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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A8_c67_276549.htm 一、2007年命题趋势预测 2007

年新大纲一开篇就提出要通过考试证明考生具有相关的知识

和技能，因此，今年考试命题的总趋势仍然是全面涉及、章

章有题、考点交错、综合性强、突出实际应用。 （一）题型

、题量预测 从以往考试情况看，单选、多选、判断、计算、

综合这五种题型是CPA税法考试的传统题型，但不同年份在

各题型题目的数量上有所变化，如2005年增加答案明确的单

选题型同时减少容易产生歧义的判断题型。以往年份中主观

题内部的计算和综合题也有过细微的比例变化，但整体主观

题（50个题）与客观题（7~8个题）各占50%的分值比例是近

几年的常规，预计在2007年考试命题中，题型、题量依然会

遵循常规。 （二）试题难度预测 但鉴于2006年税法通过率第

一次超过了经济法而据各科目之首，预测今年税法考试的难

度会略有增加。但试题综合性、应用性等整体难度应该与前

两年情况相仿，不会有大起大落的变化。 （三）重点、难点

、考点预测 各税种在实际应用中的地位决定了税法考试的重

点目标。我国实行双主体的税制体系，决定了流转税和所得

税是各方面对税法关注的焦点。因此，流转税中的三个主要

税种和所得税中的三个税种在考试中必然分值高，这些税种

的相关规定和相互联系，是命制计算、综合题型的基本源泉

。 1.跨章节对税法规定的应用依然突出，要求考生跨章节掌

握同一经营活动涉及多税种的相互关系和应纳税额的计算方

法。考生要在对各个税种全面复习时关注考点链接。各章节



中知识点的联系是考试的难点内容，也是重点内容。 2.新增

知识点和新修订的知识点一直都是考试的重点内容，考生必

须关注。尤其是跨章节新增的知识点要尤为注意。如收购烟

叶的增值税抵扣与进一步生产卷烟产品间的计算问题；上年

增加但不曾考过的兼营免税、不得抵扣进项税项目相关的不

得抵扣进项税分摊公式的运用；查补所得或收入不能享受税

收优惠等规定；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的纳税人范围和申报口

径、期限、地点等规定。本辅导书中包含了对新增知识点编

写的习题。 3.今年的税法考试大纲要求考生“准确无误地填

列各主要税种的纳税申报表。”这是以往大纲没有特别强调

的内容，以往考试只是强调掌握报表，但没有做出如此明确

细致的要求。由于增值税、消费税等报表比较简单，考生复

习时难度不大，多加注意即可。主要税种申报表的掌握关键

是所得税申报表的各行内容、计算中的顺序和相互关系。对

于所得税申报表各项内容计算顺序的掌握是考生要重点关注

的问题。 二、复习及应试注意问题 上述《税法》考试特点要

求考生必须全面复习、透彻理解、融会贯通、活学活用。 （

一）复习时观察以前年度考题，以适应考试出题方式和解题

思路。 能够作为考题出现的均为比较经典的命题，有独到的

考点设置和一定的难度，了解考题真题的命题、答案和解析

，一方面可以了解考试出题方式，适应考试难度和经典考点

，另一方面可掌握解题思路。这里要注意：（1）以往考过的

考点不一定这次或以后不考，经典考点会变换形式在多年的

考试中重复出现，考生注意灵活掌握。（2）在学习以往考试

真题时注意一些政策法规随时间的变化已有所改变，所以不

能照搬答案死背，要以拓展视野、思路为目的。（3）从2004



年开始，考题中主观题的问题方式与以往考题出现了明显的

不同，每道题都把对考生的要求细化，突出了给分点，明晰

了解题过程。本书后附的跨章节练习和模拟试题，都采用了

现行考试的新的出题方式。 本书各章节中有近三年考题精选

，各章节的例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往有价值的考题的旧

题新解，考生可从中了解哪些是反复出现过的重点考点以及

知识点的不同考核角度。 （二）注意复习的思路 教材的内容

排序不一定适合复习思路，复习时注意一些共性的内容联系

起来复习；一些特别的内容特别地记忆。比如：本辅导书就

把企业所得税中业务招待费、广告费、业务宣传费放在一起

对比分析，便于考生理解；又如代付个人所得税与代扣个人

所得税的差异比较，可了解代付税款的特殊含义。结合考生

的要求，本书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主要税收优

惠分类列表，增强复习的条理性。 考生在复习时也要把一些

各章散乱的内容串联起来对比记忆，特别注意各章节有联系

的内容，这往往是容易出综合题的考点。比如个人出租用于

居住的住房，营业税有减按3%征税的规定，房产税有减按4%

税率征税的规定，个人所得税有减按10%税率征税的规定，

该行为取得收入，除涉及上述三个税种外，还涉及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和租赁合同印花税。一个行为涉及如此多的税种

和优惠，应联系起来理解记忆。 （三）重视小税种的复习。 

近几年小税种在考试中地位日益提高，主要表现是由过去比

较单纯的客观题的题型转换为更多出现综合题、计算题的题

型。小税种相对于大税种来说内容简单，容易拿分，实际考

题中，大税种经过复杂计算才得到1分，而小税种很轻易简单

的计算就能得1分。在近些年考题中，较多出现小税种与大税



种相混合的计算题或综合题，小税种若解答错误，后续步骤

的大税种也无法得分。所以，一些考生所说的“掌握增值税

和三个所得税就能通过税法考试”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四

）考试前务必多做习题，通过练习发现复习死角，加深理解

和掌握，摒弃死记硬背，学会举一反三。 习题演练是适应考

试的必要步骤。近三年在考试之后，许多考生都反映题目简

单，但时间不够难以完成，这和平时习题演练不够是有一定

关系的。习题不是考题，但可以让考生见多识广以增加考试

的适应性，而且习题中贯穿着大量的考点，也可让考生通过

练习发现复习死角。本书加大了习题数量和难度，以方便考

生演练，并向考生建议：（1）考生做练习题时不要只做一遍

，隔一段时间后再反复做一遍或数遍，考点印象会深刻，熟

练度会增强。（2）注意看答案后的解析，不论练习时自己做

得是否顺利，都要看答案后的解析，熟悉其中蕴涵的考点意

图和政策规则，这能加强考生对税法规定的认识深度，提高

考生的应变能力。 （五）考试中认真审题，看清条件、发现

隐蔽考点、答题时不要纠缠难解的难点，尽可能先易后难。 

由于税法考试题量大，考生不可能有检查复核的时间，故答

案填写要力求稳、准、快。审题要仔细，看清题目要求，例

如2003年考题要求是“出口货物海关估价”，许多人都错看

成“进口货物海关估价”。在答题时，注意分配好时间进度

，客观题解题时间一般安排在30分钟到40分钟比较适宜，在

做主观题答题时，可先选自己熟悉或容易得分的题目或步骤

答。如果出现前面步骤计算出来的数字是后面步骤计算要采

用的条件，我习惯称之为关联性考点，计算、解答关联性考

点时，前一步骤的错误会导致后一步骤答案的肯定错误，因



此，考生在遇到关联性考点时，对每一步骤都要追求100%的

完整性和正确性。而有些考点之间没有延续性和关联性，可

称之为非关联性考点，考生可以放心跨越顺序解答非关联性

考点。如一些小税种及个人所得税（除个体、承包、个人独

资合资外）一般分步给分，往往前步骤的答案不是计算后步

骤答案的前提，得分容易；这两年考题的计算、综合题型，

都列明了考生必要的解题步骤和给分点，考试时可针对自己

熟悉的步骤和给分点答，避免在难题上耗时太多，而没时间

答简单题。 考生还要避免只写公式不计算结果的现象出现，

这样只是浪费时间，CPA考试对完美度的要求很高，考生对

步骤知识点掌握99%和0的给分结果是一样的，只有步骤和结

果都正确的，才能得到此步骤的分。 上述复习方法和考试技

巧可能因人而异而各有偏好，只是我作为辅导教师个人的理

解和建议。我对这本书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但由于编书时间

较紧，也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的疏漏和错误请考生见谅

，考试的政策依据以教材为准。最后愿这本辅导书能有助于

考生理清思路、答疑解惑。如果说，顺利通过CPA考试是每

个考生所追求的梦想，那么让更多考生通过考试也是我所追

求的梦想！愿更多的考生好梦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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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