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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A_A7_E8_81_8C_E7_c44_72189.htm 一、教材基本框架结

构按照2006年的考试大纲，《经济法》相对于2005年不变。

《经济法》教材共十二章，从结构上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经

济法知识；二是税法知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经济法

总论》；第二章《企业法律制度》；第三章《公司法律制度

》；第四章《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第五章《企业破产

法律制度》；第六章《票据证券法律制度》；第七章《合同

法律制度》。各章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其中的企业法、公

司法、证券法、合同法是每年考试的重点。第二部分包括：

第八章《税收法律制度概述》；第九章《流转税法律制度》

；第十章《所得税法律制度》；第十一章《财产、行为、资

源税收法律制度》；第十二章《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

第二部分的核心是各税种的计税依据及计算，其中流转税、

所得税的计算是常考的内容。 二、近年考试命题规律及2006

年考试情况分析《经济法》考试卷分为两个部分，即客观题

部分和主观题部分。客观题部分一般占60分，主观题部分一

般占40分。从最近3年的命题情况来看，经济法部分的分值平

均在70%左右，税法部分的分值平均在30%左右，案例分析题

一般出自经济法部分。《经济法》的考试题型包括单选题、

多选题、判断题、简答题、计算分析题、综合题六种题型

。2005年考题没有出现计算题，预计2006年会延续2005年的考

试题型。 三、解题思路1.选择题就目前会计职称考试卷而言

，选择题有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单项选择题的答案是



唯一的，而多项选择题的答案是二个或二个以上。选择题实

际上是先判断正确答案而后填空的题型。关键在于对已给出

的答案进行判断，然后择其正确的，把其代号填入空内。很

多选择题纯粹是考查记忆力，经常出现的有日期、比例、职

权等。例如2005年考试题中单项第18题：根据《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的规定，纳税人的完税凭证、发票等涉税资

料应当保存的期限是()。A.3年B.5年C.10年D.20年[答案]C。答

好选择题，当然必须掌握一定的知识。但如果再掌握一些答

题技巧，就将有助于你选择正确答案。要按题目要求答题，

在阅卷中发现，有不少考生连题目的要求都没看一下就开始

答题了。比如单项选择题要求选择一个最佳答案，显然，除

最佳答案之外，备选项中的某些答案，也可能具有不同程度

的正确性，只不过是不全面、不完整罢了。请记住，一定要

看清所有的选择答案。一道周密的单项选择题，所有的选择

答案可能都具有吸引力，然而，判卷时却只有一个是正确的

选择。例如2005年考试题中单项第19题：纳税人采取转移或

者隐匿财产的手段，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其所欠缴的税款。

该种行为在法律上称为()。A.骗税行为B.拖欠税款行为C.抗税

行为D.逃避追缴欠税款行为[答案]D。本题考核点为逃避追缴

欠税款行为的概念。如果正确答案不能一眼看出，应首先排

除明显是荒诞、拙劣或不正确的答案。一般来说，对于选择

题，尤其是单项选择题，基干项与正确的选择答案几乎直接

抄自于指定教材或法规，其余的备选项要靠命题者自己去设

计，即使是高明的命题专家，有时为了凑数，他所写出的备

选项也有可能一眼就可看出是错误的答案。例如2005年考试

题中多项第43题：下列关于个人独资企业事务管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A.投资人不能聘用他人管理企业事务B.投资人

可以聘用他人管理企业事务C.投资人对受托人职权的限制不

得对抗善意第三人D.投资人对受托人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恶

意第三人[答案]B、C。2.判断题这类题多以一个扼要的句子

出现，要求判断句子表达的意思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律或

法理，答案只能答对或错，不会有也对也不对，一半对一半

错的题目。有的对或错的意思较明显，有的则似是而非。即

使是对的，也是以曲折、含混的形式出现。例如2005年考试

题中判断第89题：投资人在设立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申请书上

没有注明是以个人财产出资还是以家庭共有财产出资的，应

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答案]×。设立

个人独资企业可以用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但投资人

应当在设立登记申请书上予以注明。判断题的类型有许多种

，有的直截了当地陈述了事实，考生的任务是确定事实的对

或错。有的包含了事实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你必须判断

这些事实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对还是错。判断某道命题正确

时，它必须一直都是正确的，只要试题有一处错，该题就全

错。近两年判断题采取倒扣分的方式，所以如果把握不大时

应选择放弃该题。3.计算题首先详细阅读试题。对于计算分

析题，建议阅读两遍，以准确理解题意，不至于忙中出错。

尽量写出计算公式。在评分标准中，是否写出计算公式是很

不一样的。有时评分标准中可能只要求列出算式，计算出正

确答案即可，但有一点可以理解：如果算式正确，结果无误

，是否有计算公式可能无关紧要；但要是你算式正确，只是

由于代入的有关数字有误而导致结果不对，是否有计算公式

就变得有关系了。还要注意解题步骤，计算分析题判卷时，



多数题是按步骤给分的。2005年考题没有出现计算题，但是

在客观题中，关于税法的计算题共有4道。例如2005年考试题

中单项第15题：某企业为一般纳税人，适用33%的所得税率

。2005年1月，该企业会计人员计算企业2004年应纳税所得额

为240万元。会计科长在审核时发现会计人员计算企业2004年

应纳税所得额时漏记如下业务，且尚未进行账务处理：2004

年12月企业发生一场大火，烧毁一批原材料和一台在用机器

设备；该批原材料进价(不含税)为30万元，进项税额5.1万元

；该机器设备账面净值为38万元，变价现金收入0.5万元。上

述事项经税务机关审核，准予扣除。该企业据此进行了账务

处理。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该企业2004年度应

纳税所得额为()万元。A.166.9B.167.4C.172D.172.5[答案]B。纳

税人发生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规定条件的财产永久实质

性损害时，扣除变价收入、可收回的金额，以及责任和保险

陪偿后的财产损失部分，可以扣除。240－30－5.1－38＋0.5

＝167.4万元。4.简答题简答题最重要的是看清题目要求，问

什么答什么，答出要点即可得分。题中没有要求说明理由，

可以不说。例如2005年考试题中简答第1题：甲、乙、丙三人

合伙设立A企业，约定甲出资4万元，乙出资3万元，丙出资3

万元。三人按4：3：3的比例分配和分担合伙损益。A企业成

立后，与B公司签订一购货合同，保证人为丁。后因A企业无

力偿还货款，B公司要求丁承担保证责任，丁以未约定保证形

式，只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为由拒绝。B公司遂对A企业和丁提

起诉讼。法院经审理还查明，甲对戊负有债务2万元，戊对A

企业负有债务2万元；乙对C公司负有债务2万元。要求：根据

上述情况和合伙企业、担保法律制度的有关规定，回答下列



问题：(1)丁认为未约定保证形式，自己只承担一般保证责任

的观点是否正确?为什么?(2)戊能否将甲欠他的2万元债务与他

欠A企业的2万元债务抵销?为什么?(3)若乙个人财产不足以清

偿对C公司的2万元债务，则C公司可以通过何种途径用乙在A

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清偿2万元债权? [答案](1)丁的观点不正确

。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的，

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2)不能抵销。根据《合伙

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企业中某一合伙人的债权人，不得以

该债权抵销其对合伙企业的债务。(3)C可以依法请求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乙在A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用于清偿。（注意：没

有要求说明理由，可以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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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