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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E4_BC_9A_E8_c45_74954.htm 一、CPA《会计》的命题特

点 根据近三年的试卷分析，我们发现会计命题呈现以下三个

特点： （一）题目的实务操作性突出 就题型设计来看，主观

题量远高于客观题量。在2004年的试卷中，客观题有37分，

其中单项选择题11个，共计15分，多项选择题11 个，共计22

分；主观题有63分，其中计算及会计处理题2个，共计20分，

综合题2个共计43分。即使在客观题型中，也以实务操作作为

测试重点。比如，在 2004年的单项选择题中有8个是计算题，

分值占到了76.7%.相比2003年，题型的结构及分值划分基本相

同，相信在2005年的CPA考试中，该测试方式依然会延续。 

（二）主观型题目，客观型答案 在2004年的计算及账务处理

题中，第二个题目是现金流量表的编制，答案就是以表格中

数字的正确性作为评价标准，共设计了12个空格，每空一分

，共计12分；在2004年的综合题中，第二个题目综合了“会

计差错更正”、“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和“合并会计报表

”等三章的内容，其答案涉及到两个表格的填写，分值在20

分左右。该题型占到了主观题的55%，且大有推广之势。此

类题型设计的优势在于既测试了实务操作的精确性，又提高

了阅卷的效率。因此，该方式自2003年出现后，一直被沿用

，预计2005年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三）客观题较为简单

、主观题难易参半 2004年的客观题除了多项选择题的个别题

目较难把握外，其余均易于解答；计算分析题中，第一题是

个简单的债务重组结合投资的题目，第二题已知条件很多，



给人的感觉较为复杂，实际就是个现金流量表的编制，类型

较为单纯，只要把已知条件吃透了，解出正确答案也不是非

常困难；综合题中，第一题虽然已知条件较为繁琐，但本质

上就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具有转包环节的建造合同题，从容解

答也会有个不错的得分。第二个题目较为复杂，仅已知条件

就足有两千字，其间囊括了“会计差错更正”、“资产负债

表日后事项”和“合并会计报表”三章的内容，答案以表格

填写为主，数据的连贯性加大了解题的难度。对该类题目，

只要能吃透条件，对其分而解之，得一部分分值并非不可能

。 二、各个题型的命题规律 （一）单项选择题的命题方式 就

近三年的试卷分析来看，单项选择题有以下三种设计模式：

1.实务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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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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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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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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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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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