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４ 年考情分析及学习指导

一、“经济法”科目的整体情况

注册会计师证书是会计行业最具含金量的证书， 其社会认可度高、 业界认同感强，
是众多会计工作者的追求和梦想。 但注会考试科目多、 难度大、 通过率低， 对考生要

求甚高， 因此， 针对每一个科目了解考试的特点， 掌握好的学习方法， 选择高质量的

学习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经济法科目的考试， 很多考生存在以下两大误区：

误区之一： 经济法是很容易考过的一个科目。
很多考生误认为， 经济法是很容易考过的一个科目， 所以少花点时间没问题。 实

际情况是， 经济法科目虽不是最难的科目， 但也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就通过率而言，
根据中注协公布的统计数据， 在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年期间， 经济法科目的通过率平

均为 ２７ １７％， 在注会考试的六个科目中， 经济法只有在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２ 年

位居榜首，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居于第四位， 其余年份均居于第二位， 总体上看， 并非

最容易， 考过的仍然是少部分人。 从 ２０２０ 年开始经济法分两场考试， 导致考查面越来

广， 题目覆盖的知识点越来越多。 因此， 经济法考试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可以说，
难是常态， 不难只是相对而言。

误区之二： 经济法只需要“会背”即可。
很多考生误认为， 经济法这个科目， 会背就能过， 甚至考前突击背一背就能解决

问题。 实际情况是， 仅靠死记硬背是不可能通过经济法考试的。 根据中注协公布的近

几年的题目， 在一套试卷中， 纯记忆性的题目（即把辅导教材或法条中某一句话或某

一段话背下来即可得分的题目） ， ２０２０ 年有 ２４ 题， 共 ２９ 分； ２０２１ 年有 ２４ 题， 共

２９ 分； ２０２２ 年有 ２１ 题， 共 ２８ 分。 可见， 记忆性题目分值最高的年份也没有超过

３０ 分， 而其他题目， 特别是案例分析题， 显然不是背下来就能得分的。 所以， 靠死记

硬背通过经济法考试的可能性很小。
因而， 在经济法科目备考过程中， 考生应当摒弃认识误区， 熟悉命题规律， 熟知

考查内容， 熟练掌握应试技巧， 对知识点能够理解到位、 记忆精准、 运用自如， 从而

胸有成竹地走进考场。 为了帮助考生达到这一目标， 本书首先对经济法科目的考查形

式与命题规律进行深度剖析， 让考生对此有深入的认识； 然后介绍有针对性的备考方

法， 让考生提早做好学习安排； 接着紧紧围绕考试大纲的范围和要求对知识点进行全

面梳理和深入解析， 并配以有针对性的练习， 让考生打好基础、 循序渐进， 在精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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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记忆知识点的基础上， 熟悉和把握命题规律， 强化练习， 掌握应试技巧， 并进一

步形成知识体系、 融会贯通。 最终实现： 走进考场胸有成竹， 通过考试水到渠成！

二、考试介绍

２０２４ 年考试时间安排， 见表 ０－１。

表 ０－１　 ２０２４ 年考试时间安排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０ 经济法（第一场）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０ 经济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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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形式与命题规律

（一）题型分析

１ 题型题量与分值

注册会计师考试经济法科目的题型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两类。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３ 年考试

的题型和分值， 见表 ０－２。

表 ０－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年考试的题型和分值

题型 单选题 多选题 案例分析题

题量 ２６ 题 １６ 题 ４ 题

分值 ２６ 分 ２４ 分 ５０ 分

比重 ５０％ ５０％

可见， 经济法试卷中客观题和主观题的分值各占一半， 我们预计 ２０２４ 年度考试在

题型、 题量与分值上会继续沿用前三年考试的模式。
２ 题型特点与答题技巧

（１）单项选择题。
单项选择题是各类题型中难度最小的一种题型， 此类题型的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

是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 很多备选答案判断起来比较容易。 因此， 针对单项选择题，
应尽量多得分， 考生如能直接选出正确答案就应毫不犹豫地作出判断； 部分题目选项

设计上具有一定迷惑性， 就应当采用“排除法” ， 将不正确的备选答案一一剔除。 在单

项选择题作答时， 需注意两点： 第一， 看清题目的表述， 单项选择题因难度相对较低，
在题目的表述上就有可能设置陷阱， 比如“正确的” 还是“不正确的” “以上” 还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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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 不要因为看到题目简单， 一扫而过， 没有看清关键词而导致失分； 第二， 考生

应当在短时间内尽快作出选择， 一道单项选择题往往在数十秒内就应作出正确地选择，
绝对不能超过 １ 分钟， 可以谓之“秒杀” ， 在此类题型中过多占用时间， 即使答对了也

仅得 １ 分， 耗用大量宝贵的考试时间就得不偿失了。
（２）多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每题有 ４ 个备选项， 每个小题均有 ２ ～ ４ 个正确答案， 不选、 错选、 漏

选、 多选均不得分。 相对单项选择题而言， 此类题型的考试难度较大， 容易失分。 但

考生不要一看多项选择题就发怵， 根据近几年命题的特点来看， 多项选择题虽然看似

较难， 其实记忆性的考题所占比例比单项选择题更高， 有的年份甚至达到多项选择题

的 ２ ／ ３， 这些记忆性的题目也是可以直接回顾知识点选中正确答案的， 只是对记忆的

要求更高， 单项选择题只需要记一句话， 而多项选择题则需要记一段话甚至几段话；
其余的题目则需要在理解和归纳的基础上才能作答。 在多项选择题作答时， 也需要注

意两点： 第一， 充分利用排除法， 因为此类题型至少有两个备选答案是正确的， 只要

尽可能将不正确的备选答案排除， 剩余可选择的备选答案就相应地减少了， 正确的概

率就相对要高很多； 第二， 要放松心态， 不要苛求自己在多项选择题上拿高分， 特别

是不要因为反复琢磨它而浪费时间， 毕竟多项选择题一题的分值也只有 １ ５ 分。
（３）案例分析题。
案例分析题一般是给定案件的事实材料， 设计问题让考生引经据典分析和解答。

案例分析题是经济法科目考试中分值最高、 难度最大的题目。 首先， 材料文字表述多，
近几年的考题材料和题目的字数一般都在 ３ ０００ 字以上，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３ 年主观题阅读量

和题量相对有所下降， 但也只是减少了两个小题， 篇幅仍然可观， 考生仅读题就需要

大量时间； 其次， 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 经常横跨不同章节的内容； 再次， 答题

要求高， 要求作答必须表述“法言法语” ， 且作答的内容也多， 按照标准的表述答题的

字数平均在 ２ ７００ 字左右， ２０２０ 年考试甚至达到了 ３ ６００ 字， 虽然 ２０２１ 年至 ２０２３ 年答

题字数略有下降， 但也在 ２ ５００ 字左右。 再加上分值高， 因而就有了“得主观题者得考

试”的说法， 能否有效应对案例分析题决定了考生能否通过经济法考试。 在案例分析

题作答时， 应当注意： 第一， 先看问题， 明确考查目标和答题要求， 再看材料， 这样

一方面可以提高阅读材料时的针对性， 便于抓住关键点， 另一方面可以防止不断地重

复看材料、 看题目， 浪费时间； 第二， 阅读材料时， 将关键词或句标注出来， 有助于

理清事实和法律关系， 引导答题思路； 第三， 针对问题， 对照材料， 回顾知识点的内

容， 准备作答。 一般而言， 案例分析题地作答， 可以采用逻辑上的“三段论” ， 并注意

尽可能运用法律术语：
第一步， 作出判断结论。 即直截了当回答题目所问的问题。 如 ２０２１ 年的案例分析

题： １ 月 １１ 日双方签订借款合同， 约定钱某借款 １００ 万元给赵某， 预先扣除 ５ 万元利

息， 借款期限 ６ 个月， 利率 ５％。 次日， 钱某扣除 ５ 万元利息后， 向赵某汇款 ９５ 万元。
问： 赵某和钱某的合同什么时间成立？ 并说明理由。 本题在作答时， 首先直截了当地

回答问题： 赵某和钱某的合同自钱某提供借款时成立。
第二步， 引述法律规定。 此处不必指出具体的法律条文名称， 只需写明“根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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