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综合阶段考试总体情况

（一）考试科目构成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综合阶段考试（以下简称“综合阶段考试”）涵盖职业能力综合测

试（试卷一）与职业能力综合测试（试卷二）两部分。
综合阶段将专业阶段考试中的会计、 审计和税法三门科目整合为试卷一， 主要聚焦于鉴证

业务； 同时将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财务成本管理和经济法三门科目整合为试卷二， 侧重于管

理咨询与业务分析。
相较于专业阶段考试， 综合阶段考试在实务操作性和综合性方面表现更为显著； 考试难度

方面， 综合阶段考试整体的难度系数略低于专业阶段考试的难度。 其中， 卷一的系数为 ０ ６２９ ９，
卷二的难度系数为 ０ ６２５ ５， 难度适中。

（二）考试分值分配及题型特点

试卷一与试卷二各占 ５０ 分， 其中试卷一包含 ５ 分的英文作答附加题， 若考生选择以英文

作答， 则必须全程使用英文， 若答题正确， 可额外获得 ５ 分。 试卷一与试卷二的总得分需达到

或超过 ６０ 分， 方视为考试合格。 最小采分点为 ０ ２５ 分。
综合阶段考试题型均为主观题， 每套试卷以上市公司实际业务为背景， 设计一道综合案例

分析题， 其中包含 ４ 至 ７ 个资料段， 考查 ８ 至 １１ 个要求。
与专业阶段考试相比， 综合阶段考试的计算量和计算难度显著降低， 更加重视考生的职业

判断能力。 考试内容多以提出质疑、 提出改进建议、 判断观点的正确性、 指出方案中的不当之

处等形式出现， 这要求考生必须对相关知识点有充分的掌握， 方能准确解答。

（三）历年参考率、 通过率统计

年份 报考人数 参考人数 参考率 合格人数 合格率

２０１９ ３８ ４０７ ３３ ０６６ ８６ ０９％ ２３ ７７２ ７１ ８９％

２０２０ ３９ ２８３ ３２ ９２３ ８３ ８１％ ２４ ３５３ ７３ ９７％

２０２１ ４５ １０２ ３９ ２０６ ８６ ９２％ ２８ ５３２ ７２ ７７％

２０２２ ４９ １０２ ４１ ６０９ ８４ ７４％ ２９ ３１９ ７０ ４６％

２０２３ ５ ４３ 万名考生出考， ２９ ５３３ 人取得合格成绩； 据此推算， 合格率约为 ５４ ３９％

２０２４ 尚未公布； 从网校学员成绩抽样结果推算， 与 ２０２３ 年合格率相比略有下降但基本持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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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２０２５ 年考试时间安排

考生在获得专业阶段考试合格证书后， 即可在任意年份报名参加综合阶段考试。
２０２５ 年综合阶段考试定于 ８ 月 ２４ 日举行， 其中试卷一的考试时间为上午 ８ ∶ ３０ 至中午

１２ ∶ ００， 试卷二的考试时间为下午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７ ∶ ３０。

　 　 二、 职业能力综合测试（试卷一）考情分析

（一）考试案例背景

试卷一的案例背景通常为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或内部控制进行

审计。
通常分为四个层次进行考查：
第一层级： 分析被审计单位及其子公司在个别财务报表层面和合并财务报表层面的会计

处理。
第二层次： 复核审计项目组成员在审计过程中编制的审计工作底稿， 提出质疑和改进

建议。
第三层次： 分析被审计单位及其子公司的税务处理是否恰当并提出恰当的处理意见。
第四层次： 注册会计师就上市公司一些重大复杂业务结合职业判断对会计、 税务处理进行

分析， 为企业提出咨询意见。

（二）会计、 审计、 税法科目占比分析

从历年真题的分值分布情况来看， 以会计、 审计为主， 税法为辅。 税法科目虽然分值占比

相对较低， 但是仍然不容轻视， 且近年有稳步升高的趋势。

（三）考试趋势分析—“喜新爱旧”

１ “以社会热点”作为案例背景—“喜新”
通常以事务所接受委托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为背景， 结合审计工作中发现的情况、 问

题， 展开对会计、 审计、 税法知识点的考查。
同时紧扣实务热点， ２０２０ 年考查特殊背景下“存货监盘、 函证”；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 年考查“上市

公司业绩天坑—商誉减值测试”； ２０２２ 年考查“ＬＰＲ 浮动对金融资产分类的影响”“收货方式由

自提调整为派送， 对收入、 毛利率的分析”； ２０２３ 年考查“涉及权益性交易的债务重组”“增值

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政策”； ２０２４ 年考查“购买少数股东权益”“定制化服务收入”“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增值税进项税额加计抵减”等知识点。
２ 常考点重复率较高—“爱旧”
会计（约 ４０％）、 审计（约 ３５％）为主， 税法（约 ２５％）为辅。 试卷主要还是以“拼盘式”进行

出题， 大多数题目以单一科目进行考查， 跨科目的要求相对比较少。
试卷一考试范围属于“重点恒重”， 历年考试重点比较集中， 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