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资格考试

我考“
会计师”

沈菊良

1996 年 5 月，我参加 了全国会计职称资格考试。
有幸顺利地通过了 A 类会计师（预算）考试。与其说幸

运，不如说是辛勤苦读的结果。现在我想对即将参加

1997 年全国会计职考的考友介绍我的一“考”之见。
第一，思想上要树立起必胜的信心。考试是很严肃

的事，尤其是全国性的资格考试，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

样容易通过，但也不能有畏难情绪，既 然报名准备考

试，思想上就要树立起必胜的信心，不能有试试看的侥

幸心 理。
第二，选择好考试类型。会计考试中助理会计师，

会计师两个层次关于实务考试分企业、预算两类，建议

考友选择自己熟悉的一类，不能听了人家认为哪一类

容易就报哪一类，放弃了自己熟悉的一类，去啃自己比

较生疏的会计实务，而应当扬己之长，避己之短，这样

才能稳操胜券。
第三，要有周密的复习计划。首先应当明确考试科

目，A 类三门一次通过，B 类五门二年通过才有效；其次

安排好复习时间，做到心 中有数。考几门，难度有多大，

心 理要有底。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工作、家务、复习这些

因素应当全盘考虑，才不会顾此失彼。最后还要注意复

习进度，以 免前松后紧，临考前搞得精疲力尽，影响考

试。
第四 ，上好辅导班，扎扎实实学深学透指定用书及

考试大纲。辅导班要上财政部门主办的，具有一定师资

力量和有针对性的。不必过多地看指定教材以 外的辅

导材料，以 免事倍功半。复习时应当先自学一遍，不懂

的再请教老师，决不放过每一道难题。
第五，考试要冷静，以 便充分发挥。我的体会是：考

试时间要掌握好，注意合理分配，以 免来不及做，开了

“天窗”；看清题型和题意，遇到难题一时解决不了，可

先用铅笔打上记号，回过头来有时间再去做，以 免拣了

前面的“芝麻”，丢了后面的“西瓜”；不要迟到早退，迟

到意味着放弃了一部分宝贵的考试时间。早退也不必，

可以 默读答卷，多检查几遍，（包括公式、标点、符号、数

字、字迹）；不要弃考，考试成绩好坏反映一个人的水

平，而弃考反映了一个人对考试的态度。
第六，考试结束要总结。及时回 忆考试题目，探讨

遇到的难题，总结考试经验，加深理解，增长知识，指导

财会工作实践，这也是会计职考的目的所在。
责任编辑  许太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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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的说明

编者：《财务与会计》1996 年第 8期刊登了万寿义

同志的“以前年度损益调整业务的会计处理”一文后，

陆续收到一些读者来信，提出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文中

有的说法违反了会计制度。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的核算内容是财政部在

《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94）财会字第 25

号〕的文件中所规定的，现将其中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企业本年度发生的以前年度调整损益事项，应在损益

类科目中单独设置“560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外商

投资企业的科目编号为 5251），核算企业本年度发生的

调整以前年度损益的事项。“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

的借方发生额，反映企业以前年度多计收益、少计费

用，而调整本年度损益的数额；贷方发生额，反映企业

以前年度少计收益、多计费用而调整本年度损益的数

额。期末，企业应将“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的余额转

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该科目应无余额。”有关具

体的规定请查阅该文件。
责任编辑  宋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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