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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判断题通常不是以问题出现，而是以陈述句出现，要求

考生判断一条事实的准确性，或判断两条或两条以上的事实

、事件和概念之间关系的正确性。你的答案是指出它的正确

或错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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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持续经营假设

为企业采用历史成本提供了前提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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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某建筑装饰材料公司，一方面批发、

零售货物，另一方面又对外承接安装、装饰业务。对于这类

混合销售行为，应该视同销售货物，就其取得的销售收入和

劳务收入一并征收增值税。”在这个问题中，你既要判断上

述行为是否属“混合销售行为”，又要判断这种“混合销售

行为”是否应缴增值税。 要构思一个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

命题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说某道命题正确时，它必须一直

都是正确的。因此，判断题中常常含有绝对概念或相对概念

的词。表示绝对概念的词有“总是”、“决不”等，表示相

对概念的词有“通常”、“一般来说”、“多数情况下”等

。了解这一点，将为你确定正确答案提供帮助。 在某些情况

下，一种说法有时可以说是对的，有时可以说是错误的。例

如：“在生产企业中，降低成本可以提高利润。”这句话只

有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才能算是正确的。如果由于一

味追求降低成本、偷工减料，造成产品质量下降，不但不能



增加利润，反而会使市场丧失，难以生存。因此，成功的考

生在答题时，需要对试题内容进行分析，然后再作“对”或

“错”的判断。下面一些原则，或许会对你有一定的帮助（

注意题中的粗体关键词组）： （1）命题中含有绝对概念的

词，这道题很可能是错的。如“存货周转率越高，表示存货

管理的业绩越好。” 统计表明，大部分带有绝对概念词的问

题，“对”的可能性小于“错”的可能性。当你对含有绝对

概念词的问题没有把握作出判断时，想一想是否有什么理由

来证明它是正确的，如果你找不出任何理由，“错”就是最

佳的选择答案。 （2）命题中含有相对概念的词，这道题很

可能是对的。如“普遍认为，建立我国统一的会计准则，是

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简单算术平

均数是加权算术平均数在权数相等情况下的一种特例。”“

固定成本只是在相关范围内保持莫成本习性。” （3）只要

试题有一处错，该题就全错。 （4）酌情猜测。实在无法确

定答案的，请看清试题评分要求。如试题虽注明要倒扣分数

，但得分多，扣分少（如“答案正确的，每题得2分；答案错

误的，每题倒扣1分”），哪怕你没有足够的时间阅读题目，

也一定要猜测，答对的机率是50％，切莫放过这种“捡来的

”分数。 3.计算与分析题的特点和答题技巧 计算与分析题主

要是测试考生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相对来说难度较

大，涉及的概念、计算公式较多。但由于计算与分析题的分

数在一份试卷中所占的份量一般较大（20％一40％），必须

予以足够的重视。如果本类题你得分不多，要想通过考试就

很困难。所幸的是，在一门课程中，可作为计算与分析题的

范围较窄，易于把握（一般来说，成功的考生可以在考前作



出预测，并且预测的准确率在60％以上），你可以在考前进

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计算与分析题答题的一般技巧如下： （l

）详细阅读试题。对于计算与分析题，建议你阅读两遍。经

验表明，这样做是值得的。一方面，准确理解题意，不致于

忙中出错；另一方面，你还可能从试题中获取解题信息。 例

；某企业的流动资金周转天数，以产品销售收入为周转额计

算，为100天；以产品销售成本为周转额计算，为146天。根

据上述资料计算该企业的销售利润率。 解题过程：首先通读

一遍试题，得知本题是求销售利润率。销售利润率与销售收

入、销售成本均有关系，其关系是： 销售利润率＝（销售收

入－销售成本）／销售收入×100％＝1－销售成本／销售收

入 根据上述关系可知，解答本题的关键是确定销售成本与销

售收入之比。要确定销售成本与销售收入之比，必须从“周

转天数”入手。由于周转天数与周转额的关系是反比例关系

，因此，销售成本与销售收入之比应为100／146，而不是146

／100.至此，问题基本解决，该企业销售利润率＝（1100

／146）×100％＝31.5％ （2）问什么答什么。不需要计算与

本题要求无关的问题，计算多了，难免出错。如果因为这样

的错误而被扣分岂不很可惜吗？有些考生，把不要求计算的

也写在答卷上，以为这样能显示自己的知识，寄希望老师能

给高分。而事实上恰恰相反，大多数阅卷老师不喜欢这类“

画蛇添足”、“自作多情”的考生。 （3）注意解题步骤。

计算与分析题每题所占的分数一般较多（5一10分），判卷时

，多数题是按步骤给分的。而我们有些考生对这个问题没有

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虽然会做但得分不全。这就是有些考

生满以为考得很好，而成绩公布后却分数不高甚至还怀疑老



师判卷有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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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