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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5/2021_2022__E5_A6_82_E

4_BD_95_E5_A4_8D_E4_c45_75342.htm 《经济法》是注册会

计师资格考试历年通过率较为稳定的一门，基本保持在20％

左右。但是，去年的通过率很低，据有关部门统计，去年《

经济法》科目单科合格人数为11733人，合格率仅为7.86％，

及格率最高的北京地区，也只有11.96％。怎样才能顺利地通

过该科考试呢?这是广大考生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俗话说：“

温故而知新”，我们不妨分析一下2001年的考卷，从中得到

一些启示，以帮助以后的复习、考试能够有的放矢地进行。

2001年考试点评 (一)题型、题量分析 2001年的题型与2000年

相比，还是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和综合题四种

题型，没有什么变化。2001年试卷总计56道题，其中客观题(

包括单选、多选、判断)共52道，占52分，综合题4道，占48分

，题量是比较大的。 1.单项选择题 共16题，占16分。单项选

择题的难度相对来说要小一些，但要求的是记忆的准确性。

经济法的课程中，有关比例、时间、人数等数字化的法律规

定较多，这不但要求考生掌握有关数字，还应当连同数字的

出处一同记忆。如某一比例数字应考虑与注册资本，还是资

本总额，或者与净资产有关；某一时间规定应从何时开始计

算；表决通过某项决议是按全体成员还是按出席会议的成员

，抑或是以出资额还是以人数通过，等等。在2001年的考试

当中，有关比例、时间、人数等数字性的考题，单选题就占

了7道之多，即第6、7、8、10、12、13、15题。如果考生对某

一问题的掌握似是而非、模糊不清，极易在此丢分。所以，



准确地掌握法律规定，是顺利通过考试的基本要求。 2.多项

选择题 共18题，占18分。总体来说，多选题的难度适中，其

中第1、4、7、16题可能稍难一点。但是，多选题的得分率并

不高，主要在于其答题规定，不答、错答、漏答都不给分。

在题量较大的情况下，有些考生答题匆忙，未来得及仔细阅

读题干便急急忙忙答题，结果出现了不应有的疏忽。例如多

选题第1题： 以个人财产出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

其财产不足以清偿所负债务，对尚未清偿的债务，下列处理

方式中，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的

有： A、不再清偿 B、以投资人家庭共有财产承担无限责任 C

、以投资人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仍不足清偿的，如果

债权人在2年内未提出偿债请求的，则不再清偿 D、以投资人

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仍不足清偿的，如果债权人在5年

内未提出偿债请求的，则不再清偿 答案应为ABC。此题较为

全面地考察了个人投资企业投资人的持续偿债责任，且题干

中有两项干扰项，一是“以个人财产出资”，二是思维逆向

，题目要求选择的是“不符合规定的有”，较难。根据题意

，A项可直接入选；选择B项则须牢记申报出资时对个人财产

和家庭共有财产出资的不同规定，同时看清题干中是以个人

财产出资；选择C项则要牢记持续偿债责任的期限。但有很

多考生漏选了B项，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看清题意。 3.判断题

共18题，占18分。今年的判断题难度较小，主要是要求考生

能够准确地记忆知识点。例如第11题： 对可撤销合同，具有

撤销权的当事人如果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撤销权消灭。( ) 答案应为错误。此题一不小心，就会做错

。其实撤消权的一年时效起点不是合同签定日，而是债权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消事由之日。 也有的题考得较为细致，

例如第12题： 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

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应当向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 ) 

答案应为错误。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合同又称利他合同，参

见教材第392页。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应当向债权人

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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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