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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基础》 《经济法基础》是全国初级会计专业技术资

格统一考试的两门科目之一。本书将这门课程的基本内容及

应试要求针对参加2009年初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考生

作如下介绍： 一、教材基本结构框架 经济法基础教材共分8

章，包括经济法和税法两部分，重点是会计法、流转税法、

所得税法和支付结算法律制度。 往年考题的经济法部分与税

法部分的比例大致是7∶3，从2007年开始，初级经济法教材

进行了重大调整，增加并补充了税法的很多内容。2007

、2008年经济法部分与税法部分的比例是3∶7，预计2009年基

本不变。各章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章《经济法概论》：经济

法概念和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内

容和客体种类；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仲裁和诉讼的区别；

诉讼管辖与诉讼时效；违反经济法的法律责任。 第二章《会

计法律制度》：会计工作管理体制的规定；会计核算、会计

监督的法律规定；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违反会计法律制度

的法律责任。 本章是历年综合题考试的重点，内容较分散，

小知识点较多，必须结合会计实务和有关案例来学习。 第三

章《税收法律制度概述》：税收的特征；税法分类；税法的

构成要素；现行税种。 第四章《流转税法律制度》：增值税

、消费税、营业税、关税共四个税的税法规定。 本章历来是

计算分析题（简答题）的出题重点：如增值税的各项计算，



包括销售额的核定；准予抵扣项目和不准抵扣项目；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领购、使用等方面的规定；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计税价格的计算；营业税的税目、税率及营业额的确定方法

。 第五章《所得税法律制度》：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共

两个税的税法规定。 企业所得税是历来考试计算分析题的出

题重点。如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税收入项目、不征税收入和

免税收入项目、准予扣除和不得扣除的项目、亏损弥补、资

产的税务处理、应纳税额的计算；个人所得税各税目计税依

据、各税目应纳税额的计算。本章内容较多，应通过多做练

习来加以掌握。 第六章《财产、行为和资源税法律制度》：

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车辆购置税、土地增值税、资源税共九个税的税

法规定。 第七章《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税务登记管理

和纳税申报；税款征收方式和措施；税务检查；纳税人违反

税法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八章《支付结算法律制度》

：填写票据和结算凭证的基本要求；申请开立银行账户的基

本条件；有关票据的法律知识；结算方式的基本规定及相互

区别。 本章内容较多，有些不易理解，考生要注意与实际工

作联系起来掌握。 二、题型、题量及答题要求 （一）题型、

题量 从近两年的考题来看，《经济法基础》考试题型有五种

：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计算分析题、综合题

。题型、题量分布如下： 题型 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 判断

题 计算分析题（简答题） 综合题 合计 题量 25题 20题 10题 3

题 1题 59题 分值 25分 40分 10分 15分 10分 100分 （二）答题要

求 上述题型中，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属于客观

题，共55题，占75分，答题只需要在答题卡上填涂正确信息



；计算分析题、综合题属于主观题，共4题，占25分，答题需

要在答题纸上回答问题。解答各种题型的问题时应注意以下

事项： 1.单项选择题（25个题，共25分） 单项选择题是各类

题型中难度最小的一种题型。由于此类题型的四个备选答案

中只有一个答案是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考生在考试时可以

广泛应用“排除法”进行解题。命题者在出题时为了凑足四

个备选答案，有些备选答案往往就显得荒谬和拙劣，将那些

荒谬的、显然是不正确的备选答案予以剔除，剩余的就是正

确答案了。如按照上述方法将不正确的备选答案剔除一项或

两项后实在无法再加以剔除时，则可考虑采用“猜测法”，

即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选择一个你认为最为正确的答案，而

此时排除的备选答案越多，猜测正确答案的成功率也就越高

。哪怕确实无法猜测时，也绝对不要轻易放弃。因为放弃不

答永远都不会得分的，而即使答错了，也不会倒扣分的。另

外，由于此类题型相对较为容易，考生应当在较短的时间内

作出解答，尽可能多得分，并注意合理分配时间（一个单项

选择题往往在数秒钟或数十秒钟内就应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此题型中过多占用时间，即使答对了也仅得1分，是得不偿

失的。 2.多项选择题（20个题，共40分） 根据考试要求，多

项选择题的四个备选答案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答案符合题

意，考生多选、少选、错选、不选都不得分。相对单项选择

题而言，其考试的难度较大，不易得分。考生在回答此类题

型时也可采用排除法。因为此类题型至少有两个备选答案是

正确的，将不正确的备选答案排除后，剩余可选择的备选答

案就少了，正确率也就相对高了。 3.判断题（10个题，共10

分） 根据考试要求，判断题每小题判断正确的得1分，判断



错误的扣0.5分，不判断的不得分也不扣分。因此，考生在做

此类题型时，应慎重作答，对有把握的题目应毫不犹豫地回

答，而对似是而非自己又没有十分把握的题目宁可放弃，也

不要凭想像或感觉猜测，以免失分；另外，由于法律规定中

有一些除外规定，如“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法律另有

规定者外”，或者有 “一般”、“原则上”等词语，故试题

命题中如有“无论”、“全部”、“一定”、“在任何情况

下”等绝对性词语时，通常可以认为这一命题是不正确的；

相反如在试题命题中含有“一般”、“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

”等非绝对性词语时，考生应格外注意，仔细判断。同时，

还应注意判断题应就整个完整的命题加以判断，只要完整的

命题中有一处有误，整个命题就应该判断为错误。 4.计算分

析题（3个题，共15分） 此类题型主要集中在“流转税法律制

度”（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所得税法律制度

”（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一道计算分析题往往

有几个计算要求，且有一定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前一步的计

算结果将影响到后一步计算的正确性。因此，考生在回答计

算分析题时，应注意： （1）一定要分步列式计算，不要用

一个长长的算式一次答出。这样，即使其中有一个步骤的计

算错误也不会导致失去整题的得分。 （2）答题的准确性，

包括答题程序的准确性和答题内容的准确性。答题程序的准

确性，是指先答什么，后答什么，答题的先后次序不对就可

能影响结果的准确性；答题内容的准确性，是指试题问什么

就答什么，没有要求回答的，就不要回答，更不能画蛇添足

乱答一通。 （3）在几个计算要求中，能够回答的应尽量回

答，即使明知前一步骤计算结果是错误的，在回答后面的一



个计算要求时不要受其影响，仍然按正常的答题思路回答，

并列出本步骤的计算列式，这样也可以尽可能多的得分。例

如，在计算增值税时，应当按照以下思路分步骤计算：①计

算销项税额；②计算进项税额；③计算当期缴纳增值税税额

＝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5.综合题（1个题，共10分） 综合题

的答题要求较高，其目的是考核考生运用法律规定的分析判

断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实务操作能力，由于涉及的概念和

法律规定较多，且将不同章节的内容联系起来进行考核，是

本课程考试难度最大的一种题型。在考试命题时，综合题的

叙述文字较多，涉及的法律关系又较为复杂，有些考生乍一

看题目，就会感觉头脑发昏，理不出头绪，越看越乱，无从

落笔，既影响情绪，又浪费时间。在综合题答题时建议考生

先看综合题的答题要求，因综合题往往会问几个问题，每个

问题又问得很明确。看了答题要求后，就会知道本题的考核

要求和重点，然后带着这些问题有针对性地去审题，迅速找

到题目中的相关要点，并在一些重要的关节点和词语上作上

相应的记号引起警示，这样既能抓住破题的要点，又能节约

时间。综合题的答题技巧是很重要的，既不能过于简单，也

不能思路混乱。一般而言，对综合题中所提的问题，可以采

用逻辑上的“三段论”予以回答： 第一步，做出正确的判断

结论（即回答某行为合法或不合法）； 第二步，引述具体的

法律规定（不必指出具体的法律条文，只需写明“根据法律

规定”或“根据规定”即可，并讲明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

； 第三步，将题目相关内容对比法律规定，以此论证判断结

论。另外，在答题时应注意语言表述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并

善于运用法律术语和规范语言答题。 三、各章命题规律总结



1.每章有题目，但重点突出 2007年、2008年占比重最大的仍是

税法（包括税收法律制度，流转税法律制度，所得税法律制

度，财产、行为和资源税法律制度，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

共五章）；其次是会计法律制度、支付结算法律制度和经济

法概论。 从近两年的考题来看，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

判断题等客观性试题，基本上涉及了每章的知识点。但计算

分析题（简答题）和综合题等主观性试题，其分布则有明显

的倾向性，集中在第二、四、五、七、八章。 2.计算分析题

、综合题考点集中 计算分析题连续两年涉及税法，且主要是

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计算

，因此考生平时要加强各税种计算题的训练；综合题（案例

分析）主要集中在会计法律制度、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

可与重要税种结合）、支付结算法律制度上。 3.主观题案例

化 就计算分析题、综合题而言，近两年的考题无论出自哪一

章，共同特点是：不再考死记硬背的条目，而是采取小案例

的形式，以考查考生活学活用的能力。 4.基础知识占比重较

大 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判断题共75分，这部分考题除

涉及具体税种的计算、应用之外，大多数题目都是基础知识

，不需要灵活操作，只要求准确记忆。 四、各章重点、难点

知识点 1.每章有题目，但重点突出 第一章《经济法概论》： 

重点内容：法的特征和形式；法律规范的分类；法律关系的

要素；仲裁的基本原则；仲裁的适用范围和效力；仲裁裁决

；行政复议的适用范围和排除事项；行政复议参加人员和行

政复议决定；诉讼的管辖；诉讼时效与判决；法律责任的种

类等。 难点内容：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法律规范

的种类；仲裁的基本原则与适用范围的确定；仲裁和诉讼的



区别；行政复议的适用范围和排除事项；诉讼管辖与诉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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