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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A8_E5_86_c46_77437.htm 税法（一） 《税法（一）》

的考试题型相对稳定，每年均采用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

、计算题、综合分析题四类题型。历年试题总量均为90个题

目，其中，单项选择题40道题，多项选择题30道题，计算题2

道大题8个小题，综合分析题2道大题12道小题，从历年命题

来看，具有如下特点： 1.全面考核又有所侧重 《税法（一）

》有八章的内容，每章的内容都在考核范围之内，每章每节

都有试题，覆盖面相当宽，但又不是平均出题。命题范围紧

扣大纲，按掌握、熟悉和了解的层次，分别占60%、30%

和10%；如果对教材内容达不到一定的熟悉程度，是难以获

得较好的成绩的。 2.重要知识点出题覆盖率达60% 按试题难

易程度划分，中等到难度水平的题目占60%，较易水平的

占20%，较难水平的占20%.《税法（一）》历年考试的重点

都是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这三章内容，对重点、难点几

乎年年考，如增值税税额的计算、视同销售的项目、不能抵

扣的进项税额、抵扣进项税额的时间、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出口退税等，因此学习过程中要注重对知识体系的全面系统

掌握。 3.考试的综合性较强 考试越来越注重对能力的考察。

这种考察，主要体现在综合题上，综合题涉及多个知识点，

并且各个知识点的关联度较高，通过对这类题目的考核，可

以了解考生在掌握每个知识点的同时，是否还具有融会贯通

地综合分析和综合运用能力。由于纳税人在日常的生产经营

活动中，常常会涉及多个税种和诸多税收政策，这就要求考



生在复习中能全面理解税收政策，做到融会贯通，能够较好

地掌握各个税种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4.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注

册税务师考试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求考生在具备一定理论水

平和政策水平的基础上，能够正确运用政策去解决实际问题

，因此考试着重考察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

的，命题人往往在综合题中，给出许多信息资料，阅读量较

大，有的信息甚至是不相关的，这就是要求考生能够从题目

所给出的信息中挖掘出有用的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打开做题

的思路。 此外，《税法一》试题的难度加大，主要表现在：

1.增加隐蔽考点 在试题的一个已知条件中包括多个考点，其

中有显性化的考点，考生都会注意，但在这背后，又有多个

较隐蔽的考点。如2004年综合题（一）中的第二笔业务给出

的条件是，从农业生产者手中购进自产的农产品和从一般纳

税人企业购进同样的农产品，从表面上看是要计算进项税额

，这是显性考点。由于将购进的农产品运往甲厂委托其加工

酒精，同时甲厂未代收代缴消费税，因此，许多考生可能会

忽略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组成计税价格的确定，有些考生考

虑了委托加工业务的组成计税价格，但确定材料成本时又可

能忽略成本、进项税额与购进价格的关系。 2.增加陷阱 试题

中给出的已知条件有的是有用的，而有些是无用的，要求考

生自己分辨取舍，如2004年综合题（二）中的第九笔业务，

纳税人用银行存款和库存的外购材料对A企业投资，用一块

土地和一栋厂房对B企业投资，用银行存款、土地和厂房对外

投资，不涉及流转税的计算，这三个条件是迷惑考生的，用

外购的材料对外投资属于增值税的视同销售业务，要计算增

值税的销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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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