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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考试，同年通过注会之《经济法》，03年通过注会《税法

》，《审计》，04年通过注会《会计》，《财务成本管理》

，05年参加并通过注税考试，至此我的考证之路暂告一段落

。 我觉得参加会计类考试，须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有能坚持

下来的决心，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使会计师考试，也须相当

的时间和精力，有些朋友是三分钟热血，忙着报名，忙着买

资料，忙到最后，或觉得考试尚早，将一切束之高阁，或匆

匆看几页后，很是难懂，亦将一切束之高阁（这不是看小说

，一遍就能有个大概）。我想，如果能将报名时的热情坚持

到考试，成功离你也就不远了。学累了是需要适当休息，闲

得久了，便不要以效率低为借口拒绝学习，哪怕一晚上只能

看一段，也要坚持，习惯了，效率也就高了。 二、保持良好

的心态，“夫学须静也，才能学也”，不能急，也别总想着

考出证来怎样怎样（这是在你下决心考证之前要考虑的）。

常有朋友问是否应辞职专门为考试，这主要看你的心理承受

能力，如果辞职以后不能达到你希望的考试结果而你又能接

受的话，可以考虑（谨慎性原则），就我个人认为，没决心

考证之前这份工作你还能接受，便不要辞。如果不辞职，工

作一定要少有毛病，换句话说别因考试而太影响工作，受到

批评或其他处分，会大大影响你的心态。 三、如何报考？这

也是许多朋友常关注的问题，这要结合自己的基础、每天可

以用来复习的时间及报考科目组合三要素综合考虑，前两项



因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至于科目组合，如果不

报全科，一是尽量别安排一天考两科，二是注税的《税法一

》、《税法二》、《税务代理实务》（这三科可作一科复习

）注会的《会计》、《审计》一起考，效果不错。 四、这是

顺便说的，尽量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起码应有高度适

中的书桌、比较舒适的椅子、光线柔和的台灯、书写流利的

笔及按键灵敏的多功能计算器，我在看书时桌上常备有热荼

、香烟、铅笔、直尺，伸一伸腰，点燃一支烟，喝一口热荼

，对我来说，非常有助于缓解和思考，但在做题时后四样统

统撤掉，能看出结果的不按计算器，能按出结果的不在纸上

写，看书的目的是学会，做题是把学会的考出来，两者有时

是不一样的。 下面谈一谈我是如何复习税法的 报名后一段时

间内没书，2004年注税教材又很难得到，因此我便去书店购

买了2004年注会税法（我建议准备参加考试的朋友别介意买

书的几个钱，教材年年都有变动，不要因小失大），这样在

新教材到来之前，我已经将注会税法看完了。 我的学习因新

春佳节而暂告一段落，春节过后，因单位更换核算系统，各

种培训及准备工作让人焦头烂额，可以用来学习的时间少的

可怜，如何提高学习效率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不得不把

《税法1》、《税法2》、《税务代理实务》合三为一，即学

习完税法的相关税种，接着便看实务中的纳税申报代理实务

和纳税审查代理实务，这样，当我学习完《税1》、《税2》

后，《代理》也看得差不多了，现在想来，这种方法应该不

错，大家可以一试。 税法1、2在税法考试中相对简单，因为

税法1中肯定不会涉及到所得税类内容，税法2中及便涉及到

流转税内容，其难度也会大打折扣，而代理则不然，考的可



以说是税1和税2的综合，更要命的是代理教材编的实在是烂

，因此我认为，复习税1、2应以基础为主，准备代理考试应

将税1、2有机结合，应重点掌握如何计算税，如何发现单位

纳税申报中的错误并加以纠正，绝不能只看书，即使你把书

背下来了，代理还是考不过的。 再谈一谈如何利用时间的问

题 今年考试复习期间，周未基本不休，而且晚上经常要加班

到10点以后，当然即使工作时也总会略有空闲，只不过不能

捧本书看就是了，不得已我就在有空时努力去想，想想今天

学的、想想昨天或近来学的，是否我能记住，是否有记不清

的内容，有时自己的思路顺着教材的目录走，第一章讲的是

什么，第二章讲的是什么等等。实在想不起来了，再找时间

看书。这比简单的看书学习要累得多，当然效果也要好的多

。 下面我谈谈会计与法律的学习经验 和许多朋友一样，我也

犯了轻视会计的错误，原因很简单，注会考了三年，会计和

财管也考了三年，2002年和2003年都是50多分，直到2004年才

分别以65分和71分通过，经过三年的折腾，书都快背下来了

，一看注税书，容易，就没当回事，结果一拿到考卷，每题

都会作，但都不能很快作完，当时济南天又特热，我一边擦

汗，一边企图使自己镇定下来，我足足用了二十分钟才使自

己恢复常态，考试结束时还有一道计算一道综合没作，估分

觉得应该过，成绩出来，84分，侥天之幸。 这个错误差点让

我再来一年，总结经验，我认为应注意以下两点： 一、要对

会计予以高度重视，特别是考过注会的人，勿以注税会计简

单而不学，我有个朋友，执业注会，2002年参加注评考试，

也是会计没过，现在我知道他为何没过了；百考试题与您一

起关注 二、具体学习过程中要注意训练答题速度，看2005年



试卷，几乎每道题都包含几部计算，一定要准备多功能计算

器并能熟练使用。 至于税收相关法律，普遍反映是比较简单

，简单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用较少的精力通过，而是在同样精

力下，通过的把握更大一些，学习相关法律，一是要把精力

多用在平常，该记的记，该背的背，尽量别寄希望与考前突

击，除非你有相当的记忆，否则仅靠考前突击，无法真正理

解法律内涵，还容易影响其他科目。二是要注意行政法、民

商法及刑法之共同点（比如各法都具有主体、客体、内容，

都具有实体法、诉讼法、处罚法，都具相应时效等等），结

合起来理解记忆，学习会更简单。 再谈一谈如何制订学习计

划 我个人在制订学习计划时，通常注意以下几点： 一、制订

学习计划要留有余地，要充份考虑到可能的交际应酬与必要

的休息娱乐，参加注税学习考试要占用大量的业余时间，但

为了考试而不要生活，这种想法本身就不现实。 二、保证按

期完成学习计划，因为在计划时就留有余地，所以必要的应

酬通常不会影响我学习过程的政党进行，在保证学习质量的

前提下，总是提前完成任务，心中为此常有成就之感。 三、

计划应适时调整，调整后的计划任务应有所增加而非减少，

这样通过考试的把握才能更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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