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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C_E4_BC_9A_E8_c45_591697.htm 一、各题型命题特

征 （一）单项选择题的设计特点 （1）题目的覆盖面宽，难

度加大。 2007年单项选择题共设计了20个，每个1分，共计20

分，涉及15章的内容，章节的覆盖面较宽；在题目的设计上

具有一定难度，较为明显的表现是：将一个完整计算链条集

中于最后一环进行测试，提高了计算复杂性，比如测试更新

改造固定资产的后续折旧计算，其间涉及到更新改造后固定

资产新原价的计算、新折旧指标的推算及最终后续折旧额的

计算。类似的还有权益法下投资产生的利润影响额的计算、

交易性金融资产损益的计算、持有至到期投资某时点账面价

值的计算等。 （2）更为强化实务操作能力 2007年的试卷中

单项选择题有12个计算、8个理论判定，计算类占60%的份额

，这说明此科目在计算能力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多

项选择题的设计特点 多项选择题以理论的理解及实务应用为

主要测试点，对知识点的系统性、综合性要求很高。 1. 更注

重某个会计核算项目的界定 在多项选择题的设计上，此类指

标界定方式是一个常见模式，较为规范的提问方式是： 下列

⋯⋯事项中，属于⋯⋯的是（ ）。 2007年此类题目有五个，

约占此类题目的50%.主要测试内容如下：利得的辨析、关联

方关系的辨认、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确认、会计政策变更

的界定及合并范围的确认。这种题目的设计体现了基础知识

点的测试倾向，着力于基础知识的辨析。 2.理论或实务操作

的正误判断 在多项选择题的设计上，正误判定是一个常见模



式，较为规范的提问方式有： 下列交易或事项中，符合（或

有违）会计制度（或某特定准则）的是（ ）。 这种提问方式

，可以将书中所有的知识点或某特定章节的知识点进行测试

，具较强的综合性和灵活性。2007年此类题目设计了4个，占

了此类题目的33%.即有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处理的论断

的正误判断、针对金融资产会计处理中涉及“资本公积”的

论断进行正误判定、固定资产会计处理的正误判定及有关无

形资产会计处理的论断的正误判定。 3.某核算指标影响因素

的分析 在多项选择题中，另一种常见模式是归集或辨认造成

某关键核算指标变动的理论要素或具体业务。此类题目常见

的模式有：权益法下投资账面价值波动的因素分析、投资收

益的界定、影响资产成本的税金界定、营业外收支的界定、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界定、非货币性交易的界定、非货币性

交易中换入资产入账成本的构成因素分析及确定业务分部的

因素分析、财务费用的归属认定、引起年初未分配利润变动

的业务辨析和合并范围的确认等等。 （三）计算分析题的命

题特点 1.计算分析题的设计特征 （1）难度趋向加大，覆盖面

宽。 2007年设计了一个债务重组结合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

房地产的综合性题目，其所涉知识点较多，跨章节特征明显

。第二个是所得税题，测试的是税率发生变动时资产负债表

债务法的会计处理。第三个是同一控制下合并报表的编制，

相对而言要比前两个题目容易。这三个题目的难度主要体现

在题量上。 （2）所涉知识点通常局限于一章或一个完整的

计算体系 2007年注册会计师考试在计算题的选材上只有第一

个出现了跨章情况，其余两个均可单独归属于所得税章节和

合并报表章节，用一个题目涵盖一个完整的计算体系是这两



个题目的设计特征。 2.计算分析题的设计模式 计算分析题所

涉及的知识点多界于一个章节范围内，最多跨两个章节，选

择的题目常见为一个完整的计算单元。 （1）应付债券专题

，以可转换公司债券为主要选材方面。 （2）资产减值专题

。以资产组的辨认、资产组的减值计提及总部资产减值的认

定为主要测试内容。 （3）金融资产专题。以持有至到期投

资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主要测试角度。 （4）长期股权投

资专题。以成本法、权益法的会计核算及成本法转权益法的

会计核算为主要测试内容。 （5）借款费用专题。以专门借

款、一般借款混合在一起计算利息费用资本化为主要测试角

度。 （6）所得税专题。以应交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资产或

负债及所得税费用的计算为主要测试角度，另外对税率改变

时上述三指标的变动也要重点留意。 （7）财务报表专题。

针对某一期间的业务进行账务处理并编制出相关利润表为主

要测试方式。 （8）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专题。以诸多调整

事项的修正分录及报表项目的调整为主要测试方式。 （9）

合并报表专题。主要测试抵销分录的编制。 （四）综合题的

命题规律 1.综合题的设计特征 （1）出题模式中规中矩 2007年

的综合题在设计方式上较为传统。 第一个题目是资产负债表

日后期间会计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该题的设计平台是资产

表日后期间，将若干业务置于此期间，首先让考生辨析业务

中的错误处理，而后编制会计差错的更正分录，进而修正年

度报表。此类出题模式是一种经典的组题方式，几乎年年有

此类题目的出现。 第二个题目测试的是长期股权投资结合合

并报表抵销分录的会计处理，此题目以长期股权投资为题目

设计起点，主要测试了合并报表中抵销分录的编制。这种以



股权投资带出合并报表的设计方式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综合题

模式，但此题目的分量主要集中于合并报表中抵销分录的编

制，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仅是为合并报表准备数据而设

计。此类题目已经在注册会计师考试中多次出现，而且长期

股权投资与合并报表的结合是一个很经典的综合题出题模板

。 （2）分值低于往年，题量向计算题倾斜。 2007年综合题

的分值为32分，占总题量的32%，相对往年有所下降，这主要

是由于计算题加了量，由传统的二个计算题增长到三个，自

然综合题的量就会略减，但整个主观题的量非但不减，反而

有所增加。这也体现了注册会计师注重实务操作的测试特点

。 3.常见综合题的设计模式 （1）以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为平

台以多种业务为对象展开会计调整及报表修正的会计处理。

此类题目年年必测，已成惯例。从近几年的试卷来看，这些

纳入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的业务主要集中于会计差错更正、

或有事项、收入、投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合并会计报表

等业务。 （2）以长期股权投资为题目设计起点，通过成本

法转权益法来完成控股合并，进而引发合并会计报表问题；

再通过内部交易的设计提供抵销分录的编制选材；最终以填

制表格方式完成合并报表相关项目的数额认定。 （3）将计

算较为复杂的知识单元加大信息量使其由一般类计算题升格

为综合题，比如2007年试卷中的第一个综合题就是一个较为

单纯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题目，只不过在调整事项的

数量上作了加大，使得题目难度有所提高。 二、习题班的学

习方法 首先根据客观题所涉知识点进行基础知识强化训练。 

客观题测试的为各章的基础知识，其设计方向在于知识面的

宽度，考生应根据客观题所涉知识点进行针对性记忆和训练



，以作到基础知识的全面掌握； 然后根据主观题的设计模式

及典型案例进行举一反三的训练。 本课程将可能出到的主观

题目进行了系统地的归类并辅以典型案例，考生应就课上的

类型题目从其设计特点到解题思路都要作到了然于胸，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分类型分模式的强化针对训练，以作到举一反

三。 最后，以模拟试题的练习方式对上述类型题训练成果进

行考场热身，从解题的时间分配、解题的顺序及考试心态上

进行实地演习，以尽可能地将考试状态调整至最佳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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