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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注册税务师《财务与会计》课程考试的显著特

点是全面覆盖、重点突出，因为有70道客观题，教材的边边

角角基本都会涉及，但是从历年考题来分析，这门课程的重

点也非常突出，债务重组、长期股权投资、日后事项等内容

每年必考，近年来，财务与会计考试又呈现出综合性加强、

计算量加大、难度上升的特点，因此在复习和应试过程中，

我们都必须更加谨慎。 一、全面梳理一遍知识点 正如前面提

到的，70道题的客观题，覆盖了教材的每个角落，出题老师

肯定也很为难。注税教材写的又简单，一笔带过的内容未尝

不是考点，比如2008年便考了在营业外收入中文字描述了一

点的政府补助。建议考生考前翻一遍教材，看看哪个内容之

前没有注意，重点内容大家肯定都掌握的差不多了，剩下的

都是小知识点，一看就会了。 二、认真看看历年考题 对比一

下2008年和前面几年的考题便不难发现，很多考点是重复的

，甚至有的题目都是一样的，在这么大题量的情况下，没有

重复很难，所以大家在做历年考题时，不仅仅能把握方向、

命题思路，说不明还能凑巧碰到个原题。 三、全真模拟 考前

十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模拟题拿出来，按照真实考试的

情况自己安排时间做一下，一是可以感受一下综合性题目的

感觉，二是可以积累一些临场经验，便于考试能够合理安排

时间和做题方式。 另外，模拟题不仅仅提供给大家一套题，

更重要的是给了大家重点知识点所在，一定要在做题的同时



衡量一下这个知识点是不是真正掌握了。 预计今年考试与往

年相比，前述的四种题型不会有改变，题量也不会有变化，

但是不同的题型应有不同的答题对策和答题技巧。 1.单项选

择题 单项选择题是各类题型中难度最小的一种题型，但是涉

及面很宽，近年来计算量加大，综合性也加强。做此类题目

时，会做的题目，“快、准、狠”直接选择，不能确定正确

答案时，可以采用“排除法”和“猜测法”进行选择，因为

不存在倒扣分制，所以不能放弃任何题目。另外，由于此类

题型相对较为容易，要求考生在短时间内尽快做出正确的选

择，考生在答题时要尽量多得分，并注意合理分配时间，遇

到不确定的问题或比较棘手的问题，可以留到最后处理，毕

竟这样的题目才1分，没必要为了得这1分，而浪费太多宝贵

时间。 2.多项选择题 根据历年考试情况，少选可以得分，这

是注册税务师考试与注册会计师考试评分标准的区别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难度。这就要求考生做题时要谨慎，要

选择有把握的选项，能多得分最好，如果存在不确定的选项

，宁可少选少得分，也不能冒险导致不得分。 3.计算题 计算

题和综合题先看问题再看资料。 近年来计算题也不再仅仅考

察一个知识点，综合性有所增强，但有时其难度尚不及一道

多项选择题，因此再次强调多项选择题遇到“陷阱”时，先

放弃，可能后面的计算题更为简单，更容易得分。注册税务

师考试计算题采用选择题的形式，如果该题目不全会，那么

下面小题中能做出来的就做，综合性的或者难度较大的，该

放弃就放弃，毕竟分值也是2分。另外，由于是选择题形式，

计算出的结果没有答案可选并且时间不富余时，可以选择最

接近的数字，因为很有可能是中间四舍五入取舍不同造成了



误差。 4.综合分析题 该题型综合性强，一般会将各章节所要

测试的知识点串联综合起来出题，但是给出的题目往往有几

个只要根据其中某个资料就能做出来，一般可以先做这样的

题目。 考生在答题时，尽量在草稿纸上简单写一下步骤，因

为此类题目大部分小题往往难以一眼看出答案，如果资料较

多、难度较大，容易乱了阵脚，并且一旦某步做错，后面的

处理也会随之出错。 《税法一》考试应试技巧 临考前，必须

花时间对应试技巧进行研究，让考场上充分发挥，从容应对

，给自己加分！ 首先，要有时间观念，考场上，对税法1科

目时间分配，纯文字形客观题，要求是不超过30秒，计算性

客观题，不超过1～2分。这样，保证自己在有限时间，能将

整个试卷都看或做一次，不给自己因为没有时间看或作而遗

憾。 单项选择题，能够确定正确答案，直接选择，不能确定

答案时，采用“排除法”和“猜测法”进行选择，不放弃任

何题目。但是不放弃不是说，一定要每一个题都作，有的题

目，根据知觉，确定不会作的，那么就直接选择。将时间分

配给其他题目。 多选择题，少选可得分，做题时要谨慎，宁

可少选，不能冒险。 主观题，不一定就非常难，要尽快浏览

题目，遇到陷阱，直接跳过，继续进行后面的；同时，这类

题目，综合性高，要认真审题，做题时一定要细心！ 《税法

二》应试技巧 首先要把教材熟悉一下，也就是对教材中边边

角角的内容要熟悉，这样对我们作答多选题有利；其次考试

中心陆续开通模拟试题，模拟试题中涉及到的知识点一定要

全面掌握；第三，大概在考前一周左右网校会举行任课老师

的语音交流，这里老师会对答题技巧以及对教材中重点难点

问题做一些归纳和总结，希望积极参与。剩下这半个月的时



间，建议以基础为主，抓住重点，把以前做错的题目再复习

一下，查漏补缺，需要回归教材。 越是临近考试，越要调整

心态。 《税收相关法律》应试技巧 1.单项选择题 此类题型相

对较为容易，考生在此类题型中过多花费时间，大多数题目

都是直接考查记忆内容的，不需要过多的理解。按照记忆的

内容直接作出选择。在考试的时候，如果遇到个别需要理解

分析，拿不准的题目，最好是先采用“排除法”，剔除一两

项比较荒谬的、明显错误的干扰项，然后看一下剩余的各个

选项中是否有自相矛盾的，在矛盾选项中选择一个最为合理

的选项。 2.多项选择题 根据考试要求，每题的备选项中，有2

个或2个以上符合题意，至少有1个错项。错选，本题不得分

；少选，所选的每个选项得0.5分。因此考生在作答此类题型

时要注意选择自己确有把握的选项，对于不确定的，不要轻

易“冒险”。 3.综合分析题 综合分析题由单选和多选组成。

错选本题不得分；少选，所选的每个选项得0.5分。这些题目

案例通常比较长，但是部分内容都与考试无关且这些内容比

较陌生难懂。所以，不要在案例的阅读上花费太多的时间。

在做题的时候先通读一下题目。在读的过程中，顺手将一些

可能出现考题的内容做一下标注，比如时间、处罚的种类、

罚款的金额、合同的种类、股东的享有的股份额、少缴纳税

款的数额等等。然后去看小题，根据小题的考点，回到案例

中找相关条件进行作答。案例分析题中部分小题是与案例描

述的情况没有直接联系，而且基本上每一个小题都是独立的

，做题的时候不要将前面的小题作为后面小题的条件。 另外

，法律考试每年都有一两道比较难做的“小案例”题，放在

在单选或多选中，这些题目考查的是对法律的理解和应用。



如果一时想不起法律的规定，可以按照“常理”进行选择。 

《税务代理实务》应试技巧 首先，分配时间，这是最重要的

。 税试时间为150分钟，我认为这样分配时间较合适：单选题

和多选题，不能超过25分钟，这类题目记忆为多，也有个别

的分析题目。 简答题，按08年考试题目的6个题计算，时间分

配每个不超过5-6分钟（合计不超过36分）； 最后的综合题目

，按08年考试题目的2题计算，应该是不超过70分钟。 然后，

可以用剩余时间，再回头啃遗留的难题、检查答题卡。 其二

，如何入手做题 税代的题目，单选题和多选题，可以利用排

除法、猜测法等 ；多选题，少选得分，错选得0分，所以多

选谨慎，单选大胆。 主观题中的简答题目，相对简单，易得

分，必须拿到大部分分值；综合题目，题量大，文字多，综

合性强。 必须仔细读题目，弄清题意，然后，确定解答的方

向； 最后组织语言：简答题目，用简洁的语言快速陈述，一

定要突出政策点中的关键词；综合题目，一定要用规范的语

言陈述，分录必须准确，语言简练，突出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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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