题型。历年试题总量均

为90个题目，其中，单项选择题40道题，多项选择题30道题

，计算题2道大题8个小题，综合分析题2道大题12道小题，从

历年命题来看，具有如下特点： 1.全面考核又有所侧重 《税

法（一）》有八章的内容，每章的内容都在考核范围之内，

每章每节都有试题，覆盖面相当宽，但又不是平均出题。命

题范围紧扣大纲，按掌握、熟悉和了解的层次，分别占60%

、30%和10%；如果对教材内容达不到一定的熟悉程度，是难

以获得较好的成绩的。 2．重要知识点出题覆盖率达60% 按试

题难易程度划分，中等到难度水平的题目占60%，较易水平

的占20%，较难水平的占20%。《税法（一）》历年考试的重

点都是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这三章内容，对重点、难点

几乎年年考，如增值税税额的计算、视同销售的项目、不能

抵扣的进项税额、抵扣进项税额的时间、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出口退税等，因此学习过程中要注重对知识体系的全面系

统掌握。 3．考试的综合性较强 考试越来越注重对能力的考

察。这种考察，主要体现在综合题上，综合题涉及多个知识

点，并且各个知识点的关联度较高，通过对这类题目的考核

，可以了解考生在掌握每个知识点的同时，是否还具有融会

贯通地综合分析和综合运用能力。由于纳税人在日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中，常常会涉及多个税种和诸多税收政策，这就要



求考生在复习中能全面理解税收政策，做到融会贯通，能够

较好地掌握各个税种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4．注重理论联系

实际 注册税务师考试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求考生在具备一定

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的基础上，能够正确运用政策去解决实

际问题，因此考试着重考察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为了达到

这个目的，命题人往往在综合题中，给出许多信息资料，阅

读量较大，有的信息甚至是不相关的，这就是要求考生能够

从题目所给出的信息中挖掘出有用的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打

开做题的思路。 此外，《税法一》试题的难度加大，主要表

现在： 1.增加隐蔽考点 在试题的一个已知条件中包括多个考

点，其中有显性化的考点，考生都会注意，但在这背后，又

有多个较隐蔽的考点。如2004年综合题（一）中的第二笔业

务给出的条件是，从农业生产者手中购进自产的农产品和从

一般纳税人企业购进同样的农产品，从表面上看是要计算进

项税额，这是显性考点。由于将购进的农产品运往甲厂委托

其加工酒精，同时甲厂未代收代缴消费税，因此，许多考生

可能会忽略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组成计税价格的确定，有些

考生考虑了委托加工业务的组成计税价格，但确定材料成本

时又可能忽略成本、进项税额与购进价格的关系。 2.增加陷

阱 试题中给出的已知条件有的是有用的，而有些是无用的，

要求考生自己分辨取舍，如2004年综合题（二）中的第九笔

业务，纳税人用银行存款和库存的外购材料对A企业投资，

用一块土地和一栋厂房对B企业投资，用银行存款、土地和厂

房对外投资，不涉及流转税的计算，这三个条件是迷惑考生

的，用外购的材料对外投资属于增值税的视同销售业务，要

计算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3.增强关联性和综合性 试题更注重



考核注册税务师应具备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要求考生能

够运用政策去解决实际问题，加强税收制度与财务会计制度

的关联性。如2004年综合题（一）第十笔业务，反映计入营

业外支出的各种损失，包括从农民手中购进的玉米发生霉烂

，发生损失38140元，由于玉米市场价格下降发生存货跌价损

失1100元，丢失过滤器一台，固定资产账面成本5600元。这

些损失业在会计处理上均在营业外支出核算，但税收制度规

定却不同。首先要按照税法规定确定非正常损失，外购的玉

米发生霉烂和外购过滤器丢失属于税法规定的非正常损失，

而存货跌价损失不属于非正常损失；其次要对非正常损失外

购货物负担进项税额进行正确处理。由于以原材料购进玉米

的进项税额已经抵扣，因此在发生非正常损失时要作进项税

额转出处理，而以固定资产购进的过滤器的进项税额已经计

入固定资产成本，未在当期抵扣，发生损失时则不作进项税

额转出处理。 再如综合题（二）给出的已知条件，几乎囊括

了一个生产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业务，包括原材料的

购进、原材料的领用、资产的清理、对外投资、利润分配和

从被投资分回利润等各种业务，考生要对这些已知条件进行

有效地分析，正确运用已知条件解答各个试题。该纳税人的

上述业务涉及了流转税的多个税种、多项政策，各个税种之

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就要求考生能够全面理解税收政

策，融会贯通地运用各项税收法规，综合处理实际问题。其

中第十一笔业务，反映了纳税人分回投资收益的会计处理，

在投资收益账户的对应科目反映银行存款470000元，原材

料155000元，银行存款增加不影响流转税的计算，只影响应

纳税额的确定，而原材料的增加除了影响所得税外，还增加



本期进项税额，从而影响应纳增值税税额的大小，如果考生

不通晓财务会计知识，是无法正确进行税务处理的。 4.加大

计算量和计算过程 每年教材新增加内容均为考试重点，尽管

考试有一定的难度，但不过是一本书而已，所以伴随着考试

次数的增加，考点越来越细化，并且加大计算量，以加强对

知识掌握熟练程度的考核。 单项选择题中计算性试题的比重

逐年加大，由40%增至55%以上，并且计算过程复杂，如2004

年第8题：某烟厂为一般纳税人，2003年将从某国有农场购进

自产的烟叶委托甲企业加工细烟丝，收购凭证上列示的购进

价格为96800元，支付运费1500元（取得符合抵扣规定的运费

发票），支付不含税加工费14500元，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本月收回加工的已税烟丝，全部对外销售，取得不含税销

售收入170200元。本月取得的相关凭证已通过认证，该烟厂

上述业务应纳增值税和消费税合计（ ）元。 A.56684.71

B.62122.86 C.107744.71 D.59401.85 此题只是个1分的单项选择

题，但如果要选出正确答案，需要计算从农业生产者手中收

购自产农产品形成的进项税额，（96800×13%=12584），购

进货物发生运费形成的进项税额（1500×7%=105），接受应

税劳务负担的进项税额（14500×17%=2465），销售应税消费

品时应纳的增值税[（170200×17%-（12584 105 2465）=13780]

和消费税{[96800×（1-3%） 1500×（1-7%） 14500]÷

（1-30%）]×30%=42904.71}，答案为合计（56684.71=13780

42904.71）涉及了第二、三章的内容。一个小选择题都需要进

行较繁琐的计算，要占用一定时间。 多项选择题中出现4个

计算性试题，且每个考题涉及多个考点，如2004年第42题，

某人居住地在甲地，2003年9月销售2002年12月在乙地购买的



普通住宅（买价为150000元）取得销售收入187000元，将一台

载货汽车出租给某单位（机构所在地在丙地），每月租

金8000元，本月承租方对汽车进行了检修，发生检修费1000

元，按合同规定，从本月租金中扣除，本月实际取得租

金7000元，转让一项专利技术给某机车厂（机构所在地在丁

地），取得收入36000元。下列表述正确的有（ ） A.本月应

纳营业税2200元 B.本月应纳营业税2250元 C.本月应纳营业

税4050元 D.纳税地点分别为甲地、乙地，转让技术在丁地由

机车厂代扣代缴 E.纳税地点分别为甲地、乙地 考核点包括：

（1）本月应纳营业税的计算，需要正确确定营业税的计税依

据：销售不动产营业税的计税依据，出租业务营业税的计税

依据；（2）营业税的税收优惠；纳税人销售购买的房屋，居

住满一年的，免征营业税，未超过一年的，按差价计算营业

税，转让专利技术免税；（3）营业税的纳税地点。 税法（

二） 《税法（二）》试题题型分为四种，有单选题40小题40

分；多选题30小题60分；计算题2小题，8个问题16分；综合

分析题2小题，12个问题24分，总计90道题，140分。考生在答

题卡上填涂答案，阅卷由计算机完成。 1．试题面广，重点

突出，题干复杂、难度大 基本涵盖了考试大纲及指定教材所

确定的考试范围，既考核了考生掌握知识的广度，又考核了

考生掌握知识的深度，体现了注册税务师考试的特点。 《税

法（二）》教材共分七章，除1999年版教材为12个税种外

，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版教材均为10个税种

，2005年及2006年版教材均为9个税种。其中“企业所得税、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题

量及分值情况分别为：2000年出题71小题，分值为114分，占



试题比重的81.43%；2001年出题77小题，分值为121分，占试

题比重的86.43%；2002年出题82小题，分值为128分，占试题

比重的91.43%；2003年出题70小题，分值为110分，占试题比

重的78.57%。 其余三章共涉及六个税种（1999年为七个税种

）涉及题量及分值情况分别为：1999年出题23小题，分值

为37分，占试题比重26.43%；2000年出题19小题，分值为26分

，占试题比重的18.57%；2001年出题13小题，分值为19分，占

试题比重的13.57%；2002年出题8小题，分值为12分，占试题

比重的8.57%；2003年出题20小题，分值为30分，占试题比重

的21.43%。 这种分布体现了突出重点，覆盖面广的特点。且

历年考试呈现出难度逐年加大的趋势。如2000年试题相对

于1999年试题难度较大，2002年试题相对于2001年度试题难度

加大，主要体现在题干复杂、考核点多。在2002年，计算题

第（一）题为计算个体工商户的个人所得税考核中，分值为8

分，4个问题，每个问题4个备选答案，但在题干中直接给出

条件为20个，潜在知识考核点10个。如何在这样复杂的条件

下，作出正确的判断与分析，对考生来讲的确是个考验。而

且4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如有一处答错，其他几个问题就会

受影响，所以试题难度较大，得分非常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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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