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会计师

对 1996 年度
注册会计师考试

成绩的分析

注册会计师全国考试办公 室

注册会计师全国考试专家组

（一）对各得分层次的考生在各种题型

上得分失分情况的比较分析

为了使命题专 家及考生进一步了解各

科考试各得分层次和考生在各类题型上的

得分情况，全国考试办公 室对沿海某经济较

发达城市考生的 22 067 份各科试卷的得分

情况进行了抽样统计。统计时，把试卷分为

三个得分层次，即总分 40 分以 下（实得分数

小于 40 分），40 分至 60 分（实得分数等于或

大于 40 分、小于 60 分），60 分以 上（实得分

数等于或大于 60 分）；对上述三 个层次的不

同科目试卷的各类题型所得平均分及得分

率统计的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一九九六年度 CPA 考试会计试卷得分情况抽样统计表（一）

意见与建议

资产评估结果的

会计处理亟需规范

隗明涛

资产评估结果一经确认，资产占有单位即应按照

国家有关制度的规定作出会计处理。但现行制度除商

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中，对实物形态的资产评估结果

的会计处理列举了会计分录外，对非实物形态的资产

评估结果的会计处理没有明确规定，以致工作中有不

少问题“无章可循”。再加上不同部门之间的有关规定

不配套、不衔接，造成“有章难循”。因此，建议国家有

关部门，结合资产评估工作的实践，对不同的资产类

别、评估目的及评估方法所产生的评估结果的会计处

理，分门别类，作出全面、系统、明确的规定。同时，希

望在制定规范时，充分考虑运用收益现值法进行无形

资产评估和整体资产评估的特殊性，并注意财务制度、

国家税收法规和资产评估有关规定之间的协调与衔

接。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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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表中 40分以下表示“实得分数 < 40分”；（2）表中 40分至 60分表示“40 < =实得分数 < 60 分”；（3）表中 60分以上表示

“实得分数 > =60分”。（4）本表编制过程中使用的样本试卷为 5 184份。

一九九六年度 CPA 考试审计试卷得分情况抽样统计表（二）

说明：（1）表中 40分以下表示“实得分数 < 40 分”；（2）表中 40 分至 60分表示“40 < =实得分数 < 60分”；（3）表中 60分以上表示

“实得分数 > =60分”。（4）本表编制过程中使用的样本试卷为 3 767份。

一九九六年度 CPA 考试财务管理试卷得分情况抽样统计表（三）

说明：（1）表中 40 分以下表示“实得分数 < 40 分”；（2）表中 40分至 60分表示“40 < = 实得分数 < 60分”；（3）表中 60分以上表示

“实得分数 > =60分”。（4）本表编制过程中使用的样本试卷为 4 31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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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度 CPA 考试经济法试卷得分情况抽样统计表（四）

说明：（1）表中 40分以下表示“实得分数 < 40 分”；（2）表中 40分至 60分表示“40 < =实得分数 < 60分”；（3）表中 60分以上表示

“实得分数 > =60分”。（4）本表编制过程中使用的样本试卷为 4 409份。

一九九六年度 CPA 考试税法试卷得分情况抽样统计表（五）

说明：（1）表中 40分以下表示“实得分数 < 40 分”；（2）表中 40 分至 60分表示“40 < =实得分数 < 60分”；（3）表中 60分以上表示

“实得分数 > =60分”。（4）本表编制过程中使用的样本试卷为 4 393份。

在上列抽样统计表中，横向，可以 看出某一层次试

卷在各类题型上的得分情况，从而分析出在该题型上

的得分点和失分点；纵向，则可以 看出不同层次的试卷

在某一题型上的得分差异，从而分析出不同层次试卷

的得分点和失分点。同时，从各科的得分率也可分析

出各科各类题型试题的难易程度。

以 表一为例：

横向，取 40分至 60分栏。填空、判断、单选、多选、
计算、综合题的得分率依次 为 63.5% 、34.95% 、86% 、
50.58% 、36.39% 、48%。可以 看出单选题得分率最高，
填空题、多选题的实际得分也占应得分的 50% 以 上，说

明这类客观性试题的难度相对较低，考生对记忆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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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性答题比较适应；而判断题得分率最低，计算和综合

题的实际得分也低于应得分数的 50% ，说明这类主观

性试题的难度较高，考生在专业知识的灵活运用和实

务操作处理、综合分析方面的训练，相对缺乏，失分较

多，而未能达到合格分数线。试题题型由易到难的顺序

依次为单选、填空、多选、综合、计算、判断题。
纵向，取判断题、单选题两栏。单选题三个层次试卷

的得分率分别为 65.5% 、86% 、94.67% ，得分率均较高

且差距不大，说明试题较容易，成绩较差的考生在此题

型上失分不多；而判断题三个层次试卷的得分率分别为

14.7% 、34.95% 、59.65% ，得分率均较低且差距较大，

说明试题较难，成绩较差的考生在此类题型上失分较

多；以 40 至 60 分以 下和 60 分以 上两个层次的实际平

均得分情况来看，填空、单选、多选的得分均只 1 分之

差，而计算、判断、综合题的分差较大，3 至 6 分不等，可

见这是合格成绩能否取得的关键分差。
以 上仅以 表 1（会计得分抽样统计）为例作了简单

的分析，不同科目的不同层次试卷在各类题型上的得

分失分情况不尽相同，考生可依据上列统计表，结合自

己的实际情况，作具体分析。
（二）对成绩较差科目失分原因的分析

在 1996 年度注册会计师考试中，考生普遍认 为审

计、财务管理两科试题较难，考试成绩不够理想。对此

作如下分析。
审计成绩较差的原因主要在于：

1.我国的独立审计基础薄弱。我国于八十年代初

期恢复注册会计师审计，但在 1992年推行股份制以后

才真正起步，全面发展则是在 1994 年实施《注册会计师

法》以后。在 1994 年以 前，多数高校的审计课程还是以

讲授政府审计为主，大多数考生没有学过或接触过独

立审计的有关内容，而审计试题主要是测试考生对独

立审计的理论与方法及 实务的掌握程度，这样的要求

与薄弱的独立审计基础形成明显的反差。
2.考生对审计改革的新内容不熟悉。从 1994 年开

始，我国开始研究制定中国独立审计准则，并于 1995 年

底颁布实施 了第一批审计准则。根据命题要体现改革

精神的要求，审计试题以 审计准则为测试的重点，造成

了超前的审计改革与考生未能转变的审计思维的冲

突。
3.考生审计实务经验欠缺。考生中的绝大部分来

自于会计师事务所以 外的其他单位，没有从事过注册

会计师审计业务，而注册会计师考试是以 考查考生实

务操作能力为主，这样必然会使 实务经验匮乏的考生

在大量的实务操作试题前束手无策。

4.考生审题不慎，不能正确理解题意。由于试题注

重实务，注重考查考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

此，死记硬背直来直去的题目较少。考试时，考生应慎

重审题。而许多考生是在对试题要求及内容缺乏正确

理解的基础上匆忙作答的，在多选题、判断题和综合题

上体现尤为明显。多选题的答案至少在两个以 上，备选

答案中又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陷井”，考生不全面理解

题目要求，不正确掌握相关内容，很难完全选择正确；

判断题有许多是难度较大的试题，有的题目可能不止

一个“陷井”，如没读懂题目，容易误入歧途；综合题内

容繁杂，设定的审计前提条件较多，更要求考生全面慎

重地审题。
财务管理成绩较差的原因主要在于：

1.考生对现代财务管理的内容较陌生，以 前所学

的内容与现代财务管理知识差别较大；加 之我国目前

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相对较低，很多考生在工作中很 少

有实践现代财务管理知识的机会，因此有不 少毕业较

早或缺 少财务管理 专业训练的考 生感到试题难度较

大。特别是教材和试题中使用的定量分析技术多且复

杂，考生解题能力限于教材例题，对变化较大的试题无

从下手。计算题、综合题中几个有一定难度的试题，相

当多的考生未能正确解答，表现出考生对有关概念缺

乏深入的理解，分析运用能力也有限。如第37 题，计算

经营杠杆时，以 固定成本还是以 固定成本加 固定费用

作为公式的分母；第38题，设备使用费用抵税，应遵循

会计规定还是税法规定等等，很多考生把握不住，导致

全题错误而大量失分。
2.试题的计算量较大，由于时间紧迫，对计算公式

运用不够熟练，因此考生感觉压力较大，出错概率高；
部分考生未能做完全部题目，以 至失分。

3.现代财务管理知识比较复杂，不具备数学等专

业基础知识、未达到财会专业本科学历水平的考生，答

题会发生困难。
部分考生在会计、经济法、税法考试中也未取得理

想成绩，其原因大致和上述两科相同。经过几次考试，

不 少考生认真分析了未考好的原因，他们将自己的体

会或发表文章或向全国考试办公 室反映，大致归纳为

以 下几点：

1.学习方法不当。注册会计师考试不同于学校内

的考试，考前主要依靠考生自学。因此，考生除了要对

辅导教材熟读外，还要善于从书本中归纳出各章节的

主要内容，系统地、牢固地掌握知识要领。这样，考试时

才能得心 应手地回 答各类问题。
2.盲目抓重点。很多考生考前没有全面复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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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所涉及的专业知识，而是到处找培训班，指望从辅

导教师的口中得到考试的重点，或凭侥幸心 理猜题、押

题，这就不可避免地和试题较宽的知识覆盖面发生冲

突，造成大量失分。
3.审题不慎。各科试题均注重测试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简单直观的试题很少。这就需要考生认真

审题，否则，很容易误入歧途，所答非所问。

4.凭猜测取巧答题。有些考生在做判断、选择题

时，心 中没把握，而凭猜测作答，以 至失分甚至倒扣分。
我们相信，考生只要认真地分析失分的原因，有的

放矢地弥补自己的短项，并全面系统地复习，就一定会

考出好成绩。
责任编辑  袁 庚

经营之道漫谈

“不主动”服务

亦妙招

左雪文

传媒报道，新近开业，杀进高手林立、竞争激烈的商

业旺地北京王府井的“世都百货”，一举打破现行的所谓

商界主流理念，拒绝“微笑”！“世都”除了严禁员工程式

化“微笑服务”外，还规定不主动向 顾客打招呼，避免目

光直视顾客，不得喋喋逼进地推销等等（据 1.11《羊城

晚报》）。
“世都”是一家全面引进外资、面积达 4.8 万平方米

的大型百货商场，营业厅金碧辉煌，开架式陈列，商品琳

琅满目，购物环境不错。拒绝“微笑”，实行“不主动”服

务，并非什么摆大架子、哗众取宠或标新立异，据“世都”

胡总经理说，只是特色服务而非竞争手段。但业内人士

心里明白，就算是“特色服务”，也在商战策略之列，因此

归根结蒂，还是一种市场竞争的手段！

不过，这个“不主动”服务的内涵是很有学问的。我

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世都百货的“立店初衷”，据“世都”

胡总经理说，世都百货以 亲切、自然、体贴、随和的服务

为立店之本，视顾客为朋友，尽力为顾客创造一种自如、

轻松、舒适、典雅的购物环境。强调“不主动”是为当顾

客不需要的时候感受不到局促，而 当顾客需要的时候召

之即来。
妙哉！尽在此言中。
“不主动”为的是让顾客能少拘束和无拘束，此谓其

一妙。在时下盛行的所谓主流理念的“微笑服务”中，不

少商场，顾客一进门就有迎宾小姐或先生列队恭候，这

样反而令顾客感到不自在。来到营业厅，顾客尚未靠近

柜台，售货员大老远就冲人家程式化微笑道：“请问先生

（小姐），你想买点什么？！”这时往往令顾客感到不知所

措，因为这时人家尚未看到中意的商品，一般都不愿意

坦诚相告。由此可见，这种主动出击式的服务方式，客

观上难尽如人意，尤其是那些来逛商场的看客，经不住

营业员的再三“主动”，只得尴尬遁去。由于热情过度，

先发“制”人，也影响了商场的客流量。相反，推出“不主

动”服务后，营业员不再无端地打扰顾客，人们无拘无

束，自由购物，岂不更好！
“不主动”为的是让顾客能变被动为主动，此谓其二

妙。实行“微笑服务”，售货员必须处处主动，主动询问

顾客买什么呀，主动帮助顾客挑选商品呀，有的甚至还

主动为顾客敲定买哪种商品，这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体

现了热情好客，但从实质上来剖析，你处处“主动”了，人

家就处处“被动”了，殊不知哪有人办事愿意处于被动应

付地位的？！“世都”拒绝“微笑”、实行“不主动”服务的

深刻内涵便在于能让顾客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你逛逛商

场也好，看看商品也好，你中意的就买，你不中意的也无

须表达什么。这样的购物氛围，岂不比那种处处有人

“看”，处处有人“管”，甚至喋喋逼进的推销自在得多了

吗？

“不主动”为的是让顾客能得到一份真真切切、实实

在在的感受，此谓其三妙。“世都”胡总经理感慨道，我

们某些售货员的微笑是做作的、虚假的，与其虚假，不如

不做。“世都”不让营业人员主动与顾客套近乎，并非冷

漠待客，而是要让顾客得到的不是虚情假意，而是真真

切切、实实在在的感受，这就是为顾客营造一种自如、轻

松、舒适、典雅的购物环境和氛围，说得再具体一点，就

是顾客不需要时感受不到什么干扰，而当需要的时候，

召之即来，来必满意，让你有个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感

受。
由这“三妙”来看，被当前舆论界“炒”作“不主动”服

务的新理念，其实是市场竞争向高层次、深层次发展的

商界谋略之绝招也！
责任编辑  周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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