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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AD_E7_BA_A7_E7_c67_492113.htm 很多考生认为，《

经济法》这门课相对于会计、财务管理来说是比较容易的科

目，因而不必花太大精力。事实上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误区。

一方面，《经济法》在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与其他

两个科目一样各占100分，地位相同，没有任何理由轻视它。

另一方面，《经济法》比其他科目并不容易，每年的会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经济法》过关率并非明显高于其他科目。

再一方面，之所以很多人认为《经济法》这门课比其他科目

比较容易，是因为参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考生大多是

非法律专业的学员，并不了解法律学科学习的规律，误以为

《经济法》就是背一背而已。事实上，《经济法》考题“一

看就会，一答就错”，考试成绩往往比自己估计的分数低很

多。鉴于此，了解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经济法》考试的

概况和复习规律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级《经济法》命题规

律总结 1.点多面广 《经济法》科目点多面广，需要记忆的内

容很多，几乎整本书全要记，但决非死记硬背。经济法考试

的特点之一是试题涵盖了考试大纲以及辅导教材所有章的内

容。特别是非法律专业考生，平时对法律的了解和接触不多

，基本上属于“空白”。考试中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

选择题、判断题和综合案例分析题，中在理解基础上的应用

，并没有填空、简答、论述等死记硬背的题目。 2.综合性强 

中级经济法综合题所占比例明显增加。2007年中级经济法考

试大纲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删除了有关税法的内容，其他章节



在内容的安排上向CPA考试《经济法》靠拢。综合题以较复

杂的案情、较长的内容为特点，要求回答的问题难度较大，

综合性强。尤其是跨章节出题，大大增加了难度和复杂程度

。试题在考核考生对法律具体规定把握的基础上，注重考核

考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实际应用能力。所以经济法试题除

综合题体现了较强的应用性之外，在单选题、多选题和判断

题中亦体现了一定的应用性。针对综合题而言，跨章出题、

法律关系复杂、隐蔽性强的出题趋势越来越明显。面对这种

情况，要求应试人员具备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一般问题

及处理问题的能力，从掌握的信息中识别相关信息，以简明

的方式提供比较优秀的方案。在复习中应当注意相关章节之

间的联系，注意彼此间的区别与联系，特别是弄清区别的原

因。在面对一道具体的试题时，首先要认真阅读，充分发现

试题中所述事实与问题之间的关系；其次，迅速回顾已掌握

的相关法律规定，依分析事实与问题之间的关系，找到解题

的切入点；最后，用准确、精炼的语言回答问题。 3.突出新

内容 突出新规定、新内容。经济法教材具有多变性，《经济

法》教材要依据国家立法活动，及时增加新的法津规定，修

改内容，使之与国家法律及规章制度相吻合，适应经济活动

的需要，这当然也会在命题中反映出来。考试中，几乎每年

新调整的内容都是当年考试的重点。所以，要求考生加强教

材中新规定、新内容的学习和掌握。 4.注重熟练程度 注重考

生运用知识的熟练程度和综合分析能力，这集中反映在考试

的题量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题量

有所增加，要求考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熟练运用知识，快

捷解决和处理问题，否则要想胜利通过考试也是有一定的难



度。因此提醒了广大考生在平日学习过程中要牢固掌握基本

知识，做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二、中级《经济法》复习

方法与应试建议 （一）考生在复习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建

议考生认真阅读中级经济法考试大纲，特别应当掌握和了解

考试大纲规定的“基本要求”和“考试内容”，有针对性地

复习。对于“基本要求”，要注意区分掌握、熟悉和了解三

个层次的不同要求。掌握的内容要求考生对相关知识点全面

、系统掌握和熟练运用，并能够分析、判断和处理实务中相

关的问题；熟悉的内容，要求考生对相关知识点准确理解和

运用，并能够解决和处理实务中相关的问题；了解的内容，

要求考生对相关知识点做到一般性理解即可。在复习备考中

，考生应当在考试大纲确定的考试范围内全面掌握“考试内

容”，同时应当熟悉“考试内容”中涉及的法律、法规、准

则、制度以及相关规定等。 在备考、复习的心态和方法上，

应当注意： 首先，考生要树立信心，建立起一次考过的心理

准备，不要因为内容调整而有畏难情绪。《经济法》内容易

变，今年内容调整较大，这并不能保证明年就不变了。应当

在战略上蔑视、战术上重视《经济法》，这样才会有一个好

的心态。鉴于考试范围不会超出大纲的内容，所以考生复习

应紧扣大纲，精读教材，同时参考辅导书。一本好的辅导书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哪些部分容易出题，出什么样的题，按

照大纲的要求需要掌握到什么程度，从而可以带领考生走上

捷径。 其次，去年没有考过的考生，要争取将去年的内容忘

掉，不要带着旧内容的痕迹来准备今年的应考。因为今年考

试大纲的内容调整太大，很多细节都变了。为此，千万不要

用去年的教材和复习资料，以免产生误导。 再次，注意经济



法的特性，一是记的内容较多，但决非“死记硬背”！ 经济

法确实需要大量的记忆，但不能枯燥地死记硬背。学习的方

法有：一是要注意多归纳，往往好多章节的一些有关数字、

时间、比例等具有可比性，通过联想、画表、找异同点等方

式来提高学习效率。二是多举例，很多命题和法律规定，并

不需要你原封不动地背过，而是只要自己知道基本思路即可

，通过举例不仅真正领会法律规定，而且在面对考题时往往

会知道如何想如何答。三是多做题，举一反三，在重复中记

忆。比较相关内容、做题，是经济法的记忆诀窍。 最后，重

点章节着重下功夫。《公司法》、《合同法》、《破产法》

、《票据法》历来占分比较多，应重点学习。重点章中还有

重点内容，例如公司董事会、股票债券发行条件等，属于必

须掌握的内容。新增加和新修改的内容往往是考试重点。例

如一人公司、独立董事等。 （二）各类题型的特点与答题思

路 1.单选题 单选题中，1/3左右的题目是根据法律条文“直接

”命题，或者把不同章节或条款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进行

命题；2/3左右的题目则以小案例的形式“间接”地测试有关

法律条文。这就要求考生在复习过程中不仅要记住某些关键

点如数字，而且要学会如何运用法律条文进行具体分析。解

答这类题，注意两点：一是单选题考生普遍认为比较简单，

但我们认为在应试技巧上应当“高度重视”。因为它“简单

”，所以只要你细心很容易得分，甚至得满分；稍微一粗心

，就可能失掉不该失掉的分。二是要注意切莫对单选题过于

自信，避免看到第一个选项正确为节约时间就不再看下面的

选项。一定要把全部选项都看完再进行选择。 2.多选题 多选

题有4个备选项，考生只有100％地选中正确答案才能得分，



不选、多选、少选或者错选均不得分。多选题一般情况下每

小题涉及几个考点，因此考生要想在多选题得较多的分数，

在平时复习过程中必须对相关考点进行总结、归纳和比较。

对于莫棱两可的多选题，可试用“排除法”，即在四个备选

项中，至少有两个以上的正确答案，所以只要成功地排除掉1

－2个错误答案，剩下的肯定就是正确答案。 3.判断题 判断题

要求考生针对一个问题的是非进行判断，标准应当是非常清

楚的。对这类题目，考生应注意两点：首先要注意判断题的

评分标准，判断正确的得1分，判断错误的倒扣0.5分，不答既

不得分也不扣分。尤其要注意，扣分最多扣至本题型0分为止

，不会殃及其他题型的分数。其次，对判断题一般要关注题

目对法律规定的表述是否“准确”，如常见的判断题往往将

法律规定中的“应当”改做“可以”、或者省略法律规定中

的某些“例外”等等。对没有把握的判断题，考生最好坚持

“谨慎原则”。 4.综合题 解答综合题要注意四点。第一，要

信心十足。每个综合题都有四、五个小问题，这些小问题基

本是相互独立的。因此，所有小问题都答错的概率很小。第

二，要认真审题。审题是答题的一半，题审不对就不可能答

对。尤其要注意的是，一个题一般至少要审两遍，第一遍了

解题的主旨，第二遍根据题后问题去题中寻找有关信息。审

题时不妨将题中的关键信息用笔做上标记。第三，构思答案

时，脑子中的备选答案要周全，切忌脑海中只有“肯定”和

“否定”两个答案，想一想是否有第三种可能。如问“合同

是否有效？”其结论除了“有效”或“无效”外，是否存在

“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可能。第四，答案的设计一定要简洁

、准确。结论要准确，理由要简洁，既要准确表述法律依据



，又要恰当阐述事实根据。 会计职称考试属于国家标准化考

试，在应考和考试当中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是真刀真枪的较

量，所以，只要大家报了名，认认真真的看书，仔仔细细的

做题，我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定会取得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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