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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会《税法》强化阶段学习方法及注意事项 

语有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简短的一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学习的重要特征：方法是能力的

核心因素，也是完成学习任务的途径和手段。距离 CPA考试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目前正处于强化阶段的

复习过程，下面老师为您的备考提供一些学习方法指导，希望能对您的备考起到帮助！ 

一、学习方法 

1.一定量的题目练习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对于做题而言亦是同理，“题不在多，质量取胜”。因为“题”海无涯，

但是知识点有限。无尽的题海，不过是有限的知识点变换出题角度之后形成的“庞然大物”。因此，只要

我们熟练掌握知识点后，通过一定量的具有代表性的题目进行演练，熟悉命题方式即可。咱们网校与课程

配套的题库，以及应试指南、经典题解等辅导资料中的题目，都是您不错的选择。 

2.强化记忆 

税法又叫碎法，考得很细碎，涉及面广，因此需要我们记忆的内容也比较多，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记

忆，通过做题加深印象。 

3.重视考试题目 

注会税法考试，万变不离其宗，掌握考试题目最为重要。通过历年考试题目的学习，可以感性认识税

法考试的题型、命题风格、各章节分值分布、考查的重点及难易程度等。由于历年考试题目的资源是有限

的，因此建议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将历年考试题目当作模拟试题来做，测试自己的复习程度。即使最后，

在我们以为已经完全掌握的情况下，也还是可以通过做历年试题发现自己知识的“盲点”。 

二、学习技巧 

掌握了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后，再学习下下面的答题技巧，可谓“如虎添翼”，相信再难的题目也不

会成为您夺取 CPA证书路上的“拦路虎”。 

下面就对注会税法客观题及主观题的考试分值以及答题技巧给出一些建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客观题 

客观题，主要分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分值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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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选择题：26小题，每小题 1分，共 26分； 

多项选择题：16小题，每小题 1.5分，共 24分。不答、错答、漏答均不得分。 

（1）客观题易错选项设置特点分析。 

①分值低、覆盖面广、题量大，总体难度不高，大部分题目能从教材中找到答案。 

②试题通常以相似、相近、易混的知识作干扰选项，主要考查考生的原文掌握记忆能力。考生在平时

复习中，必须对易混易错的知识进行比较和辨析，才能排除干扰准确作答。 

例如：注会税法多选题均是考查的原文表述或是根据原文表述进行的拓展，根据对考题的分析，错误

的选项大多是在原文表述中修改单个词语。大多数还是考查的基础性的内容，这些有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是

错误的，尽可能排除一些选项，就可以提高得分的概率。 

（2）考核当年新增及变化内容。 

（3）考查原文未曾过多关注的知识点、综合性考查的题目难度较大，此类题目占比不高，得分率比

较低。 

（4）单选题考查形式上，对文字型题目考查有所增加。 

税法考试中，近几年多选题均考查的文字型题目，单选题考查计算型+文字型题目，单选题中文字型

题目占比逐年增加。每年计算型题目出题涉及的税种重复率不高，因此可以认为，上年考查过的小税种次

年再次考查的可能性不大。 

（5）计算型题目难度下降。 

计算型题目结合税收优惠出题居多，使用单一计算公式即可得出计算答案。 

考试的出题角度设计很有技巧，会设置一些简单而容易忽略的小陷阱，既感觉不出偏难怪，也感觉不

出机械式的计算。 

2.主观题 

主观题，主要分为计算问答题和综合题，具体的分值分布如下： 

计算问答题：4小题 20分。其中一道小题可以选用中文或英文解答，用英文解答增加 5分。本题型最

高得分为 25分。 

综合题：2小题 30分。 

主观题考题设计特点： 

（1）题目表述特点有变化。 

税率表不再以附表的形式单独给出，而是在每个题目业务需求中给出适用的税率，通常以其他相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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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或者附表的形式在题目中业务表述后，进行展现。 

例如：个人所得税计算问答题附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表、月度税率表；资源税、环境保护税计算

问答题其他资料中告知资源税税率、污染物当量值和税额；综合题其他相关资料中告知关税税率、契税税

率、消费税税率、城镇土地使用税年税额。 

（2）主观题目中文字考核题目逐年增加，计算性题目比例降低。 

（3）考试的题目开始“偏离”传统，注重与实务的结合。 

与以往单纯性考核某项业务应纳税额的计算相比，现在的命题方式相对更多元化，2023年考核“食、

住、行”、“环保”、“节约水资源”等与之相关的题目；2020年考核增值税现金返还的筹划、周年庆典

装饰用品、客户的差旅支出等实务中疑问较多的内容。2019年个人所得税的考核中，以税收筹划的方式来

考核专项附加扣除。 

（4）考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考核重点。 

（5）注重跨章节内容的考核。 

对于主观题而言，大多考生在考场上看到长篇大论的表述就害怕了，其实主观题也不过是计算性单选

题的简单罗列而已，我们拿到题目，不要着急做题，而是要大概浏览一下，看一下 4 道计算问答题，2 道

综合题哪些是会的，哪些是不会的，这样在真正做题的时候心里就有谱了。 

真正在做题的时候，要先看题目和已知条件，跟着问题去读题，这样有目的性。有的题目可以根据已

知条件直接算出来，不需要因果关系，比如企业所得税中的三项经费、广宣费等，一般都是单独问纳税调

整，对于这种我们平时练习很多的知识点，一定要保证准确。而最后让计算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这种需要

统筹计算的，只能在以上所有环节都不出错的情形下才能计算出来。 

主观题是人工判分的，有“人情味”，不像客观题那样，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以，对于不会的主

观题题目，即使会一点也要写上去，尽量不要空着，主观题踩点给分，即使最后答案错误，由于部分的步

骤正确也是有会得分的。 

三、注意事项 

在强化阶段的学习和做题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有以下两点： 

1.以教材为主。虽然在基础学习阶段提到过该注意事项，此阶段还是强调教材的重要性，因为考试的

内容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怎么考查，都可以在教材中找到相应的规定。注会税法需要记忆的内容比较多，

我们应以教材为主，教材有的要掌握、熟悉，教材没有的简单了解即可，不需要做深入研究。 

2.重视总结。税法税种多，每年都会有新政策，对于我们在学习时遇到相似、容易记混淆的知识点时，

可以通过联想，举一反三来记忆。要多看多记，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可以准备一个小本本，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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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的内容，写在上面，揣在兜里，想起时就拿出来看看，都是对我们学习非常有帮助的。 

3.注意审题 

注意仔细审题，一定要看清楚题目问的是什么，不要着急做题，否则答非所问，大方向错了，答案肯

定不正确。所以一定要把题目读完，弄清楚问什么，条件是什么，备选答案是什么，如果题干或选项比较

长，可以抓关键字，注意迷惑信息的干扰等。 

 

通过强化阶段的学习，相信大家对知识的掌握会再上一个台阶，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