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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8_AF_95_E5_c45_624992.htm 一、新考试制度下的报

考建议 整体计划安排：新考试制度下一共六门课程，大体建

议以每年三门的速度报考，这样两三年的时间大体可以通过

专业阶段考试，两三年的时间也是考虑到了知识的更新问题

，因为要应对综合阶段考试，所以考试周期最好不要拉的太

长，所以建议考生认真规划自己的考试计划，每年三门基本

上符合大多数人的能力和要求。 科目联系分析：会计、审计

和税法是联系最为紧密的科目了，因为审计中有关内部控制

的内容分出去了，那么以后考试的时候审计和会计的联系将

更加强一些；税法无疑和会计相关度很大，会计中涉税会计

处理也是考察的重点和难点； 财管和风险管理科目无疑联系

也是最为紧密的了，因为风险管理主要是从财管中分离出去

的，两门课程建议一起报考比较好。另外风险管理能够帮助

审计的学习，因为审计中有很多内部控制的内容，但是教材

中介绍的都比较浅显，风险管理这个新科目解决了审计学习

的难点和切实需要，两门也比较适合一起报考；经济法仍然

是比较超然独立的科目，大家都和他没有什么关系。 科目报

考建议：09年建议财管和风险管理一起报考，因为现在复

习08年财管等于同时复习两门课程，何乐不为呢？而且又是

政策变动第一年，财管内容少了，风险管理还不健全，所以

考试难度不会很大，加上改革时候政策可能放水，那么这个

机会肯定是要把握的。 审计和风险管理也可以结合，风险管

理中有关内部控制的知识可以大大促进审计的学习。但是考



虑到风险管理是财管和审计内容的结合，因此难度不会很低

，个人预计会和财管难度持平，所以备考还是要认真一些的

。报考三门的话建议搭配一门经济法为好；如果基础好一些

，可以报考财管 风险管理 审计，因为审计内同和风险管理也

相关。 二、财管和审计可以按照08年课件和教材学习 规定：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就是对现行考试制度的财务成本管理

科目的分拆，并补充了现代市场环境下风险管理方面的内容

和内部控制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到新科目主要内容体系来

自财管科目。 那么新考生来说就可以多学习一下财管了，完

全可以按照08年课件学习。同时为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科目

做准备，考虑到新制度第一年，新科目难度不会太大，所以

选择报考也是可以的；因为主要内容体系来自财管，辅导上

大家也应该可以放心。审计也是一样的道理。因此新考生可

以按照目前的08年课件学习审计和财管，科目报考可以考虑

审计、财管和公司战略。 老考生来说，财管科目无疑是需要

重点把握的，因为旧制度下通过了可以抵顶新制度下两门成

绩；考虑到今年竞争可能激烈一些，那么更应该提早按照08

年课件预习。由于新制度的影响，审计难度是有降低的趋势

的，但是也不容乐观，也需要重点学习。考虑到新制度改革

可能会放水，另外改革基本精神是要降低难度，因此审计和

财管可能是个大年，重点把握一下才对。 三、会计、税法和

经济法受新制度影响最小 这三个科目是受新制度影响最小的

科目，但由于财管和审计比较热一些，有部分考生会在者三

科上下点功夫，而且旧制度最后一年，者三门没有通过的学

员会最后努力一下，因此也不能掉以轻心，虽然相对于财管

竞争要缓和一些，但是难度还是存在的。个人感觉今年参考



人数会继续增长，老考生这边增长更快一些，所以总体来看

形势还是比较紧张的。 会 计预计今年教材变化不会大，因为

新准则已经完善了很多；新准则出了一个修订版，可能会计

教材会有一些变化，但是还不确定，按照08年课件学习问题

不大；从2008年的考题来看，考试的客观题形式发生了重大

改变，改为大题套小题形式，与注册税务师考题中的计算、

综合题类似，也和审计中的客观题类似，其实考核的点和内

容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主要还是考生心理上不太适应。09年

考试形式、出题思路是否还会延续这个改变，现在还不得而

知。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考题怎么变化都是形式变化，实

质内容并不会偏离，所以重要的是要保持镇定，不要被表象

吓倒了。 税法由于2008年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新的税收文件，

教材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其中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变化较大，但直接因为考试制度改革带来的影响

不是很大，目前推测极有可能主要体现在税法知识将与会计

知识更加紧密结合的综合阶段测试。这样的考核方式有利于

我们解决税会分离、税会差异的问题，帮生在复习会计和税

法时更好的达到融会贯通。但是学习上影响不是很大，因为

增消营虽然变化了很多，但是总体思想是不变的，大家在学

习的时候可以参照一下增消营新的暂行条例。至于企业所得

税重点看看实施条例以及税总出的实施条例政策释义就可以

了。 经济法可以安排在新教材出来以后学习，因为这个科目

特点以记忆为主，考前学习比较好；预计09年也会延续这样

的一个教材编写思路，紧跟时代，对教材中的一些旧内容进

行修改，虽然经济法教材这几年都在逐步的增厚，内容也逐

渐增多，但是09年考试的难度很可能会因为改革第一年而相



应降低，大家只要在学习中做到在全面复习的基础有所侧重

，学会抓住主线来进行学习，这样来应对09年的注会经济法

考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对经济法

基本理论的考察多了，比如在案例分析的时候，所以听课的

时候可以注意培养自己的思维方式，至于具体知识点不用刻

意去记忆，建议有提前学习的考生可以重点听老师讲解的理

解方法和做题思路以及分析角度等，重点掌握一下门道。 四

、对新旧制度的选择以及科目选择 对于财管还没有通过的朋

友建议重点把握一下财管，通过以后可以转换为新制度下的

两科成绩，这个优惠不丧失了。当然考虑到竞争问题，早做

准备比较好。老考生今年选择新制度，科目有效期会追溯

到2005年，如果还是坚持旧制度，那么科目有效期会追溯

到2006年，所以对于2005年通过的科目要考虑一下，比如是

会计、审计、财管等比较难的科目，那么建议选择新制度比

较好一些。 对于新考生来说，新制度影响了财管和审计两个

科目，考的人会多，可以选择避开锋芒，也可以选择逆流而

上，这是个博弈的问题，就象高考报志愿。剩余的三个科目

变化最小的是会计，税法和经济法会有一些改变，尤其是税

法，变化的比较多。对新考生来说，新的科目早考早好，一

方面因为内容还不健全，另外是考试也不成熟，再者是改革

之初难度不上不去，各方面都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因为报考

风险管理和财管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可以按照08年课件和

教材准备了，财管是变化最小的科目，因此准备上注意的地

方不多。另外审计也可以重点考虑一下，因为风险管理科目

中内部控制部分对审计有很大帮助，一起学习能够互相促进

。审计可以在新教材出来以后开始学习，这之前全力攻读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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