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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会《经济法》强化阶段学习方法及注意事项 

备考注会经济法的考生，现阶段应当已经学完了一遍教材，对教材有了系统的理解。那么就要进入强

化阶段的学习了，这个阶段以做题为主，对所学教材内容进行复习巩固，温故而知新。 

一、学习方法 

1. 集线成面 

强化提高阶段相比于基础学习阶段，属于第二轮的复习阶段，在基础学习阶段，我们通过学习授课老

师的课件或讲义，对于经济法整体知识框架有了初步认识，对于一些容易理解的知识点，此时也有了大概

的把握，但对于理解较为困难的知识点，仍然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因此我们针对这一情形，采取集线成

面的方法，以求对经济法科目进行一个总体的把握。如果说我们把基础阶段看做是打地基，那么强化提高

阶段就是一栋高楼的建设过程，也是经济法这座高楼大厦建成与否的最关键阶段。 

我们针对两种情况分别处理： 

（1）基础阶段学习时间充分，完整的学习了授课老师讲义或课件，并辅之以适量练习。符合类似情

形的小伙伴，在强化阶段可以以题目的练习为主，通过题目来查缺补漏，以题代学，实现从知识点到卷面

分数的转变。 

（2）基础阶段尚未完成，或者基础阶段只听课件而没有做题。符合类似情形的小伙伴，在强化阶段

仍要注意对基础阶段遗留的知识点进行多次强化和理解，同时，相关题目的练习也可以着手开始，与上述

第 1 种情况相类似，也要实现从知识点到卷面分数的转换。 

2.重视考试题目 

历年试题中考点会有重复，甚至个别年份的试题都极为相似。对近几年的试题要认真研读，熟悉考试

思路与考试难度。历年试题是检测自己所学程度的一个很好的“验金石”。 

3.关注教材新变动 

教材新变动往往成为考试中的“热门”，学习的时候要对教材新变动内容予以重点关注。 

二、学习技巧 

注册会计师考试《经济法》科目的题型分为客观性试题和主观性试题两类，具体题型为：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案例分析题。不同的题型应有不同的答题对策和答题技巧，以下的相关提示将对考生的答题

思路有所裨益。 

1.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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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选择题是各类题型中难度最小的一种题型。由于此类题型的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答案是符合题意

的正确答案，命题者在出题时为了凑足四个备选答案，有些备选答案往往就显得荒谬和拙劣，考生一看便

知该备选答案是不正确的。因此，考生如能直接选出正确答案就应毫不犹豫地作出判断，反之可以采用“排

除法”，即将那些荒谬的、明显不正确的备选答案予以剔除，剩余的就是正确答案。如按照上述方法将不

正确的备选答案剔除一项或两项后实在无法再加以剔除时，则可考虑采用“猜测法”，即按照自己的理解，

选择一个你认为最为正确的答案，而此时排除的备选答案越多，猜测正确答案的概率也就越高。哪怕确实

无法猜测时，也绝对不要放弃。因为即使答错了，也是不倒扣分的。另外，由于此类题型解答较为容易，

要求考生在短时间内尽快作出正确的选择，考生在答题时应尽量多得分，并注意合理分配时间（一道单项

选择题往往在数秒钟或数十秒钟内就应作出正确的选择），在此类题型中过多占用时间，即使答对了也仅

得 1分，但却耗用了大量的、宝贵的考试时间，是得不偿失的。 

2.多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的备选答案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答案是符合题意的，考生多选、少选、错选、不选都是

不得分的。相对单项选择题而言，此类题型的考试难度较大，失分较多。考生不妨也可采用排除法。因为，

此类题型至少有两个备选答案是正确的，将不正确的备选答案排除后，剩余可选择的备选答案也就相应的

减少了，而正确的成功概率就相对要高得多。 

3.案例分析题 

案例分析题的分值较多，答题要求也较高，其目的是考核考生运用法律规定分析判断能力、综合分析

能力和实务操作能力，由于涉及的概念和法律规定较多，且将不同章节的内容联系起来进行考核，是本课

程考试难度最大的一种题型。在考试命题时，综合题的叙述文字较多，涉及的法律关系又较为复杂，有些

考生乍一看题目，就会感觉头脑发昏，理不出头绪，越看越乱，无从落笔，既影响情绪，又浪费时间。在

案例题答题时建议考生先看综合题的答题要求，因案例题往往会问几个问题，每个问题又问得很明确。应

认真、仔细阅读题目，准确地理解题意和答题要求，确定考题涉及的知识点及相关法律规定，全面归纳解

题的已知条件，获取解题的信息，并在一些重要的关节点和词语上作上相应的记号引起警示，这样既能抓

住解题的要点，又能节约时间。同时，案例题的答题技巧是很重要的，既不能过于简单，也不能思路混乱，

洋洋洒洒不得要领。一般而言，对案例题中所提的问题，由于考试时间有限，因此尽量回答的简洁一些，

即：第一步，作出正确的判断结论（即回答某行为合法或不合法）；第二步，引述具体的法律规定（不必

指出具体的法律条文名称，只需写明“根据法律规定”或“根据规定”即可，并讲明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

另外，在答题时应注意语言表述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并注意善于运用法律术语和规范语言答题。 

三、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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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态。 

强化提高阶段是注会经济法（其他科目亦然）备考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您很有可能在一开始就

出现题目练习无思路、错误率很高等情况，从而心态出现变化，甚者“崩溃”。我们要知道，大部分备考

本科目的小伙伴毕竟是学习法律的“门外汉”，在开始阶段，出现类似的错误率高、知识掌握不牢固，主

观题提笔忘字等情况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是以学习者的姿态面对注册会计师的考试，而注册会计师的

考试又以难度大、通过率低为特色，我们在一开始遇到挫败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在面临前述情形时，请

您务必保持信心，针对错题不必沮丧，遗忘的知识点再记忆一遍，又做错的题深挖一次做错的原因，是知

识点混淆了还是记忆出现偏差，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进行摆正心态的方向。 

2.题目练习。 

虽然这一阶段以练习为主，但不等同于“题海战术”，题目练习之外，如果您觉得做题的技巧有待提

升，或者做题总无思路，您可以尝试学习一下相关的习题班的课程，如果您觉得哪一块知识点理解不到位，

您也可以随时拿出相关课件重复听、反复理解，这些与题目的练习都是相辅相成的。对于错题，尤其是真

题的错题，更应该保持重视，把题目练习的价值充分挖掘，是本阶段的理想目标！ 

3.题目深度。 

在注会经济法学习中，对知识点的理解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但这不等同于对某些知识点深挖细究，

总想着试图找出某些法律的“漏洞”，这对于我们的考试目标来说是徒然的，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并不是

藉由注会经济法的学习去探求法学的真缪，而是“通过考试，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因此这里也提醒大

家，我们在备考过程中，务必牢记考试初衷，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理解和记忆尽可能多的考试内容，而不

要走向“钻牛角尖”，从而事倍功半。 

 

学习就像爬山一样，如果你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就一定会成功登顶；学习又好比一场马拉松比

赛，只要谁坚持到最后，谁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加油，坚持就是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