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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E5_89_8D_E5_c45_72663.htm 现归纳出《审计》科目考试的

几个特点，供广大考生参考： 一、综合性强。 这要求考生融

会贯通各科内容，合理安排各科目考试顺序。 《审计》科目

综合性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审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

法、基本程序”为主线，融合了《会计》、《税法》、《经

济法》、《财务成本管理》等科目的内容。 辅导教材第十章

至第十五章的内容与《会计》、《税法》、《经济法》、《

财务成本管理》等科目的内容联系甚为密切，尤其是《会计

》科目的内容。辅导教材第九章的内容还运用了《统计学》

中抽样理论的知识。在我国目前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

注册税务师三种从业资格并存的情况下，《审计》科目中还

编排了“资产评估”、“税务代理”等相关的内容。 针对《

审计》科目这一特点，考生在复习迎考时，首先要树立《审

计》科目综合性强的观念，用这一观念统揽整个复习过程；

其次要融会贯通注册会计师考试各科目的内容。因为各科目

内容并不是简单拼凑在《审计》科目中，而是将有关科目内

容融合在一起。例如：对应收账款的审计，需要确定应收账

款审计的目标，包括应收账款是否存在、是否归被审计单位

所有、增减变动的记录是否完整、是否可以收回、坏账准备

的计提是否恰当、期末余额是否正确、在会计报表上披露是

否恰当。要实现这些审计目标，不掌握应收账款的会计核算

方法是绝对不行的，但仅仅掌握应收账款的会计核算方法又

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融会贯通《会计》、《审计》科目



的内容；最后，为了提高《审计》科目复习的效果，还需要

合理安排各科目考试的顺序。若是分年报考，建议考生按《

经济法》、《税法》、《财务成本管理》、《会计》、《审

计》的顺序报考，《会计》、《审计》最好在同一年报考。

考生有了前四门科目的知识作基础，再掌握《审计》科目的

知识能更加得心应手。 二、操作性强。 这要求考生增强感性

认识，多参加审计实践。 审计是一门应用科学，《审计》科

目内容体现了很强的实务操作性。例如编制审计工作计划、

审计工作底稿、编写审计报告。正在从事审计工作或曾经从

事过审计工作的考生，对这些操作性很强的内容有一定的感

性认识，能够更好地加以理解并掌握。而从未接触过审计工

作的考生，掌握这些知识的难度较大。 如：1996年考题中有

一道综合题，根据审计工作底稿的基本要素及复核程序，要

求：(1)设计一张业务类审计工作底稿的基本格式；(2)指出审

计工作底稿复核的要点；(3)指出审计工作底稿的复核制度及

复核责任人。对这种实务操作性很强的考题，考生只掌握了

书本知识，而不了解注册会计师审计实务，取得高分的难度

会很大。 根据实务操作性强这一特点，建议没有接触过审计

实务的考生，最好到会计师事务所了解其工作的流程、参阅

审计工作底稿和审计报告等审计档案，有条件的考生还可以

适当参加具体的审计工作。这对提高复习效果，取得较好的

考试成绩肯定会有很大帮助。 三、内容多。 这要求考生能全

面掌握，突出重点，关注新增内容。 辅导教材内容有十八章

，一至九章主要介绍审计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十至十六章

主要介绍审计业务；十七至十八章主要介绍其他监证、会计

咨询和会计服务业务。在复习阶段，考生首先要通读并基本



掌握辅导教材的全部内容，切勿在复习之初就划重点，把自

己认为的非重点内容置之不理，这种做法很不可取。从历年

出题范围来看，并非有明确的重点、非重点之分，出题的覆

盖面很广。但值得注意的是，辅导教材的许多章节中介绍了

国际审计准则，有关国家独立审计的理论、方法、准则。这

些内容在历年的考题中没有出现过，考生在复习的冲刺阶段

可以少花些精力。 2000年的辅导教材与1999年的辅导教材相

比，一是在结构形式上有较大调整，将原教材按会计报表项

目列举审计程序与方法的结构形式，改为按企业的业务循环

列举审计程序和方法的结构形式；二是根据新颁布的独立审

计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增加了许多内容。包括：(1)第二章

的第三节：注册会计师职业后续教育；(2)第七章的第四节：

初步审计策略；(3)第十章至十四章的第一节：业务循环的特

性及主要的经济业务；(4)第十五章第一节中的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的审计、债务重组的审计、非货

币性交易的审计、关联方及其交易的审计、合并会计报表的

审计、现金流量表的审计、持续经营能力的审计；(5)第十五

章的第三节：与被审计单位沟通；(6)第十五章的第四节：期

后发现的事实。这些增加的内容涉及到《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后续教育基本准则》、企业具体会计准则中的《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债务重组》、《非货

币性交易》、《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现金流量

表》的内容。考生对这些新增加的内容应该予以重点关注。 

四、考试难度大。 这要求考生认真审题，注意答题技巧。 《

审计》科目考试历年来以“全面考核、突出重点、理论联系

实际，注重考查考生的实务操作能力”为命题原则。从分析



历年的考题得知，理论联系实际，考查实务操作的题目有愈

来愈多的趋势，相应地，考题的难度就愈来愈大。考生应对

以前年度的考题进行了解与研究。 在客观题部分，命题一般

选择容易混淆、模糊不清的内容作为考核点，设一些“陷阱

”来迷惑考生。如1995年的一个判断题：最严格的内部控制

也有其本身的固有限制，注册会计师在确定内部控制的固有

缺陷对固有风险的影响时，应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初看起

来，它好像是“正确”的，但它错就错在将“控制风险”写

成“固有风险”。在主观题部分，考题一般是综合题，考试

内容是跨章节的。如1999年的综合题第2题，考试点包括应收

账款的审计、应付债券的审计、存货的审计、固定资产的审

计、审计意见类型的判断和审计报告编写等内容。考生在答

题时，一定要思路清晰、认真审题。对客观题要尽量提高答

题的准确率；对主观题要按要求一步一步地答，切勿“一步

到位”，因为在评分时是按步骤给分，做对了一步就可以得

到相应的分数。 在历年考试中，主观试题(简答、综合题)均

占40-50的分值。相对于客观试题(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判断

题)而言，主观题更要求考生对教材内容纳深入理解和综合运

用，其难度自然高于客观试题，也是历年来不少考生最容易

丢分的试题。 因此，掌握主观题的题型与考核要点，是广大

考生取得好成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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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