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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AD_A3_E5_85_B5__c45_599838.htm 第一部分 近几年考试动

态 第一：考察的知识点覆盖面广。近几年《财务成本管理》

试题总题量均在35道题目左右（08年增加英语主观附加题）

，考试时间为3小时，考生要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完成大量的

试题，不仅要求考生牢固掌握财务成本管理相关专业知识，

而且要对辅导教材内容达到相当熟悉的程度。这么多题目分

布在教材17章的中，可以说辅导教材中的几乎每一章都有考

题，覆盖率达到70％；因此考生一定要按大纲规定范围全面

复习准备，系统掌握教材主要知识点（注：辅导教材中的主

要知识点已在基础班讲解，考生可参见基础班视频内容）。 

第二：计算题、综合分析题比重加大。近几年财务成本管理

试题的计算量较大，大概60分左右，若包括客观题中的计算

，将达到60-70％的比重，而且预计这种趋势会继续保持下去

。大部分考生由于只看书复习，运用公式不熟练或计算能力

差，是失分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考生在熟练、牢固掌握

教材内容的同时，一定要多写、多算、勤动手、多练习，只

有熟练才能生巧；尤其是对计算分析题和综合分析题，要善

于整理与归纳，在考前要做必要的估计，并有针对性地进行

准备。只有如此，在考试中才可以快捷地做出判断和处理，

才能真正提高计算题、综合分析题的解题速度和准确性，这

也是能否通过这门课考试的关键（注：精讲习题班主要帮助

考生加强计算分析题和综合分析题方面的练习和巩固，侧重

计算、综合分析等方面知识的讲解）。 第二部分 如何应付主



观题 第一：计算题、综合分析题（主观题）的考试特点 1、

计算分析题为4～5题，每题6～7分。计算分析题的特点是，

通过对财务成本管理方法的计算和应用，考察考生对某一特

定业务的处理能力和熟练程度。计算分析题要求考生在平时

复习时，要熟记公式和解题过程，教材中的每一道计算例题

都要弄懂弄会，要学会举一反三，做到真正理解并能熟练灵

活运用。另外，为了提高解题速度，平时一定要多做练习；

一方面可以多见识一些不同类型的试题达到锻炼解题的思路

；另一方面，可通过对习题思考和计算，提高解题的能力和

技巧。 2、综合题的题目数量通常为2～3题，每题分数根据难

易程度在12～17分不等。综合分析题主要考查考生对知识全

面综合和系统运用能力。这类试题的特点是题材量大，计算

数据繁杂，实务操作性强，通常涉及几章的内容，往往要把

几个知识考查点联系起来考查，通常带有案例分析的性质。

综合分析题由于涉及的内容多，一般要分成若干个步骤，所

以，考生在考试时必须认真审题，仔细阅读题目中给出的资

料、数据和具体要求，理解题意思路要开阔，要善于将各知

识点联系起来归纳与分析；通过全面系统地分析，找出最终

的解题思路。再者，综合题一般分为几个问，这往往也是解

题过程的一种暗示，因此考生要按题目所问的顺序答题，同

时要注意答题的前后因果关系的衔接和解题过程系统性；另

外，考生还要确保一次性计算的准确性。 第二：计算题、综

合分析题的解题技巧 1、详细阅读试题。对于主观题，建议

你阅读两遍。经验表明，这样做是值得的，读题是解题的首

要步骤，正确的审题是答对的一半，而错误的审题则意味着

“全军覆没”，其读题要领是：先从试题的要求读起，明确



问题是什么类型的题型，用笔标注问题的关键信息和数据，

看问题有无陷阱、误区和盲区；然后，带着问题去读题干资

料，阅读时仍然用笔标注关键的有用信息，再对照问题与已

知资料，一一作出分析、判断，解题时不要忽略或遗漏重要

的关键步骤和中间结果，这样你一方面自己能准确理解题意

，不至于忙中出错；另一方面，你还可能从试题中获取相关

解题数据与信息。 2、问什么答什么。不需要计算与本题要

求无关的问题，计算写多了，难免出错。如果因为这样的错

误而被扣分是很可惜的。有些考生，把不要求计算的也写在

答卷上，以为这样能显示自己的知识，寄希望老师能给高分

。而事实上恰恰相反，大多数阅卷老师通常认为这些考生，

并没有掌握主要的计算要领，不喜欢这类“自作多情”的考

生；再者，这既会占用你的答题时间，又影响你的考试心态

。另外，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有的考生在计算出答案后不注

意题目问题的回答，而白扔分（一般为0.5~1分）。 比如

（2005年第五道计算题第一问）：要求：（1）要估计A公司

的股权价值，需要对第4年以后的股权自由现金流量增长率作

出假定，假设方法一是以第4年增长率为后续期增长率，并利

用永续增长模型进行估价。请你按此假设估计A公司股权价

值，结合A公司具体情况分析这一假设是否适当，并说明理

由。 答案：评价 不妥当（0.25分）。根据竞争均衡理论，后

续期的股权现金流量与销售增长率同步增长，销售增长率大

体上等于宏观经济的名义增长率。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宏观经济增长率大多在2%～6%之间（0.25分）。所以，本

题中的10%不一定具有可持续性，可能有下降的趋势。（0.25

分） 上面解题过程中最后一句回答问题是必须的，否则，要



扣相应的0.75分。但有些考生把注意力全部放在计算上，而忽

略了相应的回答，从而丢失了不应失的分数。 3、注意解题

步骤。主观题每题所占的分数一般较多，判卷时，题目是按

步骤给分的。如果答案仅有一个得数是不给分的，而我们有

些考生对这个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虽然会做但得

分不全。这就是有些考生自以为考得很好，而成绩公布后却

分数不高甚至还怀疑老师判卷有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

有2个男孩和3个女孩，每人身上各带有6元钱。问：他们共有

多少钱？（1分） 如这样做（2＋3）×6＝30（元）⋯..可能只

能得到0.5分； 如这样做：（1）（2＋3）＝5（人）；（2）5

×6＝30（元）⋯..可能就能得到1分。 具体可参见2005年试卷

第三道、第五道计算题答案及评分标准： 第三道计算题： 4

、尽量写出计算公式。算式包括：算的是什么、计算公式、

计算数据的代入、计算过程、得数和计量单位。在评分标准

中，是否写出计算公式是很不一样的。通常评分标准中可能

只要求列出算式，计算出正确答案即可，这里有一点需要特

别强调：如果算式正确，结果无误，是否有计算公式可能无

关紧要；但要是你算式正确，只是由于代入的有关数字有误

而导致结果不对，是否有计算公式就变得有关系了。因为你

写出了计算公式，评卷人员认为你知道该如何做，是粗心或

技术处理有误，有时会酌情给一些分。 5、注意解题的计量

单位。 对于计算题、综合题的答案，考生一定要注意带上单

位，并且单位一定要与题目的单位一致。比如：题目中的单

位是元，那么答案就应是780000（元），而不应该是78（万

元）。或者题目中的单位是万元，那么答案就应是78（万元

），而不应该是780000（元）。另外，解题时还要注意得数



是要求取整，是四舍五入，还是只进不舍的。 如：（2005年

第二道计算题）试卷的评分标准： 计算结果取整数有“四舍

五入取整数”和“去尾取整数”两种方法，在没有特别说明

时，一般可采取四舍五入取整法。安全边际率一般采用百分

数，在本题已明确要求“计算结果取整数”的情况下，百分

号前面为整数即可（如33%），可有些考生仍然保留两位小

数或分数，这是十分危险的，不得分的责任只能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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