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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通过全科考试而顺利拿到中级会计资格证书的，于是想

把特殊的经历写下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各科备考 

《经济法》相对比较简单，75％的都是客观题，25％是主观

题，很多知识点只需做到被动记忆即可，即能选出正确答案

就行了；主观题要对法规原文比较熟悉，以规范答题。我4月

中旬才开始着手准备复习。因缺乏经济法知识基础，所以安

排的复习时间最长。每天工作很忙，只有一个小时听郭守杰

老师的串讲，直到考试也没能完整地听完一遍基础班串讲，

只挑重点章节听了一下，其他章节自己过了一遍。对广大上

班族考生而言，串讲是很有效果的。 《公司法律制度》一章

比较重要，也比较基础，但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合营企业和合作企业这些经济组织之间，

在很多方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一定要记清楚。《个人独

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法律制度》是比较简单的一章，但是每年

的分值基本上在10分以上，所以不能掉以轻心。《外商投资

企业法律制度》中的并购是当年新增内容，必考。因考前预

计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一定会考，在开考前又看了一遍加深

记忆，最后果然考了几分。2007年《企业破产法律制度》和

《证券法律制度》几乎是重新写了教材，所以也是重点，尤

其是《破产法》的相关内容。《票据法律制度》很重要，每

年平均十分左右，其中的新增内容，我也仔细地学习了，同

时记清楚汇票、本票和支票。《合同法律制度》可以说是最



重要的一章，每年必考大题。我把重点放在了理解上，略记

忆，能做到被动记忆即可，主要对付大题，最后证明这种策

略是正确的，2007年的《中级经济法》考试试题中，三道简

答题中两道是《合同法》的题目，另一道也涉及《合同法》

，因此，主观题中《合同法》的分数应该有11～12分。 《财

务管理》有一定难度，特别是对于没有财会知识基础或数学

基础不好的考生，无论是单选题、判断题、计算题和综合题

，都会涉及计算。除了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很少出计算题外，

几乎所有的章节都可出计算题，所以备考关键在于“理解 熟

练计算”。因为前一年我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考试的《财务管

理》一科，所以只安排了两天时间复习，但仍觉得时间仓促

。开始复习后才发现，注会与中级的考点大致相同，答题方

式也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公式的表达方式大有不同，最后只

能采取考前强记。结果证明该策略很冒险，因为财管只考

了70分。 《中级会计实务》准备了三天，原以为通过了注会

的《会计》，实务应该不在话下。但2007年的教材全部按新

准则编写，变化巨大，很多内容我从未接触过，甚至思维方

式都与以前截然相反。比如以前要求以谨慎性原则核算资产

，而现行准则提倡公允价值等。复习时很多内容来不及理解

就只好强记，准备并不充分。 二、备考心得 第一，考前要统

筹安排好时间。工作忙是很多上班族考生都会碰到的最大障

碍之一。但每年的考试都安排在九月左右，要充分利用这之

前的假期，比如五一。假期学习效率和效果都比较好。 第二

，复习要时刻“刷新”专业知识。如2007年准则更新，我却

以为凭着以前的“老底子”能轻松地通过考试，结果给自己

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经济法》是一门几乎每年都会有所



更新的学科，因为其涵盖了《公司法》、《合同法》、《破

产法》、《合伙企业法》、证券市场法规等内容，每年的教

材都会不停地修订。 第三，答题要模仿课本例题。中级会计

资格考试的主要对象是广大会计实务工作者，对此，出题专

家不会依照出注会考题的思路命题，注会的题干陷阱很多，

稍有不慎就会出错，而中级考题相对而言考察内容明确，只

要考生掌握了知识点就能拿分。比如借款费用资本化方面的

题目，注会的考题就会以比较隐晦的方式考察资本化的时点

、限额、利率等，但是中级考题的题干提示得就比较直白，

不会兜太大的圈子，只要考生理解了书上的例题就行了。我

当时没时间做过多细节的纠缠，看懂了例题就看下一章，在

复习时间比较紧迫的情况下还考出了84分的成绩。 第四，新

增知识点要重点关注。这一点估计所有的辅导老师都会反复

强调。新增知识点不仅是会计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而

且是财政部希望广大考生掌握并能灵活运用于工作中的最新

规定，因此新增知识点每年都是出题的重点。但新增知识点

的考查相对来说比较基础，考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接受的过

程，所以，对于新增知识点也只需看懂例题并会做同类型的

题目即可。 第五，题型要适当地反复操练。会计实务的分录

、计算方式等需要反复操练，以便考试时不假思索地写出分

录和列出计算公式，节约考试时间。复习《财务管理》时“

不动手”容易造成考试时觉得似曾相识却没有把握，便不停

反复考虑，浪费时间；而且，缺乏联系也很容易忽视细节，

造成不必要的丢分。经济法75％都是客观题，这一部分只要

看懂教材并能记清所有的细则，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主观

题部分了解答题套路就可以了，比如答题时要先下判断：“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然后“依据《××法》的规定，⋯⋯

”经济法的多选题占有40分，一是要小心审题，二是要全面

记忆。法规原文一般会列举几条，务必要记清所以的条款，

不然的话很容易多选、少选或错选。 第六，考试时计算要核

算一遍。如果不是资深会计，那么计算结果务必要核算一遍

。计算题要每一步核算一遍再向下做，不要等到最后再回过

头来核算，一旦发现错误的话，可能要重新做一遍，这样会

浪费很多时间。甚至有的考生等到所有题目都做完了，检查

的时候才核算，结果一发现错误，心里就发慌，反而更容易

出错，甚至把对的答案改成错的。 最后，学习要选择有气氛

的场所。可以选择到附近的大学、图书馆等比较适合学习的

地方学习。2008年的考试又临近了，每个考生都会碰到各自

的困难和障碍，但是要相信自己，一定会战胜种种困难，顺

利“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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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