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４ 年考情分析及学习指导

一、“会计”科目的整体情况

自实行计算机化考试（以下简称“机考” ）以来， 注会会计考试的题量和考试难度大

体保持稳定， 自从 ２０２１ 年对题型和分值进行了微调（增加了客观题的题量和分值， 主

观题题量不变但分值略减）后， 近两年没有再作调整。 在考查方向上， 注会会计考试

仍围绕“会计确认、 计量和报告”进行出题， 考查点全面覆盖、 重点突出， 题目资料向

实务热点靠拢， 题目设计越发灵活， 看似使得注会会计考试更加“雪上加霜” ， 但是，
其计算量不断下降， 且紧扣会计基本原理， 再加上机考的便捷， 同样让注会考试的道

路更加宽阔、 畅通。 因此， 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情况下， 为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并最

终梦想成真， 我们需要全面分析注会会计的考试现状。

二、考试介绍

２０２４ 年考试时间如表 ０－１ 所示。

表 ０－１　 ２０２４ 年考试时间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会计（第一场）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会计（第二场）

提示： 中注协为了优化考点和机位资源， 故将部分考区实施会计、 税法、 经济法

三个科目两场考试， ２０２４ 年具体安排请以准考证为准。

三、考试特点及备考建议

（一）考试特点

１ 题量、 题型及命题特点分析

注册会计师会计考试的题型比较稳定， ２０１５ 年及以前分为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

题及综合题 ３ 种题型； ２０１６ 年将四个综合题拆分为两个计算分析题、 两个综合题， 转

为 ４ 种题型， 至今保持不变。 在分值上，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２０ 年的客观题为 ４４ 分， 主观题

为 ５６ 分； ２０２１ 年至 ２０２３ 年的客观题和主观题均为 ５０ 分， 二者可谓平分秋色， 每一

部分的比重都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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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考命题特点如表 ０－２ 所示。

表 ０－２　 机考命题特点

题型 考试特点

单项选择题

（１）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题目相对比较基础， 以教材知识为蓝本， 考查考生基

本功是否扎实。

（２）题目构成上， 以案例为载体， 考查相关内容的处理， 很少单独考查计算， 同时

部分题目所跨章节较多， 具有一定的综合性。

（３）题目形式上， 都是以单个小题的形式出现， 每小题 ４ 个选项。

（４）在题量、 分值上， 自 ２０２１ 年起题量比往年多 １ 道， 共 １３ 道小题， 每小题 ２ 分，

共计 ２６ 分

多项选择题

（１）每题均有多个正确答案， 不选、 错选、 漏选均不得分， 选出所有正确答案才能

得分。

（２）题目构成上， 分为 ３ 大类： ①实务应用性题目， 如给出四个交易， 判断哪些属

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②会计处理及计算性题目， 如具体业务的处理与计算、 报表

项目的列报金额等， 要求大家对知识熟练掌握、 解题迅速； ③简单的理论性题目。

（３）题目形式上， 全部以单个小题的形式出现， 每小题 ４ 个选项。

（４）题量、 分值上， 自 ２０２１ 年起题量比往年多 ２ 道， 共 １２ 道小题， 每小题 ２ 分，

共计 ２４ 分

计算分析题

（１）考查内容跨章较多， 综合性和实务性较强， 问法灵活， 但考点较为基础， 难度

比较低。

（２）多角度考查。 可以考查分析判断， 也可以考查具体的计算和会计核算； 多从以

下角度设问： ①判断或简述某项业务的会计处理并说明理由； ②计算报表项目的影

响金额。

（３）题量、 分值上， 共 ２ 小题， 每小题 ９ 分， 共计 １８ 分

综合题

（１）常见的考查背景主要有三种， 一是企业合并， 二是差错更正， 三是会计核算。

三种考查背景均涉及较多的知识点， 综合性较强， 比如差错更正中涉及金融资产的

分类及处理、 售后租回形成经营租赁等。

（２）多角度考查。 可以考查分析判断， 也可以考查具体的账务处理， 多从以下角度

设问： ①判断业务类型、 交易性质等并说明理由； ②判断或简述某项业务的会计处

理方法和规定； ③计算报表项目的列示金额及各业务处理对个别报表与合并报表项

目的影响； ④会计分录的编制。

（３）在题量、 分值上， 共 ２ 小题， 每小题 １６ 分， 合计 ３２ 分

２ 命题规律

随着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的改革， 注册会计师会计科目的试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会计考试的整体难度有所下降， 计算量大幅降低， 但是考查的综合性和实务性

逐渐增强， 考查方式更加灵活， 考试范围更加全面， 这充分体现了“加强注册会计师

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应用型会计人才”的战略目标。 在这种目标的驱动下， 近几年考

试的命题规律总结如下：
（１）考试范围全面覆盖， 各章节全面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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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机考的改革， 会计科目试题几乎覆盖了大纲所规定的全部范围， 可谓“全面撒

网” 。 对于“财大气粗”的章节来说， 如第 ６ 章和第 ２７ 章， 可以单独出主观题进行考

查， 而对于小章节来说， 如第 ２ 章， 虽然不能成大气候， 但是既可以在客观题中一展

身手， 也可以在主观题中甘当绿叶， 作为陪衬。 所以， 在范围上，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是完全贯彻了“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
（２）回归基础， 重点突出。
在近几年的考试中， 考试的难度相对下降很多， 也算是“普度考生”了。 考试更加

侧重于考查考生对基础知识的把握以及对基本理论的运用。 考试中， 重点突出， 几大

章节几乎是每年考试的“必杀技” ， 如第 ２４ 章、 第 ６ 章、 第 １３ 章、 第 １７ 章、 第 １９ 章

以及第 ２７ 章， 稳稳占据了主观题的半壁江山， 所以只要考生将这几章细致全面地掌

握， 离成功就只有半步之遥了。
（３）实务性增强， 热点问题“受追捧” 。
新准则是一种原则导向， 引导学员， 但并不一定要刻板地记住相应的业务处理，

而是要加强对基本理论原则的理解与运用， 原则走遍天下， 再新颖的形式也只是一层

窗户纸， 一捅即破。 另外， 对于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等， 中国注册会计

师协会也是相当的敏感， 在考试中“突如其来”地考查最近修订或颁布的准则是不足为

奇的。 比如 ２０１７ 年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政府补助》 ， 需要关注企业对政府

补助的认定、 政府补助类型的划分以及对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２０１７ 年的计算分析题

专门对“政府补助的认定（与收入的区分） ” “政府补助的类型”和“政府补助的会计处

理”进行了考查。 再比如， 针对近年修订或颁布的金融工具系列准则、 收入准则、 租

赁准则、 政府会计制度、 政府会计准则， 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 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会计类）等， 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３ 年的考题中均有体现。 这也是会计科目考试题目

新颖的形式之一， 因此考生应对新规定、 新准则、 新解释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关注。
（４）试题综合性“上位” ， 计算难度被“打入冷宫” 。
随着机考如火如荼地进行， 考试的综合性也逐步地加强， 不仅大部分主观题涉及

两章以上的内容， 客观题的考查也向“大杂烩”的方向发展。 比如， 涉及文字表述的多

项选择题， 几乎是一个选项对应一个知识点， 而且章节的跨度比较大， 需要考生全面

掌握知识点并增加日常总结性知识的储备。 另外， 以企业合并的综合题为例， 可能同

时涉及存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以及金融工具等章节； 对于会计差错更正的题目来

说， 每一个条件都可能是一个章节的内容， 是各个章节的拼接， 因此需要考生对知识

点做到融会贯通。

（二）备考建议

１ 雷打不动地执行学习计划

注会考试的科目繁多， 道路漫长， 因此， 想要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 就需要制订

周密详细的学习计划， 并雷打不动地去执行。 一般应保证教材内容的学习、 强化巩固

训练以及冲刺梳理 ３ 个阶段， 以达到良好的备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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