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初级会计职称考试初级会计实务考试题量与考核分析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88_9D_c43_644649.htm 2011年初级会计职称考试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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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型来看未做变更，仍然设置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

判断题、计算分析和综合题五个题型，但题量进行了变更。

客观题总分值由原来的60分，上升至75分；主观题总分值由

原来的40分，下降至25分。判断题采用倒扣分的评分标准，

即判断错误的倒扣0.5分，不判断的不得分也不扣分，该题型

最低得分为零分。估计2011年考试会继续保持这个题量。一

、题量分析从客观题加大题量的作法可以看出，对财会人员

的基础知识掌握要求增加了，客观题总体来讲难度都不是很

大，因此对于考生来讲是一件好事，单选选择题的正确率一

直以来都不低，多项选择题和判断题非常头疼，总感觉知识

就在脑子里，但一上考场，看到选项就确定不下来答案，这

是平时基础知识练习不够的通病，而且多项选择题的正确率

不容易很快提高，与此相反的是，判断题相对还是比较容易

做答的，但是考场上总有一部分考生会在交卷前的几分钟冒

险去“蒙”，会因此丢掉相应分值，因此答题仍然有技巧，

我们会在后面谈到不同类型题目的应试技巧。二、考核分析

考试题目是考核应试人员最基本的会计技能，因此经过对近

几年考试题目的分析，我们发现考试题目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1. 难度适中从近三年考试题目的难度来看，难度是适中的

，平铺直叙式的考核比较多，比如直接问“以下哪些属于所

有者权益”或“以下需要计提坏账准备的有”，再比如“以



下属于偿债指标的有”等等，这些都是针对基础理论中最为

基本的概念的考核，有些考生学习中可能只关注具体的知识

点，没有考考虑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比如如果要求计算流动

比率，也许计算起来非常快，但如果再让列举几个其他的偿

债能力的指标，有可能就不会了，这就是知识点掌握的过于

浅显，没有从整体上将知识点的体系建立好，从而在考试中

见到题目时，发现题目本身并不难，但总是记不全，这就是

问题所在。因此我们在学习时，一定要注意知识点的“融会

贯通”。当然这不是说说而已，是练出来的，怎么练，需要

再平时做练习的时候注意总结，总结能使教材变薄，对知识

的理解程度提高。也许有很多人认为有必要花这些时间，但

实际上，对于精力有限的考生来讲，总结更加重要，因为只

有花心思总结了，才会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否则总会拿

一本教材去翻看，看到的知识点都是散落在教材中各个角落

的，对知识的整体把握没有任何好处。2. 考核面广通过对所

有题目的知识点分析后发现，对于知识点的覆盖相当广泛，

若有的考生一直关注某几章所谓的重点章节的话，2010年考

试题目再次证明了全面复习的重要性。其实，从初级会计实

务的教材可以看出，2010年的改革是比较大胆的，加入了作

为中级职称的基础理论的学习，不如财务管理中的基础理论

、行政事业单位的基础理论，这些其实是在暗示考生，初级

职称只是一个开始，中级职称甚至高级职称才是会计人员继

续要走的专业化学习的道路。因此我们在学习时，不能放松

对任何一章，甚至是一个知识点的学习，一切都应该在自己

的“掌控”之中，即使有的同学抱着“60分万岁”的观点，

但如果你想继续考取中级职称的证书，对于初级职称中的相



关内容也应好好掌握，否则到考中级时，仍然需要重新学习

。3、重在应用这主要是从计算分析题的角度来看，虽然计算

分析题将为两道，总分值下降了，但难度并没有下降，出题

方式主要还是多个知识点融合，比如2010年考题中第一道计

算分析题就是交易性与长期股权投资结合的题目，第二道题

目的计算量也不小，因此平时的知识点结合的应用能力就需

要多多加强。4、思路多变从近三年的综合题来看，除了综合

性提高外，新颖的知识点搭配也在每年的考题中出现，比

如2010年考试题目就是“分录核算 报表项目填列 指标计算”

，综合性显然提高了很多。从考生来讲，可能有点手足无措

，但从出题思路来看，还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出题老

师是下了功夫的，因此考生也应下功夫应对。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