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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并以后，会计题目的灵活性和综合性得以强化，这

在2005年的试卷中得见端倪。作为会计师资格的基础课程，

会计的应试难度位于三科之首，把握其命题规律及应试技巧

就显得格外关键。那么，2006年的会计资格考试又有哪些规

律可循呢？ 一、中级会计实务的命题特点 由于会计（一）、

（二）刚刚合并，其出题规律仅可依据2005年的试卷进行分

析，通过分析2005年试卷，第一次合并后的出题特点呈现以

下三个方面： （一）实务操作占主体 就题型设计来看，主观

题量高于客观题量。在2005年的试卷中，客观题有45分，其

中单项选择题15个，共计15分，多项选择题10个，共计20分

；判断题10个共10分。主观题有55分，其中计算及会计处理

题2个，共计22分，综合题2个共计33分。从分值的分布来看

，主观题与客观题的分值比为4.5：5.5。即使作为客观题型，

也有一定量的实务计算。比如，在单项选择题中就有实务计

算有8个，分值占到了此类题型的53%。可见，实务操作题目

在会计试题中占具了主体。 （二）测试角度相对单纯，难度

一般。 会计师的测试更强调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应用，其出题

角度相比注册会计师要单纯得多，跨章节的综合测试较少。

就其客观题型来看，主要针对某特定章节的知识点进行针对

性测试，很少出现跨章节情况。在2005年的单项选择题中，

理论部分仅仅局限于某章节的一个小知识点的测试，比如，

有一个单项选择题测试的就是从四个资本公积的具体项目中



选择出可以转增资本的部分。显然这是针对资本公积中的准

备项目不能用于转增资本的知识点来测试的；计算部分也是

抓住一个较小的计算环节来测试，计算链条较为单一。比如

，有一个单选计算的是短期投资的出售损益，其中仅涉及到

短期投资入账成本的确认、跌价准备的计提和最终出售损益

计算等三个环节。2005年多项选择题主要针对某特定章节较

为繁琐的知识点进行测试。比如，第16题要求考生选择造成

长期债权投资账面价值波动的业务，第22题测试的是固定资

产成本的构成内容。这些题目所涉及的知识点虽然较多但也

仅局限于一个章节内，跨章节的综合系统题很少。至于判断

题，限于其篇幅也很少出现跨章节情况。作为主观题型，计

算分析题往往针对某一计算单元进行测试。在2005年，此题

题型涉及了应收债权的融资和固定资产的会计核算这两个计

算单元，虽然在测试应收债权融资时对收入略有涉及，但仅

作为一个辅助资料来出现，主要还是债权融资。在综合题中

，一个是测试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一个是测试长期股

权投资的会计核算。在调整事项的测试中因其知识点的开放

性，势必会对其他章节知识点有所涉及，如销售退回和利润

分配等等，但依然是局限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专题测试

。 可见，中级会计实务的测试角度较为单一，自然难度也就

不大了。 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是会计（一）、（二）合

并后的第一次测试，出于过渡考虑，题目的相对难度较小。

一旦会计教材体系稳定下来，其出题角度势必会倾向于系统

和综合。鉴于此，2006年会计应试还应在章节间的系统掌握

方面有所侧重。 （三）实务题的计算步骤细分化 与注册会计

师不同的是，中级会计的实务操作题目更注重过程的严谨和



规范。这可从其分值分布来得以证实。比如，2005年第一个

计算题的分值10被分解到了11个分录中，第二个分值10分被

分解到了9个步骤中。综合题的第一个的分值15分被分解到

了4个判断、6个分录和7个表格项目的填写上；第二个综合题

分值为20分，被分解到四个计算步骤共12个分录中。这与注

册会计师测试中更注重计算结果有很大不同。 二、各个题型

的命题规律 （一）单项选择题的命题方式 就近几年的试卷分

析来看，单项选择题有以下设计模式： 1． 计算题模式 该命

题方式本质上是将一个计算分析题进行压缩处理，就其计算

环节中的某一节点进行测试，其难易程度以其测试节点在整

个计算环节中的先后为划分标准，越往后的越难。比如，长

期债权投资的测试，自其取得至其出售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计算链条。如果要让题目容易点，就仅测试其某一年的投资

收益额，如果要加大难度，就测试其最终抛售时的损益额，

因为最终损益额的正确计算是以其中间环节的计算正确为前

提的，这就相应地加大了计算的复杂性，提高了题目的难度

。 该测试方式的选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备抵法的

计算，尤以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和账龄分析法为主。 （2

）存货的计价认定，包括取得计价、发出计价和期末计价三

个方面，其中以存货跌价准备的计算为主。 （3）短期投资

的出售损益计算。 （4）长期股权投资在成本法下的会计核

算，包括：入账成本的确认、现金股利的界定两个方面。其

中以现金股利在确认投资收益和冲减投资成本之间的瓜分为

主。 （5）长期股权投资在权益法下的会计核算，主要包括

： ①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认； ② 股权投资差额的计算与分摊

； ③ 某时点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确认； ④ 被投资方发



生所有者权益变化时，投资方账面价值的调整； ⑤ 成本法转

权益法时，长期股权投资明细指标的计算，尤其是新旧股权

投资差额的计算与分摊； ⑥ 期末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计算。 

（6）固定资产入账成本的确认、折旧额的计算、期末减值准

备的计算（特别是折旧计算与减值准备计算的结合）、改良

支出的分摊及处置损益的计算。 （7）无形资产的入账成本

确认、期末减值准备的计算、摊销额的计算（特别是二者结

合在一起时的计算）和处置损益的计算。 （8）增值税的特

殊计算，包括：采购免税农产品、收购废旧物资时的抵扣税

金计算；视同销售方式下、不予抵扣方式下的税金计算。 

（9）消费税的特殊计算，主要包括：以应税消费品投资、用

于在建工程或用于其他非应税项目时的税金计算及相关资产

成本认定，在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方式下委托加工物资的成

本计算。 （10）长期债权投资与应付债券的会计核算，包括

：某时期的投资收益（财务费用或在建工程）的计算；某时

点“长期债权投资”账面价值或“应付债券”账面价值的计

算；在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确

认及发行方“资本公积”的金额确认；长期债权投资出售时

的损益计算。 （11）收入的金额确认，包括：委托收款方式

下收入的金额确认；分期收款销售方式下收入的确认；售后

回购方式下每期财务费用的认定；销售退回、销货折让方式

下收入的金额影响；提供劳务方式下完工百分比法的应用；

建造合同收入的确认。 （12）资产负债表项目的金额确认，

主要测试的项目有：存货、应收账款、应付账款、预付账款

、预收账款、待摊费用、预提费用、长期待摊费用、长期股

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未分



配利润等。 （13）现金流量表项目的金额确认，主要测试的

项目有：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经营活动中其他收入项（或其他支出项）

等；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净流量；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流量等。 （14）所得税的三项指标计算，即：所得税费用额

、应交所得税额和递延税款额等，有时还要延伸计算净利润

指标。 （15）借款费用资本化额的计算。 （16）或有事项中

预计负债的金额确认。 （17）债务重组中换入非货币性资产

的入账成本计算及债务重组损益的认定。 （18）非货币性交

易中换入非货币性资产的入账成本计算及补价损益额的计算

。 （19）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中有关报表指标的计

算。 （20）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有关报表指标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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