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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審計-命題特色及趨勢】 
學校 考題分析 

台灣大學 1.題型分為兩部分，一部份為選擇題 30 題 60%，另一部份為申論題

3 題 40%，全部皆用中文出題，相較於近年來全部都是英文命題，

真是出乎意料。 

2.選擇題難度跟去年相比差不多，只差在中文或英文出題，但由於

中文題跟英文題解題的技巧與方是稍微不同，因此準備不能完全以

英文題為主。選擇題偏考觀念是否正確，不難但還是容易會把題意

搞混或誤解，建議有時間一定要再檢查。 

3.申論題也與前幾年有所不同，今年完全只考觀念的論述，相對近

年來都會出一兩題配合題去了解觀念是否會活用。而且今年申論題

考試方向比較偏向審計的基本定義大概占 20%，其餘 20%也是考內

部控制運用在分批成本制，這些應該都是我們能好掌握的部分。眾

觀前面敘述，這份考題較前幾年簡單，應盡把握。 

政治大學 1.考題大概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為問答題六題 64%，五題英文題

一題中文題；第二部分為選擇題 10 題 10%和 13 題 26%，全部英文

命題。 

2.選擇題跟問答題比重與近年來差不多，但是問答題與前幾年難度

有明顯降低，前幾年皆有出一兩大題文章很長而且很艱深的題目並

說明我們的看法，我們容易回答語命題老師要的不同；今年申論題

問題非常明確，都是要我們論述某些概念，答題較為簡單。 

3.選擇題難度跟近年來都差不多，有一定的基本題就要快速拿分。

正常來說，考試時間通常不足，選擇題答題要快，申論題先寫自己

比較有把握的，不懂的題目就盡量寫還有可能得一些分數，不建議

完全放棄。 

成功大學 1.考題分成選擇題 30 題 60%和申論配合題 5 題 40%，全部英文出

題。題目相對頗多，選擇題和配合題不能考慮太多，思緒要清晰，

答題要快一些。申論題也不好做答，兩三題都是依題目文章來作

答，更需要挑較有把握的題目先寫，此考題難度頗高，要拿高分頗

不容易。 

2.今年選擇題部分也出的比較少見的國外題目，因此理解題目的時

間增加，但還是建議盡可能不花太多時間在作思考。 

3.相較近年來題目，出題方式相同，選擇題也頗為類似，而且考題

與其他學校有時候頗為特殊，因此一定要多做考古題去模擬考試當

時狀況並且熟悉考題題型。 



志聖會研所│考題分析 

 
 

台北大學 1.考試題型有兩種，一為選擇題 20 題 40%，另一為配合問答題 3 題

60%，全部英文出題。考題皆為觀念上活用，考題不要求長篇大論

的答案，常用非常靈活的配合題也能區分考生程度。 

2.選擇題考試類型與近年來考題相近，記得多練習歷屆試題。問答

題部分，題型較為有變化，但是都有一定的難度，通常不是考基本

觀念，因此一定要讓觀念活用。 

3.問答題的考試內容可以收集 3 到 5 年的考題，可以觀察到較會出

題的內容，多加注意，出題機率高。例如：審計抽樣就連續今年和

去年都有出題。 

中興大學 1.考試題型分別為選擇題 25 題 50%，問答題 2 題 50%，全部英文出

題。與去年考試題型不同，去年僅考問答題 4 題。 

2.這兩年考題問答題都有出有關審計的各種風險的論述或者是審計

名詞的解釋，例如去年有考何謂偵測風險還有說明與比較誤述、遺

漏、錯誤和舞弊；今年考有關審計風險的限制論述。這部分較好作

答，應掌握住。 

3.選擇題部分今年考得不算難，用字也沒有很艱深，大致上考基本

觀念，所以不難作答。然而，問答題近年來都會出一題占分很重、

小題很多的論述題，每年考題內容也不一，建議這種題目就盡量回

答我們所學的並加以延伸我們的想法。 

中央大學 1.考試題型分別為選擇題 25 題 50%和 2 題伸論題 50%，全英文出

題。選擇題題目與其他學校大同小異，難度差不多，觀念清楚便可

以加快答題速度。 

2.由於此份考卷題數不多，最後兩題伸論題分數占分很重，所以應

留多一些時間來寫，而且其中一題考到 IRFS 實施後對審計人員的

影響跟因應措施，這題在下筆須要先統整自己的論述方向，並抓幾

個重點概念去描述，勿想到什麼寫什麼。 

3.最後一題伸論題，考說明比較審計抽樣中的元額單位法、傳統變

量抽樣法和非統計抽樣的異同，這題依課本上的比較表去延伸，並

論述一下三種方法的意義。考這種占分重的題目一定要在下筆前先

思考並統整答題內容，要讓你的論述支持你最後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