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年中级会计资格经济法全程应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11年中级会计资格经济法全程应试辅导>>

13位ISBN编号：9787545406566

10位ISBN编号：7545406567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时间：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北京维恩会计考试研究中心

页数：25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年中级会计资格经济法全程应试>>

前言

　　一、会计的职业发展之路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对一名财务人员而言，科学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是事业成功的必备。
　　我国目前会计人员的技术职称从低到高依次是会计员、助理会计师、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而要获得上述职称，首要的条件就是通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初级）、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级）。
　　可以说，会计人员要实现自己的职业规划，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就是铸就职业发展道路上的一
块基石。
　　二、会计考试方法谈　　要通过会计资格考试，方法有很多种，根据我们多年的会计考试辅导经
验，三段学习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三段学习法要求大家按照看书、做题、模拟考试等三个阶段进行复习备考。
整个复习备考的过程中，每个阶段有着不同的任务，需要不折不扣地去完成。
　　第一阶段，认真地阅读指定的考试教材。
指定教材是最全面、最权威的资料，考试试题依据指定教材命制。
尽管不少参考书都提供了诸如“考点解析”等内容，但是充其量只能够帮助读者指明重点、加深记忆
等，无法代替教材，因此第一步就是踏踏实实地通读教材。
　　第二阶段，进行各章节的习题演练。
阅读指定教材仅仅是初步掌握知识结构，这还不够，必须把知识转化为解题的能力，这就需要进行大
量的习题演练。
建议大家多买几种附有章节练习题的参考书，最好配有答案和答案解析。
当我们学习完指定教材的一章内容之后，应该马上进行本章的习题演练，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对学习
的效果进行检查，迅速发现问题。
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信息反馈的过程。
　　第三阶段，必须进行最少两次模拟考试。
因为正式的考试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在固定的时间内对解题能力的考查，它要求考生必须达到一定的
正确率和速度。
我们可以找一个与考试环境近似的环境，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模拟考试。
在模拟考试之后，需要重点总结哪些知识需要重新巩固，哪些属于会做但由于习惯性错误而做错的，
以便在实际考试中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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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紧扣大纲，同步开发　　本书严格依据2011最新考试大纲和教材编写，充分体现了教材的最新变化与
要求。
　　归纳重点，学练结合　　本书针对考试的重点、难点和考点进行了深入的提炼与讲解，并结合近
三年的考试真题予以全方位分析，帮助读者迅速掌握考点，提升解题能力，事半而功倍。
　　规范命题，深度解析　　本书严格依据近年考试的题型、题量与难度，命制了每章同步练习题及
三套模拟试卷，精准预测考试的重点、难点与热点，百分之百的深度解析，百分之百的考点覆盖。
　　答疑解惑，祝您成功　　本书作者团队设有专线电话和邮箱，对于读者在阅读中遇到的任何问题
，本书的作者将给予及时、准确、细致的解答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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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经济法总论　考点精讲及真题解析　本章同步自测题　本章同步自测题参考答案与解析第二
章　公司法律制度　考点精讲及真题解析　本章同步自测题　本章同步自测题参考答案与解析第三章
　其他主体法律制度　考点精讲及真题解析　本章同步自测题　本章同步自测题参考答案与解析第四
章　证券法律制度　考点精讲及真题解析　本章同步自测题　本章同步自测题参考答案与解析第五章
　合同法律制度　考点精讲及真题解析　本章同步自测题　本章同步自测题参考答案与解析第六章　
增值税和消费税法律制度　考点精讲及真题解析　本章同步自测题　本章同步自测题参考答案与解析
第七章　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　考点精讲及真题解析　本章同步自测题　本章同步自测题参考答案与
解析第八章　相关法律制度　考点精讲及真题解析　本章同步自测题　本章同步自测题参考答案与解
析2011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级会计资格《经济法》押题预测试卷(一)2011年全国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中级会计资格《经济法》押题预测试卷(二)2011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级会计
资格《经济法》押题预测试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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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经济法主体的分类　　对于经济法主体，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分类。
　　（一）经济法主体的分类　　1.从人们通常所了解的主体形态，可以将经济法主体分为国家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
在上述各类主体中，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主体。
　　2.根据经济法调整领域的不同，可以将经济法主体分为宏观调控法主体和市场规制法主体。
.（1）宏观调控法主体可以分为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市场规制法主体可分为规制主体和受制主体。
调控主体，例如：我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规制主体
，例如：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总局等。
其中，调控主体与规制主体是主导者，但受控主体和受制主体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并非完
全被动地受控或受制于人。
　　上述的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也可以从其他的角度进行分类。
例如，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还可以进一步分为立法主体和执法主体。
　　（2）依法接受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主体，包括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个人等。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情况较为复杂，如果它们从事经济法规定的行为，同样也要接受国家的宏观调
控和市场规制，并成为经济法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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