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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备战，合理安排时间《税法（I）》的内容虽然不是很

多，但有些内容需要有消费的时间，如果在考前几天将《税

法（I）》攻下来，成功的概率很小。因此，最好是通读新教

材把知识学习一遍，合理安排时间的安排，要将有限的时间

合理的分布于各章，做到重点章节多安排时间，细致的学习

，避免面面俱到，眉毛胡子一把抓。 2、认真通读教材，并

将知识体系化，做到点面结合，重点问题一定要吃透《税法

（I）》各章内容具有一定的联系，如果孤立地学学习每一章

的知识，掌握的只能是支离破碎的税收原理和税收制度，很

难应付综合性越来越强的考试，一定要把知识系统化、形成

网络化、立体化知识体系，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其前提

是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对知识进行横向比较

，找出各税种的差异和共同点，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3、深

化记忆，多做习题由于大多数考生都是在职人员，没有太多

时间学习、消化、理解教材中的内容。因此，在阅读教材基

础上，多做习题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检查对知识的掌握程

度，并找出自己的薄弱环节，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4、潜

心研究各年试题，将会受益菲浅可以说，各年试题都具有代

表性，既能反映《税法（I）》的重点，也能体现各个税种的

难点。通过研究各年试题，可以从中找出《税法（I）》考试

的规律，发现学习《税法（I）》的捷径。 二、税法二的复习

策略：注册税务师考试是一种能力考试，因此复习时，应注



意对税收法规的理解和运用。从教材的内容和结构而言，税

法（II）是税法（I）的续篇，主要介绍了我国目前实施的所

得税、财产税和行为税等税种。从教材篇幅看，企业所得税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3个税税种应

是考试和复习的重点。由于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为应纳税所得

额，流转税的计税依据为销售额或营业额，因此，税法（II）

的复习方法与税法（I）有所不同。考生复习时应着重把握以

下几点： 1、掌握每个税种的计算公式。计算公式不仅明确

了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同时也指明了复习和掌握主要内容

的基本思路。如企业所得税的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税率；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准予扣除项

目金额。从公式可以得出，要计算企业应缴纳的所得税，首

先要求出应纳税所得额，而应纳税所得额又是由收入总额和

扣除项目金额两个要素决定的。 2、掌握各税种的特点，可

以把繁杂的内容简化，使复习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个人

所得税，征税范围有11项，每项都有不同规定和计算方法。

如果按顺序一项一项去把握困难较大，若按照一定方法把握

其特点就容易多了。在11个征税项目中，以征税期限为标准

，把握哪几项所得按年征税，哪几项所得按月征税，哪几项

所得按次征税；以费用扣除为标准，把握哪些项目按定额扣

除，哪些项目在什么情况下按比例扣除，哪些项目按会计核

算进行扣除，哪些项目不扣除费用。然后再把握其基本计算

方法，个人所得税的复习就容易了。 3、复习时要认真理解

教材的基本内容，再辅之于练习。正常情况下，阅读、理解

教材的时间应占总复习时间的70％－80％，做练习的时间应

占总复习时间的20％－30％。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通过做



配套练习来验证自己对教材理解的正确程度以及对法规的具

体运用能力。不能把大部分复习时间用在做练习题上，以做

练习来碰考题，这是不可取的。教材每年都新增内容。一般

情况下，新增内容都是当年重点考试内容。 4、要加强综合

能力训练。某条规定在教材中是独立的。但在运用时既综合

又交*。综合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多个税种在一个题目中同

时涉及，如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可能涉及到流转税、财产行

为税的计算；二是一个纳税人同时涉及诸多业务内容，如某

纳税人有自营业务、联营业务、对外投资等，计算其应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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