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部分主要讲述会计报表项目审计实务和验资业务，掌

握基本框架，再丰富内容就简单易学了。
（三）认真审题、回答全面

在历年的考试中，考生普遍反映审计课程考试时间

不像其他科目那样紧张，感到考题都回答了，但最终还

是没有通过。究其原因，很多都是没有认真审题，只回

答了问题的一部分。主要表现就是多项选择题和简答

题，由于考生没有认真审题或对知识掌握得不全面，只

回答其中一部分，造成只得其中一部分分数或根本没

分。

（四）合理安排复习、考试时间

目前注册会计师考试共有五门课程，单科合格成绩

五年有效。考生应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复习、考试计划，

既要避免盲目求成、分散精力而一无所获，也要避免战

线过长，难以持之以恒。另外，今年的考试时间也略有

调整，其中：会计考试时间为 210 分钟；审计、财务管理

考试时间各为 180 分钟；经济法、税法考试时间各为

150 分钟，考生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避免考试时间安

排不当而措手不及。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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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考试是一

种执业资格的国家级考试，

难度较大，层次较高。考生

不仅要按考试大纲规定的

范围和指定的辅导教材进

行全面、系统的复习，而且

对注册会计师考试情况和

要求也要有所了解。下面本

人结合多年从事辅导教学

的经验，谈谈如何准备财务

管理课程的考试，仅供参

考。
一、以前年度考试情况

分析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

考试从 1991 年开始，至今

已举行了五届，考试命题基

本原则为：全面考核，突出

重点，理论联系实际，注重

考 查 考 生 的 实 务 操作能

力。遵循这一原则，财务管

理考试有以下特点：

（一）考核全面，重点突

出

从历年试题分析中，我

们不难看出，财务管理考试

知识覆盖面广，基本上章章

节节都有考题，因此，考生

一定要全面复习，放弃侥幸

心理，不要盲目猜题、押重

点。许多考生考试成绩不理

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调

自己工作忙，不肯下苦功，没有全面钻研教材，而是到

处找“辅导书”、报“辅导班”，企图找“捷径”，结果与试

题的全面考核发生矛盾，造成大量失分。但是也应看到

财务管理知识体系本身是有重点的，考生在熟读辅导

教材的基础上，还要善于从中归纳出各章节的主要内

容，进行重点复习准备。
（二）大题量，要求熟练运用知识

财务管理历年试卷都在 40 题左右，在规定的考试

时间内，完成大量的试题，不仅要求考生牢固掌握专业

知识，而且要能熟练运用。因此，考生在熟悉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掌握基本公式及计算后，还要多做练习，通

过练习提高答题速度，避免试题全会做，但没有时间做

完的遗憾。
从试卷上看，财务管理试题的计算量大，一般占全

部试题数的 40% ，分数占 60% 以上。部分考生由于只看

书复习，动手解题练习少，运用公式不熟练或计算能力

差，也是失分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考生在牢固、熟练

掌握教材内容的同时，要善于归纳，分题型加强练习，

尤其是对分数较多的计算题和综合题，要做到有所准

备，能快捷地作出判断和处理。
（三）注重考查实务操作能力，体现改革的新知识、

新内容

财务管理课程，主要考查考生掌握现代理财观念、

方法和技术运用，突出考查考生进行定量分析和操作

的能力。因此，考生不要机械地背概念，死记例题，要真

正能理解基本概念，要了解例题中数据的来源、计算步

骤和公式的含义。部分毕业较早的考生，以前所学的内

容与现代财务管理知识差别较大，尤其要深入钻研教

材，补习相关知识，加强解题练习。财务管理科目适应

国内改革和注册会计师执业需要，在考试内容相对稳

定的基础上，每年都有一些调整，这些增加和调整的内

容，都是当年考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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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生如何进行复习准备

（一）全面复习，认真通读指定教材

指定辅导教材是命题，判卷的唯一依据，是考试大

纲的具体化。考生要通读并熟悉教材内容，记住基本概

念，理解基本理论，熟练掌握公式及计算，弄懂弄通教材

中的每一道例题。如果不把教材真正弄懂弄通，就忙于

阅读其他参考资料，做“模拟试题”，死记硬背，必然事倍

功半。

（二）加强应试练习

财务管理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课程，特别是计算量

较大。在把握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要求能够熟练应用，

并要有综合和分析能力。因此，在通读教材的前提下，

要多做一些练习题。把教材中计算公式，计算表格，有

关数据的来龙去脉弄懂，并能熟练、灵活应用。
（三）做好考前准备工作

考前准备包括物质准备和心理准备。参加财务管

理考试，一定要准备好计算器，最好在考前复习时就准

备好，熟悉计算器的功能，不要进考场前临时借用。心

理准备主要是要有信心，保持良好状态。考试答题时，

要保持心理稳定，遇到难题不要慌乱，做到冷静思考，从

容以对。  责任编辑  温彦君

财会论坛

“ 后 此 谬 误”

与财务情况分析

许 国

在研究因果关 系常见的错误中，“后此谬误”出现的

频率是非常高的。“后 此谬误”是从拉丁文翻译而来的，

后此的含义是：“在此之后，因此必然由于此”。其实，对

“后此谬误”的嘲弄在我国古已有之。有一个笑话是这

样说的：张三肚子饿了，吃烧饼充饥。吃完第一个，还

饿；吃完第二个，没饱；吃完第三个，饱了。张三于是十

分懊恼：“早知道这第三个烧饼一吃就饱，我就不用吃前

两个了”。张三的推理 自然是由于吃第三个烧饼这一事

件正好在“吃饱”这一事件之前，所以 ，“吃饱”事件就是

由于“吃第三个烧饼”事件引发的，这种结论是非常荒谬

的，这一点大概谁也不会否认。但在我们撰写财务情况

分析时，却往往 自觉不自觉地犯这种错误。不自觉地犯

这种错误是水平问题，自觉地犯这种错误就是态度问

题，要改称为“舞弊”了。
如 某单位在进行年度财务情况分析时，对工 厂前

11 个月累计亏损数百万元，而在 12 月底出现了 万余元

盈利的“事件”是这样分析的：“由于工 厂组织了学习‘邯

钢经验’的活动，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期间费用，终于

在年底实现了‘扭亏为盈’”。粗一看，好像理由非常过

硬，与国家推广“邯钢经验”的要求非常合拍。但稍具常

识的人都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11 个月 累积的

数百 万元亏损不是该单位 12 月份不到一千万的销售收

入所创造的利润可以 弥补的。出现这种结果可能有很

多原因，如 产品 突然大涨价、原材料猛然大降价、发现重

大的计算错误等等。当然，也的确存在因为学习了好经

验使成本大大降低的可能，但这种降低总应该和当期销

售收入配比吧。其实，稍具经济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

个单位的会计报表一定作了某些不符合公认会计原则

的调整。因此，财务情况分析时的粉饰和掩盖由于出现

了“后此谬误”而欲盖弥彰。
事 实上，“按下葫芦起来瓢”，企业的经营颓势是无

法“有效”掩盖的，你要在表上“做 大”利润，“马脚”和“狐

狸尾巴”终归会从存货、往来款项或者别的什么地方露

出来。正确的做法是，在进行财务情况分析时，一要全

面，避免“后此谬误”和片面性等不求甚解的懵懂习 气；
二要真实，摈弃一切不切实际的虚荣心理或“财不露白”

的小家子习气；三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运用本量利分析

法、A BC 法、动态数量分析法等行之有效的分析手段，

克服“耍小聪明”、“拍脑袋”等懒汉 习气。只要我们以 一

颗平常心 对待企业的经营现状，客观公 允地分析财务状

况，许多谬误是可以 避免的。
责任编辑  刘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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