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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ACCA还是在大学时候，当时章柯先生去人民大学作ACCA

的介绍，作为会计专业的学生，我对这个资质认证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因为报考了CPA，左右

思量还是没有在那个时候注册成为ACCA学员。 大学毕业后

，我放弃了保送研究生的机会进入了普华永道工作，这个决

定其实也渗透了ACCA对我的影响。当时我的考虑是，如果

能够在事务所积累些经验，同时能够通过ACCA的学习，在

合适自己的时间里学习到更适应社会需求的知识，这种经验

和理论的结合，可能会胜于用3年时间完成研究生学业的所得

。 时光荏苒，从事务所离开之后，我终于注册了ACCA会员

，报考了2004年6月的考试，在工作之余踏上了我的ACCA路

程。我希望通过参加ACCA的学习去总结归纳从事务所得到

的经验，并吸取更高层次的知识，进一步的提高自己。 我

的Paper 3.1经验 其实3.1能够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我自己也很惊

讶，因为考试之后的感觉很不好，很多points都是回家路上才

想起来的。也许就像一位考生说的吧，“ACCA是永远不能

预测输赢的战场”。 3.1是全球通过率最低的一门考试，我认

识的几个学员提起3.1就很头痛，有的人前几门考的还比较顺

利，到了3.1却屡战屡败，耽误了时间，自信心也很受打击。

可是因为2.6审计是必考项目，3.1又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如果

不考虑难度，3.1又是很多考生的倾向选择的课程。内容连续

性的优势和历年都较低的通过率使paper3.1成为很难抉择的一



门考试。 一些考生会觉得，考paper3.1非要有审计经验才可以

，我觉得并不尽然。审计经验的作用主要是提供一个背景环

境，如果曾经作过那些流程的话，在理解知识点上面的确会

有一定优势，但是如果没有那些经验，学习上面也并不会遇

到很大的障碍。如果说有所帮助的话，审计经验可能更有助

于2.6的学习。 3.1《审计与认证业务》之所以感觉难度较大，

一则审计是ACCA比较注重能力培养的一个方面，毕竟ACCA

是一个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资格考试；二则3.1是第三阶段的第

一门考试，侧重更多的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第

二阶段的考试有很大不同。如果按照准备第二阶段考试的方

法来准备第三阶段的考试，显然是不充分的。所以对于同时

备战2.6和3.1的同学来说，融会贯通两门课程的知识是很有益

的，但是也一定注意要分析两门课程的不同点，不要用2.6的

思路来回答3.1的问题。毕竟，2.6更注重书本知识的掌握，比

如具体测试程序，而3.1则是更为广阔的审计思路的锻炼和案

例整理分析能力的培养。 对于学习而言，3.1的内容比较琐碎

，知识点的分布很广，很容易觉得杂乱无章没有头绪。看历

年考题的时候更觉得没有章法，经常是自己的思路和考官答

案完全不一样，更是和2.6的思维逻辑迥然不同。如果正在备

战的考生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正常状态，而我觉得这

也正是备考的关键所在，就是克服自己急躁、沮丧、迷茫、

甚至孤独的等等的心理状态。如果说参加ACCA的学习是对

自己的提高，通过ACCA的考试是对自己的挑战，我觉得，

战胜ACCA考试的途径首先就是要战胜自己，要对自己的能

力树立信心，这才能积极的迎接考试。调整好心态之后，考

试知识以及技巧的掌握都是可以通过多加思维的训练来加以



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平和的心态是面对3.1考试的关键因素

。 当然，要通过考试，分析历年考题也是通过考试必不可少

的环节。第一遍做题的时候思路和答案不同是很正常的，中

国人思维方式和欧洲人本身就不尽相同。这时候要注意分析

标准答案的切入点，理清里面的内在逻辑。多分析几套题就

会发现，其实3.1是逻辑性很强的一门考试，并不是刚开始时

候的感觉的漫无章法。举例而言，对于audit planning的问题，

思路就是先从IR、CR、和DR，从entity level 和 entry level分析

风险，然后是根据风险水平评价内部控制，找到key control

points, 而后确定material level对整体审计风险进行控制，而后

根据案例的具体情况进行 preliminary analytical review 或/和制

定更具体的logistics 以及 audit approach。当然，还应该关注是

否有group audit 之类的线索。自己分析出清晰的思路后，不

仅考官的答案容易理解了，自己在作case study的时候也就比

较有把握了。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作为第三阶段的考试，发

散思维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很重要。比如在对business risk

和 financial statement risk的分析，不仅要求在很短的时间迅速

找到题目隐含的线索，并由这些线索想到可能承受的风险，

还要能够联系到财务报表可能受到的影响。通过分析历年考

题来加强这种锻炼，不仅对通过paper 3.1的考试很有帮助，而

且会使自己思维方式的条例化和逻辑化也能够得到很大的提

高。所以ACCA不仅是一套提供专业知识的体系，更是提高

自身管理素质、沟通技巧和思维逻辑的最佳渠道。 以上的考

试经验，希望对ACCA的同学有所帮助。回顾注册成为ACCA

会员到现在的历程，我深切的感受到，自己从ACCA里面学

习到的知识技能要远远超过比我最初设想的收获。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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