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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所有新增考点，考生不宜均衡安排复习时间，而应

有所侧重。下表按重要性等级对新增考点进行了分类（“绎”越

多，内容越重要）。

3. 综合运用的难度较以往有所降低，主要体现在综合题

上。2009年《税法》科目命题的综合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

面：淤同一纳税人一个纳税期间应缴纳哪些税？各税种之间的

关系如何？例如：某资源开采企业开采、销售资源的行为，应缴

哪些税？于同一税种涉及多项政策的运用。盂同一业务涉及不

同纳税人时各方该缴哪些税，如何计算？例如：某房地产公司

将新开发的房地产销售给居民，各方应缴哪些税？如何计算各

税种的应纳税额？

根据前文的分析，下文我们对2009年新考试制度下《税

法》科目命题情况进行了预测：

第一部分（绎）。淤框架内容：税法概论。预测分值：2分左

右。命题方式：选择题。考试重点：税法概念、税收法律关系、税

法要素、税收立法、税收征管权限划分。于框架内容：税收征管

法和税务行政法制。预测分值：4分左右。命题方式：以选择题

为主，也可与实体法混合、以综合题出现。考试重点：税务管

理、办税程序、纳税检查、处罚规则、诉讼复议等程序性规定。

第二部分（绎绎）。淤框架内容：除第三部分以外的其他各

税种（11个）。预测分值：25 ~ 30分。命题方式：以选择题为主，

也可以计算题、综合题出现。考试重点：客观题，考察税法基本

要素和税收优惠；主观题，常与其他税种融合在一起命制计算

题、综合题等题型。于框架内容：税务服务业务。预测分值：5 ~

10分。命题方式：选择题。考试重点：国际税收、税收管辖权、国

际重复课税、国际避税与反避税、国际税收协定；税务代理的

产生、特点、作用、范围、法律责任；税务咨询和税收筹划的基

本方法、风险控制。

第三部分（绎绎绎）。淤框架内容：流转税。预测分值：30分

左右。命题方式：所有题型。考试重点：税种联合，考察考生的

计算和综合技能。于框架内容：所得税（企业、个人）。预测分

值：25分左右。命题方式：所有题型。考试重点：基本税制要素、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税收优惠、税收征管。

总体评价。框架内容：章章有考点、知识层面考核力度加

大、操作层面难度有所降低。预测分值：100分。命题方式：单选

题、多选题、计算题、综合题。考试重点：三大流转税+两大所

得税+新增考点。

由于旧考试制度下的考试沿用的是2008年的教材，其考

试重点与命题模式有一定的延续性和参照标准，在此不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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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真学习考试辅导教材

笔者认为，在新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下，考生对教材内

容的理解和把握将比以往显得更加重要。考生应深入分析考

试大纲及教材中的例题，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教材的精读和

理解上，并注意精读的技巧与方法。

1援 全面复习，精读教材。考卷中的客观题有30余道，知识

点覆盖面广。因此，考生一定要做好全面复习，忌盲目猜题或

押题。由于新教材融汇了许多学者的观点，加之财务成本管理

学科自身的特点，教材的难度将有所上升，因此考生在阅读教

材时务求读懂，忌“扫描”。

2援 归纳总结。在阅读教材时，考生一定要注意归纳总结，

做到边看边记，读完一章后应及时回忆其主要内容以加深印

象，并根据自己的学习习惯对知识点进行总结，整理相关公

式，在理解的基础上将书读“薄”。

3援 掌握重要考点。考卷中的主观题一般都涉及教材中的

一些重要考点，因此一定要掌握并融会贯通重要的考点知识。

《财务成本管理》中的重要考点包括：财务指标分析、杜邦财务

分析体系（传统的与改进的）、项目投资现金流量的测算、投资

决策评价指标与运用、不确定性投资决策、债券价格与套利、

投资组合的选择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和投资的实

物期权分析、资本成本计算与资本结构决策、资金需要量预

测、租赁决策、现金股利与股票股利、相对估值法、折现现金流

量法、作业成本计算、作业分析、标准成本差异分析、本量利分

析、变动成本法、短期经营决策、财务预算编制、投资中心和利

润中心评价指标等。对这些重要考点知识的掌握，不仅要知道

其是什么，而且要知道其是为什么，考生需要在精读教材例题

的基础上做相关练习加深对这些知识的理解。

4援 理解教材难点。笔者通过分析与总结，认为以下难点

知识成为考点的概率较高：改进的杜邦财务分析体系、项目投

资现金流量估算与评价指标的计算、不确定性投资决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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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风险、债券价格与套利、期权定价、投资的实物期权分析、

存货保险储备、资本结构决策、资金需要量预测、租赁决策、折

现现金流量估值法、作业分析、标准成本差异分析等。考生一

定要认真学习，力求理解这些知识。

此外，考生还应对本学科新增或新修订的内容给予适当

关注，并针对性地进行相关练习。

二、掌握关键公式，辅以适度练习

注册会计师财务成本管理考试中的主观题大部分涉及公

式的运用，不少客观题也涉及公式的考核。客观题一般从三个

方面来考核考生对公式的掌握程度：运用公式进行计算或套

算；确定影响某一财务要素的因素；分析某一因素上升或下降

时，分析指标会发生什么变化。

1. 重点掌握关键公式。考生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关键公

式的记忆与掌握上，其他非关键性的公式和模型可以在理解

的基础上借助关键公式加强记忆。

例如，教材中有关“财务分析”内容的公式有70余个，其中

最为关键的有：净资产收益率=营业净利率伊资产周转率伊权

益乘数，净资产收益率=净经营资产利润率+（净经营资产利

润率-税后利息率）伊净财务杠杆，把握这两个公式及与此相

关的财务指标计算公式对于掌握财务分析相关知识至关重

要。又如教材中有关“财务估计”内容的公式有20余个，其中的

关键公式有：复利现值=终值伊复利现值系数、年金现值=年

金伊年金现值系数、年金终值=年金伊年金终值系数、有效年利

率与年度百分比利率关系式、期望值、标准差、变化系数、综合

标准差计算公式。教材中有关“投资管理”内容的关键公式主

要有：营业现金流量=净利润+非付现费用=税后收入-税后

付现成本+非付现费用抵税、回收长期资产现金流量=变现价

值+（账面价值-变现价值）伊所得税税率、名义报酬率=（1+实

际报酬率）伊（1+通货膨胀率）-1。

笔者总结了一些记忆公式的技巧，列示如下以供读者及

考生参考：

（1）借助公式运用的特殊条件加强记忆。例如，经营杠杆

系数=息税前利润变动率/销售量变动率，经营杠杆系数=边

际贡献/（边际贡献-固定成本），前面的公式是用当年数据计

算当年的经营杠杆系数，后面的公式是用基期的数据计算下

一年经营杠杆系数；可持续增长率=营业净利率伊资产周转

率伊权益乘数伊留存比率/（1-营业净利率伊资产周转率伊权益

乘数伊留存比率）是运用当年数据计算当年可持续增长率，如

果满足可持续增长的5个假设条件，则可用其预测下一年度增

长率；折现现金流量估值法中的加权平均成本法适用于保持

固定的债务与权益比率企业的估值；调整现值法主要适用于

利息保障倍数或债务水平不变企业的估值，如果资本结构中

基础证券的价值或利息税盾难以确定时则要用股权现金流量

法估值。

（2）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例如，如果掌握了普通年

金终值和现值的计算，则即付年金终值、即付年金现值、偿债

基金系数、投资回收系数、递延年金现值和永续年金现值的涵

义及计算也就容易理解了；理解了资金时间价值的涵义后，对

于项目投资净现值和内含报酬率、债券的价格、收益率与套

利、股票的估值、融资租赁的净现值、折现现金流量估值法等

内容的理解与计算就比较容易了。

（3）借助命名规律加强记忆。例如，叫某某率的，在前的放

分母，在后的放分子，如资产负债率、营业净利率、净资产收益

率等；叫某某比或某某比率的，在后的放分母，在前的放分子，

如外部融资销售增长百分比、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叫某某率

的，分母通常为营业收入，如税后经营利润率；叫某某周转率

的，一般是用相应的周转额除以某资产的平均余额，除存货周

转率分母用营业成本外，其他均用营业收入，各项资产的周转

期均为计算期天数除以周转率。

（4）融会贯通。例如，经营杠杆系数就是利润对销售量的

敏感系数，无杠杆资本成本就是税前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自由

现金流量就是税后经营利润扣除投资资本的增加（净负债

和股东权益增加或净经营资产增加）后的余额，股权自由现

金流量则为净利润扣除股权净投资（股东权益增加）后的余额

等。考生可用小卡片将相关章节的主要公式记录下来，粘贴在

教材每章的起始或结尾处以方便记忆。

2. 做练习题训练解题思路，提高解题速度。财务成本管

理试题的计算量较大，做习题是掌握和理解公式的有效方法

之一，也是提高解题速度的有效方法。笔者建议选择一本专业

培训机构推出的辅导书进行针对性的练习，千万不要陷于“题

海”战术之中。

三、合理安排考试时间，灵活运用解题技巧

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考试的特点是题量大、时间紧，这就

要求考生分清轻重缓急，先易后难，合理分配时间，把握好答

题速度。一般来说，做两道综合题需要花40分钟左右的时间，

做五道计算题需要花50分钟左右的时间，至多用50分钟的时

间来做客观题，此外还要留下10 ~ 15分钟的时间进行检查。因

此，每道单选题的解答时间宜控制在1分钟左右，每道多选题

的解答时间不要超过2分钟。做不出的题目不妨先跳过，待做

完会做的题目后用剩余的时间解答。

1. 选择题的解答。做选择题时，对很熟悉的知识点可直

接选择；对把握不定的，应考虑先将备选答案中不正确或不符

题意的选项删除，再从剩余选项中选出正确答案；对于不会做

的题，可在交卷前进行猜测，不要空题。

2. 主观题的解答。首先要仔细研读题目要求，带着要求

有针对性地看题目所给的资料，然后确定题目问题涉及的章

节，回忆相关公式，判定已知什么，求解什么，以提高解题的解

出率及正确率。由于主观题的评分规则是按步骤给分，因此解

题时计算过程一定要列示。之于公式，要写上代入相关参数的

公式，原始公式可写可不写。

3. 综合题的解答。综合题通常是把几个知识点联系起来

考，所以要以开阔的思路将各知识点联系起来归纳和分析，并

注意答题的系统性。从今年考试大纲中的样题来看，综合题的

脉络将较以往清晰，题目中给出多个具体要求的可能性较大，

所以，通常不需要在做题之前进行步骤与思路的分析，按所提

问题顺次解答即可。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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