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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认识中级经济法及学习方法指导

一、考试政策

1.2020 年考试数据

2.中级会计资格考试的考试科目包括《中级会计实务》、《财务管理》和《经济法》。考生

应在连续的 2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方可取得中级会计资格证书。

3.无纸化考试

中级资格考试全部采用无纸化方式，考试在计算机上进行。试题、答题要求和答题界面在计

算机显示屏上显示，考生使用计算机鼠标和键盘在计算机答题界面上进行答题。

无纸化考试之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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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像网吧，但远没有高考那么安静……，而且 2020 年疫情影响更是不一样！

认识机考系统

（1）登陆

（2）阅读考生须知，等待考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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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答题界面：单项选择题

（4）答题界面：多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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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答题界面：判断题

（6）答题界面：计算分析题、简答题、综合题

4.中级资格考试客观题实行计算机阅卷，主观题实行计算机网上人工阅卷。

5.考试时间安排

考试时间 科目

8:30-11:15 (2.75h) 中级会计实务

13:30-15:45 (2.25h) 财务管理

18:00-20:00 (2.0h) 经济法

6.由于考试机位数量所限，2021 年分为 3 个批次（2020 年 9 月 4-6 日）进行。

【提示】考生要做的是不论抽到 ABC 哪一套卷子，都要拿够 60 分，轻松过关；不能“佛系”，

更不能有“赌”或“撞大运”的心态。

二、考试题型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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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 题量 得分规则

客观题

（ 70%
）

单项选择题 1 分/小题×30 小题 选择最符合题意的选项

多项选择题 2 分/小题×15 小题

（1）2-4个应选项

（2）少选得相应分值，多选、

错选、不选均不得分

判断题 1 分/小题×10 小题
错答、不答均不得分，也不

扣分

主观题

（ 30%
）

简答题 6分/题×3 题 （1）明确回答问题

（2）说明理由部分按采分点

（关键词）给分综合题 12 分/题×1 题

三、教材基本情况与各章节分值分布

章节
考核分

值
变化

主观题

涉考性

第一章 总论 8-11 分 变动不大，根据《民法典》调整相关内容

第二章 公司法律制度 7-18 分 变动不大，对之前教材错误内容进行修正 高

第三章 合伙企业法律制

度
2-4 分 无实质性变动 一般

第四章 金融法律制度 6-12 分

变动较大，根据新修订的《证券法》的内

容进行调整，保险法和票据法主要是表述

性调整

高

第五章 合同法律制度
10-12

分

变动较大，整章内容根据《民法典》进行

调整
高

第六章 增值税法律制度 7-11 分

变动不大，新增有关征收率、税收优惠的

政策，调整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时限 高

第七章 企业所得税法律

制度

10-14

分

变动不大，主要是根据最新政策调整了税

收优惠的内容，调整保险企业的手续费及

佣金扣除比例

高

第八章 相关法律制度 4-6 分
变动不大，主要是调整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的相关内容
一般

四、复习备考方法与总体时间安排

（一）《经济法》复习备考方法

1.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不骄不躁，稳扎稳打，心态好才是真的好。

2.结合自己的背景和实际情况，正确搭配科目，为自己设定科学的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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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充分利用好营养价值最高的资料——历年真题

（1）对高度成熟的中级会计资格考试，虽然命题组在努力增加考试的不可预见性，但一定

意义上说，做历年真题就是在做今年的考题。

（2）历年真题至少做 3遍，听话的都可以过；不听话的，明年又多一套真题要做。

（基础班一遍，习题班一遍，冲刺成套再一遍）

（3）注意，这里强调的是“做”，不是“看”。

（4）关注历年真题的知识点。（重者恒重）

（5）研究历年真题的命题方式、考核角度、陷阱设置等。

4.配合人类记忆特征，在遗忘之前多重复。

（中级会计职称考试就是和自己的金鱼记忆做斗争的过程。）

（1）每日：每晚上睡觉前，应该将当天所学的知识择其要点复述一下或干脆默想也行。

（2）每周：星期天休息，可将一周来所学课程的内容写在一张纸上测验自己，发现存在疑

难或模糊之处，马上解决，决不拖欠。

（3）章节：一个章节学完了，可以自测一下本章节有哪些主要内容，学完有什么收获，从

而及时消化，巩固记忆。

税法部分

（1）严格按照考试范围复习

（2）高度重视习题演练

（3）纯零基础的考生：先找整体思路，再抠业务细节

经济法部分

（1）经济法首先靠理解，其次才是记忆。

【法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侵犯公司利益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

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

事收到股东的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 30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

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

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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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知识框架。

（3）结合科目特点适量做题（特别是税法部分），考前成套训练。

【提示】 《经济法》特点 1：没有超越理解范围外的知识；

特点 2：不需要特别大剂量的刷题。

考生做错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记不住知识点或者马虎。

（4）建立自己的错题档案，自己的错题反复做。

（二）《经济法》总体复习安排

1.2020 年 1 月-2021 年 3 月 预习阶段

了解考试基本信息、构建宏观框架、复习备考计划、掌握基本概念与原理、进入学习状态

2.2021 年 3 月-7 月基础知识学习阶段

知识点学习，构建知识体系，适当搭配练习对知识予以巩固

通过习题对所学知识点复习与提升，法条背诵记忆，突破主观题

3.2020 年 8-9 月 押题班冲刺阶段

考前错题集中回顾，当年新增和修订知识点突击（不考常态考“变态” ），调整“时差”

迎接考试

五、跨考建议

1.中级经济法＋CPA“经济法”

2.中级经济法＋初级“经济法基础”

3.中级经济法＋税务师“涉税服务相关法律”

【最后强调】

第一，成功是 1%的勤奋+99%的远离手机。

第二，注意锻炼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的基础。

第三，平衡好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心态好才是真的好。

第四，预祝大家 2021年中级职称考试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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