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利率与汇率

１． （ 　 　 ）是将来（或过去）的一笔支付或支付流在今天的价值。
Ａ． 现值 Ｂ． 单利 Ｃ． 复利 Ｄ． 年值

２． 债券票面收益与债券面值之比是（　 　 ）。
Ａ． 名义收益率 Ｂ． 到期收益率 Ｃ． 实际收益率 Ｄ． 持有期收益率

３． 根据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会引起非系统性风险的因素是（　 　 ）。
Ａ． 宏观形势变动 Ｂ． 税制改革 Ｃ． 政治因素 Ｄ． 公司经营风险

４． 以一定整数单位的本国货币为标准， 折算为若干单位的外国货币， 汇率的这种标价方法

是（　 　 ）。
Ａ． 应付标价法 Ｂ． 直接标价法 Ｃ． 间接标价法 Ｄ． 本币汇率

５． 按复利计算， 则 ｎ 年后的终值为（　 　 ）。
Ａ． ＦＶｎ ＝Ｐ（１＋ｒ×ｎ） Ｂ． ＦＶｎ ＝Ｐ（１＋ｒ）

ｎ Ｃ． ＦＶｎ ＝Ｐ（１＋ｒ ／ ｎ） Ｄ． ＦＶｎ ＝Ｐ（１×ｒ ／ ｎ）
６． 关于预期理论对利率的期限结构解释的说法， 正确的是（　 　 ）。

Ａ． 如果短期利率较低， 收益率曲线倾向于向下倾斜

Ｂ． 如果短期利率较高， 收益率曲线倾向于向上倾斜

Ｃ．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同到期期限的债券利率有反向运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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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同到期期限的债券利率有同向运动的趋势

７． 我国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Ｓｈｉｂｏｒ）是由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组成报价行确定的一

个算术平均利率， 其确定依据是报价行（　 　 ）。
Ａ． 报出的回购协议利率 Ｂ． 持有的国库券收益率

Ｃ． 报出的人民币同业拆出利率 Ｄ． 报出的外币存款利率

８． 根据利率的风险结构理论， 各种债权工具的流动性之所以不同， 是因为在价格一定的情

况下， 它们的（　 　 ）不同。
Ａ． 实际利率 Ｂ． 变现所需时间 Ｃ． 名义利率 Ｄ． 交易方式

９． 假定市场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为 ９％， 市场组合的标准差是 ２０％， 投资组合的标准差是

２２％， 无风险收益率为 ３％， 则市场组合的风险报酬是（　 　 ）。
Ａ． ３％ Ｂ． ６％ Ｃ． ９ ６％ Ｄ． ６ ６％

１０． 小李用 １００ 万元进行为期 ５ 年的投资， 年利率为 ７％， 一年计息一次， 按单利计算， 则

５ 年末投资者可得到的本息和为（　 　 ）万元。
Ａ． ３５ Ｂ． １１５ Ｃ． １３０ Ｄ． １３５

１１． （ 　 　 ）反映了有效投资组合预期收益率和标准差之间的均衡关系。
Ａ． 证券市场线 Ｂ． 资本市场线 Ｃ． 收益率曲线 Ｄ． 成本线

１２． 某债券的面值为 １００ 元， １０ 年期， 名义收益率为 ８％。 市价为 ９５ 元， 此时本期收益率

为（　 　 ）。
Ａ． ８ ４２％ Ｂ． ８％ Ｃ． ７ ８％ Ｄ． ９％

１３． 分割市场理论的假设条件是（　 　 ）。
Ａ． 在未来不同的时间段内， 短期利率的预期值是不同的

Ｂ． 不同到期期限的债券可以相互替代

Ｃ． 不同到期期限的债券无法相互替代

Ｄ． 投资者对某种到期期限的债券有着特别的偏好

１４． 官方或明或暗地干预外汇市场， 使市场汇率在经过操纵的外汇供求关系作用下相对平

稳波动的汇率制度是（　 　 ）。
Ａ． 固定汇率制 Ｂ． 自由浮动汇率制

Ｃ． 管理浮动汇率制 Ｄ． 钉住汇率制

１５． 流动性溢价理论认为， 长期债券的利率应等于（　 　 ）。
Ａ． 长期债券到期前预期短期利率的平均值与流动性溢价之和

Ｂ． 长期债券到期前预期短期利率的平均值与流动性溢价之差

Ｃ． 长期债券到期前预期短期利率的平均值与流动性溢价之商

Ｄ． 长期债券到期前预期短期利率的平均值与流动性溢价之积

１６． 流动性偏好理论认为， 当流动性陷阱发生后， 货币需求曲线是一条（　 　 ）的直线。
Ａ． 平行于横轴 Ｂ． 垂直于横轴 Ｃ． 向左上方倾斜 Ｄ． 向右上方倾斜

１７． 通常情况下， 当市场利率（债券预期收益率）低于债券收益率（息票利率）时， 发债企业

多采用（　 　 ）。
Ａ． 折价发行 Ｂ． 溢价发行 Ｃ． 等价发行 Ｄ． 止损价发行

１８． 利率期限结构理论中的预期理论认为（　 　 ）。
Ａ． 长期利率一定高于短期利率 Ｂ． 长期利率一定低于短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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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长期利率的波动大于短期利率的波动 Ｄ． 长期利率的波动小于短期利率的波动

１９． 两国货币的含金量之比是（　 　 ）。
Ａ． 铸币平价 Ｂ． 黄金输出点 Ｃ． 黄金输入点 Ｄ． 黄金输送点

２０． 假若金额为 １００ 元的一张债券， 不支付利息， 贴现出售， 期限 １ 年， 收益率为 ３％， 到

期一次归还。 则该张债券的交易价格为（　 　 ）元。
Ａ． ９７ Ｂ． １０６ Ｃ． １０３ Ｄ． ９７ ０９

２１． 如果 β 为 １ １， 市场上涨 １０％时， 股票上涨（　 　 ）。
Ａ． １０％ Ｂ． １１％ Ｃ． １％ Ｄ． １１０％

２２． （ 　 　 ）的隐含假定是， 当实体经济部门的储蓄等于投资时， 整个国民经济达到均衡状

态， 该理论属于“纯实物分析”的框架。
Ａ． 古典利率理论 Ｂ． 流动性偏好理论

Ｃ． 可贷资金理论 Ｄ． 预期理论

２３． 利率反映了特定信贷资金的（　 　 ）。
Ａ． 风险溢价 Ｂ． 终值 Ｃ． 损失 Ｄ． 现值

２４． 一般来说， 债券违约风险越大， 则其利率（　 　 ）。
Ａ． 越高 Ｂ． 越低 Ｃ． 无关 Ｄ． 为零

２５． 根据外汇交易的交割期限， 可以将汇率划分为（　 　 ）。
Ａ． 基本汇率与套算汇率 Ｂ． 即期汇率与远期汇率

Ｃ． 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 Ｄ． 买入汇率与卖出汇率

２６．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ＣＡＰＭ）中的贝塔系数测度的是（　 　 ）。
Ａ． 利率风险 Ｂ． 通货膨胀风险

Ｃ． 非系统性风险 Ｄ． 系统性风险

２７． 某人在银行存入 １０ 万元， 期限为两年， 年利率为 ６％， 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 如果按复

利计算， 两年后的本利和是（　 　 ）万元。
Ａ． １１ ２０ Ｂ． １０ ２３ Ｃ． １０ ２６ Ｄ． １１ ２６

２８． 近年来， 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是（　 　 ）。
Ａ． 先放开存、 贷款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 再逐步推进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化

Ｂ． 先放开存、 贷款市场利率和资本市场利率， 再逐步推进货币市场利率市场化

Ｃ． 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 再逐步推进存、 贷款利率市场化

Ｄ． 先放开资本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 再逐步推进存、 贷款利率市场化

２９． 目前， 我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外汇标价方法是（　 　 ）。
Ａ． 直接标价法 Ｂ． 间接标价法 Ｃ． 应收标价法 Ｄ． 单式标价法

３０．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 实行以（　 　 ）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
Ａ． 英镑 Ｂ． 黄金 Ｃ． 美元 Ｄ． 欧元

３１． 某投资人存入银行 １ ０００ 元， 一年期利率是 ４％， 每半年结算一次利息， 按复利计算，
则该笔存款一年后税前所得利息为（　 　 ）元。
Ａ． ４０ ２ Ｂ． ４０ ４ Ｃ． ８０ ３ Ｄ． ８１ ６

３２． 某机构投资者计划进行为期 ２ 年的投资， 预计第 ２ 年收回的现金流为 １２１ 万元， 如果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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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利每年计息一次， 年利率 １０％， 则第 ２ 年年收回的现金流现值为（　 　 ）万元。
Ａ． １００ Ｂ． １０５ Ｃ． ２００ Ｄ． ２１０

３３． １ 年期的零息债券， 票面额 １ ０００ 元， 如果现在的购买价格为 ９００ 元， 则到期收益率

为（　 　 ）。
Ａ． ９％ Ｂ． １１ １％ Ｃ． １０％ Ｄ． ６％

３４． 基金经理衡量基金业绩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　 　 ）。
Ａ． 杠杆比率 Ｂ． 贝塔系数 Ｃ． 夏普比率 Ｄ． 风险溢价

３５． 如果某公司的股票 β 系数为 １ ４， 市场组合的收益率为 ６％， 无风险收益率为 ２％， 则该

公司股票的预期收益率是（　 　 ）。
Ａ． ２ ８％ Ｂ． ５ ６％ Ｃ． ７ ６％ Ｄ． ８ ４％

３６． 目前， 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使用间接标价法， 除美国外还包括（　 　 ）。
Ａ． 法国 Ｂ． 德国 Ｃ． 英国 Ｄ． 日本

３７． 如果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 该国外汇供不应求， 则该国本币兑外汇的汇率的变动将

表现为（　 　 ）。
Ａ． 外汇汇率下跌 Ｂ． 外汇汇率上涨 Ｃ． 本币汇率上涨 Ｄ． 本币法定升值

３８． 假设一只股票年末每股税后利润预计为 ０ ８ 元， 市场利率为 ４％， 平均市盈率为 ２５ 倍，
则股票价格是（　 　 ）元。
Ａ． ４ Ｂ． １０ Ｃ． ２０ Ｄ． ３０

３９． 某证券公司拟进行股票投资， 计划购买甲、 乙、 丙、 丁四种股票， 已知四种股票的系

数分别为 １ ６、 １ ３、 ０ ９ 和 ０ ６， 某投资组合的投资比重为 ４０％、 ３０％、 ２０％和 １０％，
则该投资组合的 β 系数为（　 　 ）。
Ａ． １ １０ Ｂ． １ ２７ Ｃ． １ ６０ Ｄ． ４ ４０

４０． 根据古典利率理论， 利率决定于储蓄与投资的相互作用。 储蓄为利率的（　 　 ）， 投资

为利率的（　 　 ）。
Ａ． 递增函数； 递增函数 Ｂ． 递增函数； 递减函数

Ｃ． 递减函数； 递增函数 Ｄ． 递减函数； 递减函数

４１． 期限优先理论的假设条件是（　 　 ）。
Ａ． 在未来不同的时间段内， 短期利率的预期值是不同的

Ｂ． 不同到期期限的债券可以相互替代

Ｃ． 不同到期期限的债券无法相互替代

Ｄ． 投资者对某种到期期限的债券有特别的偏好

４２． 国债的发行价格低于面值， 是（　 　 ）发行。
Ａ． 折价 Ｂ． 平价 Ｃ． 溢价 Ｄ． 竞价

４３． 假定某金融资产的名义收益率为 ５％， 通货膨胀率为 ２％， 则该金融资产的实际收益率

为（　 　 ）。
Ａ． ２％ Ｂ． ２ ５％ Ｃ． ３％ Ｄ． ７％

４４． 持有期收益率与到期收益率的差别在于（　 　 ）。
Ａ． 现值不同 Ｂ． 年值不同 Ｃ． 将来值不同 Ｄ． 净现值不同

４５． 从发展历程看， 我国最初正式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是（　 　 ）。
Ａ． 放开债券市场利率 Ｂ． 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４·

零基础学经济师 必 １０００题 金融专业知识和实务（中级）



Ｃ． 放开银行间市场国债发行利率 Ｄ． 放开境内本币贷款利率

４６． 一般来说， 流动性差的债券的特点是（　 　 ）。
Ａ． 风险相对较大、 利率相对较高 Ｂ． 风险相对较大、 利率相对较低

Ｃ． 风险相对较小、 利率相对较高 Ｄ． 风险相对较小、 利率相对较低

４７． 假设未来 ２ 年中， １ 年期债券的利率分别是 ３％和 ４％， １ 年期和 ２ 年期债券的流动性溢

价分别为 ０ 和 ０ ２５％。 按照流动性溢价理论， 在此情况下， ２ 年期债券的利率应当

是（　 　 ）。
Ａ． ４％ Ｂ． ３ ５％ Ｃ． ３ ２５％ Ｄ． ３ ７５％

４８． 假设某证券的 β 值为 １ ３， 同期市场上的投资组合的实际利率比预期利润率高 １０％， 则

该证券的实际利润率比预期利润率高（　 　 ）。
Ａ． ３％ Ｂ． １０％ Ｃ． １３％ Ｄ． １３０％

４９． 官方按照预先宣布的固定汇率， 根据量化指标的变动， 定期小幅调整汇率。 这种汇率

制度是（　 　 ）。
Ａ． 传统钉住汇率制 Ｂ． 管理浮动汇率制

Ｃ． 爬行区间汇率制 Ｄ． 爬行钉住汇率制

５０． 下列各汇率制度中， 汇率弹性按照由小到大进行排列的是（　 　 ）。
Ａ． 货币局安排—传统钉住安排—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单独浮动

Ｂ． 水平区间钉住—传统钉住安排—货币局安排—爬行钉住—单独浮动

Ｃ． 独立浮动—爬行钉住—水平区间钉住—传统钉住安排—货币局安排

Ｄ． 独立浮动—货币局安排—传统钉住安排—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

５１． 下列关于可贷资金利率理论的说法， 错误的是（　 　 ）。
Ａ． 该理论认为利率是由可贷资金的供求决定

Ｂ． 该理论认为利率的决定并不取决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共同均衡

Ｃ． 借贷资金的需求来自投资流量和人们希望保有的货币量

Ｄ． 借贷资金的供给来自储蓄流量和货币供给量的变动

５２． 甲公司股票当前的理论价格为 １０ 元 ／ 股， 假设月末每股股息收益增长 １０％， 市场利率从

当前的 ８％下降为 ５％， 则甲公司股票的理论价格调整为（　 　 ）元。
Ａ． １６ ８ Ｂ． １７ ６ Ｃ． １８ ９ Ｄ． １９ ６

５３． 假定年贴现率为 ６％， ２ 年后一笔 １０ ０００ 元的资金的现值有（　 　 ）元。
Ａ． ８ ９００ Ｂ． ８ ９２９ Ｃ． ９ １００ Ｄ． ９ ７５０

５４．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日起， 我国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方式转换为（　 　 ）。
Ａ． 以存款基础利率为基准进行定价 Ｂ． 以 ＬＰＲ 为基准进行定价

Ｃ． 以市场利率为基准进行定价 Ｄ． 以固定利率为基准进行定价

５５． （ 　 　 ）认为， 到期期限不同的每种债券的利率取决于该债券的供给与需求， 其他到期

期限的债券的预期回报率对此毫无影响。
Ａ． 预期理论 Ｂ． 分割市场理论

Ｃ． 流动性溢价理论 Ｄ． 古典利率理论

５６． 以汇率形成机制为标准， 汇率可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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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基本汇率与套算汇率 Ｂ． 双边汇率与多边汇率

Ｃ． 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 Ｄ． 即期汇率与远期汇率

５７． 目前， 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是（　 　 ）。
Ａ． 货币局制度 Ｂ． 传统的钉住安排

Ｃ． 固定汇率制 Ｄ．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５８． 下列不属于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基本假定的是（　 　 ）。
Ａ． 无风险利率 ｒ 为常数

Ｂ． 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

Ｃ． 市场交易是连续的， 不存在跳跃式或间断式变化

Ｄ． 标的资产在期权到期时间之前不支付股息和红利

５９． 如果市场投资组合的实际收益率比预期收益率大 １０％， 某证券的 β 值为 １， 则该证券的

实际收益率比预期收益率大（　 　 ）。
Ａ． ８５％ Ｂ． ５０％ Ｃ． １０％ Ｄ． ５％

６０． 假定未来 ３ 年当中， １ 年期债权的利率分别为 ５％、 ６％和 ７％， 根据预期理论， ３ 年期的

利率为（　 　 ）。
Ａ． ５ ５％ Ｂ． ６％ Ｃ． ７％ Ｄ． ５％

６１． 关于债券违约风险的说法， 正确的是（　 　 ）。
Ａ． 公司债券的违约风险通常低于政府债券违约风险

Ｂ． 债券期限越长， 违约风险越低

Ｃ． 地方政府债券的违约风险通常低于中央政府债券的违约风险

Ｄ． 违约风险不同是导致到期期限相同的债券利率不同的重要原因

６２． 类似于传统钉住安排， 但波动幅度大于±１％的汇率安排是（　 　 ）。
Ａ． 水平区间内钉住汇率制 Ｂ． 爬行钉住汇率制

Ｃ． 爬行区间钉住汇率制 Ｄ． 单独浮动

６３． 本币贬值以后， 以外币计价的出口商品与劳务的价格下降， 以本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与

劳务的价格上涨， 从而（　 　 ）。
Ａ． 刺激出口和进口， 减少经常项目逆差

Ｂ． 限制出口和进口， 增加经常项目逆差

Ｃ． 刺激出口， 限制进口， 减少经常项目逆差

Ｄ． 限制出口， 刺激进口， 增加经常项目顺差

６４． 某银行以 ９００ 元的价格购入 ５ 年期的票面额为 １ ０００ 元的债券， 票面收益率为 １０％， 银

行持有 １ 年到期偿还， 那么持有期收益率为（　 　 ）。
Ａ． ３ ３％ Ｂ． ２２ ２２％ Ｃ． ３ ７％ Ｄ． １０％

６５． 认为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对外经济、 政治、 军事等诸方面联系的特征的

是（　 　 ）。
Ａ． 汇率制度选择的“发展论” Ｂ． 汇率制度选择的“自由论”
Ｃ． 汇率制度选择的“依附论” Ｄ． 汇率制度选择的“经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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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在我国， １ 美元＝ ６ ５ 元人民币， 这种汇率标价法属于（　 　 ）。
Ａ． 应付标价法 Ｂ． 应收标价法

Ｃ． 固定标价法 Ｄ． 间接标价法

Ｅ． 直接标价法

６７． 决定债券持有期收益率的因素有（　 　 ）。
Ａ． 票面收益 Ｂ． 通货膨胀率

Ｃ． 卖出价格 Ｄ． 购买价格

Ｅ． 汇率

６８． 股票价格的确定取决于（　 　 ）。
Ａ． 票面金额 Ｂ． 市场利率

Ｃ． 预期股息收入 Ｄ． 物价水平

Ｅ． 实际期限

６９． 经济开放程度低， 经济规模小， 或者进出口集中在某几种商品或某一国家的国家， 一

般倾向于实行的汇率制度有（　 　 ）。
Ａ． 浮动汇率制 Ｂ． 货币局制

Ｃ． 固定汇率制 Ｄ． 钉住汇率制

Ｅ． 弹性汇率制

７０． 目前， 解释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论主要有（　 　 ）。
Ａ． 预期理论 Ｂ． 分割市场理论

Ｃ． 流动性溢价理论 Ｄ． 古典利率理论

Ｅ． 可贷资金理论

７１． 包含应计利息的债券价格称为（　 　 ）。
Ａ． 全价 Ｂ． 净价

Ｃ． 利息 Ｄ． 肮脏价格

Ｅ． 溢价

７２．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路是（　 　 ）。
Ａ． 先外币、 后本币 Ｂ． 先存款、 后贷款

Ｃ． 先贷款、 后存款 Ｄ． 存款先大额长期、 后小额短期

Ｅ． 存款先大额短期、 后小额长期

７３． 影响债券利率风险结构的因素有（　 　 ）。
Ａ． 违约风险 Ｂ． 汇率水平

Ｃ． 流动性 Ｄ． 所得税

Ｅ． 操作风险

７４． 资产组合风险的决定因素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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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频率 Ｂ． 协方差

Ｃ． 方差 Ｄ． 与资产之间的联动关系

Ｅ． 构成组合的资产自身的波动率

７５． 汇率变动的决定因素包括（　 　 ）。
Ａ． 物价的相对变动 Ｂ． 国际收支差额的变化

Ｃ． 国际储备余额的变化 Ｄ． 市场预期的变化

Ｅ． 政府干预汇率

７６． 在二级市场上， 决定债券流通转让价格的主要因素有（　 　 ）。
Ａ． 票面金额 Ｂ． 汇率

Ｃ． 票面利率 Ｄ． 物价水平

Ｅ． 实际持有期限

７７． 关于连续复利的计算， 下列结论说法正确的有（　 　 ）。
Ａ． 每年的计息次数越少， 最终的本息和越大

Ｂ． 每年的计息次数越多， 最终的本息和越大

Ｃ． 随计息间隔的缩短， 本息和以递减的速度增加

Ｄ． 随计息间隔的缩短， 本息和以递增的速度增加

Ｅ． 复利计算的结果与单利相同

７８． 汇率变动对经济的直接影响有（　 　 ）。
Ａ． 汇率变动影响经济增长 Ｂ． 汇率变动影响外汇储备

Ｃ． 汇率变动影响货币政策 Ｄ． 汇率变动影响产业竞争力和产业结构

Ｅ． 汇率变动影响国际收支

７９． 资本资产定价理论模型假定包括（　 　 ）。
Ａ． 投资者总是追求投资效用最大化

Ｂ． 市场上存在无风险资产

Ｃ． 投资者是厌恶风险的

Ｄ． 投资者根据投资组合在单一投资期内的预期收益率和标准差来评价投资组合

Ｅ． 税收和交易费用均计算在内

８０． 关于预期理论的说法， 正确的有（　 　 ）。
Ａ． 短期利率的预期值是相同的 Ｂ． 长期利率的波动低于短期利率的波动

Ｃ． 不同期限的利率波动幅度相同 Ｄ． 短期债券的利率一定高于长期利率

Ｅ． 长期债券的利率等于预期的短期利率的平均值

８１． 关于债券收益率的说法， 正确的有（　 　 ）。
Ａ． 债券名义收益率等于债券票面收益与债券面值之比

Ｂ． 债券本期收益率等于本期获得的债券利息与债券本期市场价格之比

Ｃ． 债券到期收益率等于债券面值与债券期限之比

Ｄ． 债券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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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债券持有期收益率等于债券买入价与债券持有期收益之比

８２． 期权定价理论中， 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的基本假定有（　 　 ）。
Ａ． 无风险利率 ｒ 为常数

Ｂ． 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

Ｃ． 市场交易是连续的， 不存在跳跃式或间断式变化

Ｄ． 标的资产价格波动率为常数

Ｅ． 标的资产在期权到期时间之前不支付股息和红利

８３． 一般倾向于实行浮动汇率制或弹性汇率制的国家有（　 　 ）。
Ａ． 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国家

Ｂ． 进出口商品多样化或地域分布分散化的国家

Ｃ． 同国际金融市场联系密切的国家

Ｄ． 资本流出入较为可观和频繁的国家

Ｅ． 国内通货膨胀率与其他主要国家一致的国家

８４． 流动性溢价理论和期限优先理论解释了（　 　 ）。
Ａ．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同到期期限的债券利率表现出同向运动的趋势

Ｂ． 通常收益率曲线是向上倾斜的

Ｃ． 短期利率较低， 收益率曲线很可能是陡峭的向上倾斜的形状

Ｄ． 短期利率较高， 收益率曲线倾向于向下倾斜

Ｅ． 通常收益率曲线是平坦的

８５．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下一步的主要方向和任务包括（　 　 ）。
Ａ． 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 Ｂ． 推动商业银行利率定价协同

Ｃ． 引导和督促金融机构合理定价 Ｄ． 增强利率调控能力

Ｅ． 疏通货币政策传导

（一）
张先生需要借款 １０ ０００ 元， 借款期限为 ２ 年， 当前市场年利率为 ６％， 他向银行进行咨

询， Ａ 银行给予张先生单利计算的借款条件， Ｂ 银行给予张先生按年复利的借款条件， Ｃ 银

行给予张先生按半年计算复利的借款条件。
根据上述资料， 不考虑其他因素， 回答下列问题：

８６． 如果张先生从 Ａ 银行借款， 到期应付利息为（　 　 ）元。
Ａ． １ ０００ Ｂ． １ ２００ Ｃ． １ ４００ Ｄ． １ ５００

８７． 如果张先生从 Ｂ 银行借款， 到期时的本息和为（　 　 ）元。
Ａ． １１ ２１０ Ｂ． １１ ２１６ Ｃ． １１ ２３６ Ｄ． １１ ２４０

８８． 如果张先生从 Ｃ 银行借款， 到期时本息和为（　 　 ）元。
Ａ． １１ ２４５ Ｂ． １１ ２４６ Ｃ． １１ ２５２ Ｄ． １１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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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通过咨询， 张先生发现， 在银行借款， 如果按复利计算， 则（　 　 ）。
Ａ． 每年的计息次数越多， 最终的本息和越大

Ｂ． 随着计息间隔的缩短， 本息和以递减的速度增加

Ｃ． 每年的计息次数越多， 最终的本息和越小

Ｄ． 随着计息间隔的缩短， 本息和以递增的速度增加

（二）
Ａ 企业计划发行面额为 １００ 元， 期限为 ５ 年的债券 １０ 亿元， 该债券的票面利息为每年

１０ 元， 于每年年末支付， 到期还本付息， 当年通胀率为 ３％。
根据上述资料， 不考虑其他因素， 回答下列问题：

９０． 该债券的名义收益率是（　 　 ）。
Ａ． ７％ Ｂ． １０％ Ｃ． １３％ Ｄ． ５％

９１． 如果该债券市场价格为 ８０ 元， 则该债券的本期收益率为（　 　 ）。
Ａ． ７％ Ｂ． １０％ Ｃ． １２ ５％ Ｄ． １５ ５％

９２． 该债券的实际收益率是（　 　 ）。
Ａ． ３％ Ｂ． ７％ Ｃ． １０％ Ｄ． １３％

９３． 在债券发行时如果市场利率高于债券票面利率， 则（　 　 ）。
Ａ． 债券的购买价高于面值

Ｂ． 债券的购买价低于面值

Ｃ． 按面值出售时投资者对该债券的需求减少

Ｄ． 按面值出售时投资者对该债券的需求增加

（三）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坚持主动性、 可控性、 渐进性的原则，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人

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 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有

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自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 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扩大， 并形成双向

波动的格局。
根据上述资料， 不考虑其他因素， 回答下列问题：

９４． 以下因素中支持选择较大弹性汇率制度的是（　 　 ）。
Ａ． 经济开放程度高 Ｂ． 进出口商品地域分布分散化

Ｃ． 同国际金融市场联系密切 Ｄ． ＧＤＰ 高速增长

９５． 在此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中，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形成参考上一交易日的

（　 　 ）， 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买卖价格围绕中间价在一定幅度内浮动。
Ａ． 收盘价 Ｂ． 开盘价 Ｃ． 最高价 Ｄ． 最低价

９６． 在此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中， 增加外汇交易品种， 扩大外汇交易主体， 改进人

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 引入（　 　 ）， 人民币汇率弹性和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Ａ． 双向交易模式 Ｂ． 集合竞价制度 Ｃ． 询价模式 Ｄ． 做市商制度

９７． 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有（　 　 ）。
Ａ． 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 Ｂ． 我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美国

Ｃ． 提高本国利率水平 Ｄ． 外汇储备下降

（四）
ＡＩＢ 公司为扩大业务范围，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 共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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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值为 １００ 元、 票据利率为 ５％， 到期期限为 ３ 年的债券 １０ 亿元， 每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支付利

息， 到期还本付息， 假定未来 ３ 年市场利率一直保持为 ５％。
根据上述资料， 不考虑其他因素， 回答下列问题：

９８． 该债券的投资者每张债券第一年后收到的第一笔利息的现值为（　 　 ）元。
Ａ． ４ ５ Ｂ． ４ ５５ Ｃ． ４ ７６ Ｄ． ５ ０５

９９． 该债券的发行价格应为（　 　 ）元。
Ａ． ８６ ３８ Ｂ． ９０ ７ Ｃ． ９５ ２３ Ｄ．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该债券的投资者以发行价格买入该债券， 持有至到期的收益率为（　 　 ）。
Ａ． ７０％ Ｂ． ４ ５５％ Ｃ． ５％ Ｄ． ５ ２３％

１０１． 关于市场利率， 债券价格与收益之间关系的说法， 正确的有（　 　 ）。
Ａ． 市场利率上升， 债券价格下降 Ｂ． 市场利率下降， 债券价格不变

Ｃ． 债券价格越高， 到期收益率越高 Ｄ． 债券价格越低， 到期收益率越高

（五）
某公司拟进行股票投资， 计划购买甲、 乙、 丙三种股票组成投资组合， 已知三种股票

的 β 系数分别为 １ ５、 １ ０ 和 ０ ５， 该投资组合甲、 乙、 丙三种股票的投资比重分别为 ５０％、
２０％、 ３０％， 全市场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为 ９％， 无风险收益率为 ４％。

根据上述资料， 不考虑其他因素， 回答下列问题：
１０２． 该投资组合的 β 系数为（　 　 ）。

Ａ． ０ １５ Ｂ． ０ ８ Ｃ． １ ０ Ｄ． １ １
１０３． 投资者在投资甲股票时所要求的均衡收益率应当是（　 　 ）。

Ａ． ４％ Ｂ． ９％ Ｃ． １１ ５％ Ｄ． １３％
１０４． 关于投资组合风险的说法， 正确的是（　 　 ）。

Ａ． 当投资充分组合时， 可以分散掉所有的风险

Ｂ． 经营风险可以由投资组合予以降低或消除

Ｃ． 公司财务风险是可分散风险

Ｄ． 市场风险是不可分散风险

１０５． 下列说法中， 正确的是（　 　 ）。
Ａ． 甲股票所含系统风险大于甲、 乙、 丙三种股票投资组合风险

Ｂ． 乙股票所含系统风险大于甲、 乙、 丙三种股票投资组合风险

Ｃ． 丙股票所含系统风险大于甲、 乙、 丙三种股票投资组合风险

Ｄ． 甲、 乙、 丙三种股票投资组合风险大于全市场组合的投资风险

（六）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显示的人民币对主要币种的汇率中间价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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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亿元

币种
日期

２０２０－０１－０２ ２０２０－０５－２８

美元 ／ 人民币 ６ ９６１ ４ ７ １２７ ７

欧元 ／ 人民币 ７ ８１１ ３ ７ ８５２ ２

１００ 日元 ／ 人民币 ６ ４０６ ０ ６ ６１５ ４

英镑 ／ 人民币 ９ ２２６ ３ ８ ７４３ ３

澳元 ／ 人民币 ４ ８８４ ６ ４ ７１９ ９

加元 ／ 人民币 ５ ３６４ ７ ５ １８２ ０

人民币 ／ 南非兰特 ２ ０１２ ４ ２ ４３３ ６

人民币 ／ 俄罗斯卢布 ８ ８９９ ０ ９ ９０８ ９

人民币 ／ 韩元 １６５ ８４ １７３ １０

人民币 ／ 泰铢 ４ ３２２ ９ ４ ４７０ ７

根据上述资料， 不考虑其他因素， 回答下列问题：
１０６． 上表中， 运用间接标价法进行标价的币种是（　 　 ）。

Ａ． 韩元 Ｂ． 日元 Ｃ． 加元 Ｄ． 泰铢

１０７． 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 日相比， ５ 月 ２８ 日人民币对美元的变动情况是（　 　 ）。
Ａ． 贬值 ６ ６３％ Ｂ． 升值 ６ ６３％ Ｃ． 贬值 ２ ３９％ Ｄ． 升值 ２ ３９％

１０８． 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 日至 ５ 月 ２８ 日， 相对于人民币， 升值的货币是（　 　 ）。
Ａ． 澳元 Ｂ． 日元 Ｃ． 英镑 Ｄ． 泰铢

１０９．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 日至 ５ 月 ２８ 日期间，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可能带来的影响

是（　 　 ）。
Ａ． 出口需求降低 Ｂ． 刺激本国居民赴美国旅游

Ｃ． 跨境资金流入增加 Ｄ． 加大国内企业的美元债务负担

（七）
Ｎ 公司的财务总监在为企业挑选存款产品。 Ｆ 银行的客户经理为其推荐了两款产品。 产

品 Ａ 需要初期转入 １００ 万元， 以 ５％的年利率计息， 第 ５ 年末需要再次转入 １００ 万元， 继续

以 ５％的年利率计息； 第 １０ 年末可以将全部本息取出。 产品 Ｂ 需要在期初转入 １００ 万元，
以 ６％的年利率计息， 第 ５ 年末需要再次转入 １００ 万元， 以 ４％的年利率计息； 第 １０ 年末可

将全部本息取出。
根据上述资料， 不考虑其他因素， 回答下列问题：

１１０． 如果以复利计息， Ａ 产品到期后， Ｎ 公司可取出的本息合计为（　 　 ）。
Ａ． ２８１ ２５ 万元 Ｂ． ３００ 万元 Ｃ． ２００ 万元 Ｄ． ２９０ ５２ 万元

１１１． 如果以复利计息， Ｂ 产品到期后， Ｎ 公司可取出的本息合计为（　 　 ）。
Ａ． ２００ 万元 Ｂ． ２７６ 万元 Ｃ． ２８４ ４８ 万元 Ｄ． ３００ ７５ 万元

１１２． ９ 年末到期后， Ｎ 公司希望提前转让产品， 如果此时市场利率是 ３％， 那么转让价格最

有可能是（　 　 ）。

·２１·

零基础学经济师 必 １０００题 金融专业知识和实务（中级）



Ａ． １９４ ０２ 万元 Ｂ． ２９１ ９９ 万元 Ｃ． ２８２ ０６ 万元 Ｄ． ２７６ １２ 万元

１１３． 下列可以解释不同期限的利率风险结构的理论有（　 　 ）。
Ａ． 预期理论 Ｂ． 分割市场理论 Ｃ． 可贷资金理论 Ｄ． 流动性溢价理论

（八）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某只股票， ２０２１ 年末的每股税后利润为 ０ ５ 元， 市场利率

为 ３％。
根据上述资料， 不考虑其他因素， 回答下列问题：

１１４． 该只股票的理论价格是（　 　 ）元。
Ａ． ４ Ｂ． ５ Ｃ． １６ ７ Ｄ． ２０

１１５． 该只股票的市盈率是（　 　 ）倍。
Ａ． １５ Ｂ． ３３ ４ Ｃ． ６０ Ｄ． １５０

１１６． 股票理论价格的决定因素有（　 　 ）。
Ａ． 预期股息收入 Ｂ． 市场利率 Ｃ． 持有期限 Ｄ． 通货膨胀率

１１７． 根据股票理论价格分析， 投资者的行为选择是（　 　 ）。
Ａ． 当股票市价＜Ｐ ０时， 可继续持有该只股票

Ｂ． 当股票市价＜Ｐ ０时， 可买进该只股票

Ｃ． 当股票市价＞Ｐ ０时， 可买进该只股票

Ｄ． 当股票市价＝Ｐ ０时， 可继续持有或抛出该只股票

（九）
某贴现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８０ 元， 面值为 １００ 元， 期限为 ２ 年， 到期后按照票面金额

偿付。
根据上述资料， 不考虑其他因素， 回答下列问题：

１１８． 如果按年复利计算， 则该债券的到期收益率为（　 　 ）。
Ａ． １１ １％ Ｂ． １１ ４％ Ｃ． １１ ８％ Ｄ． １２ ５％

１１９． 如果按半年复利计算， 则该债券的到期收益率等于（　 　 ）。
Ａ． １１ １８％ Ｂ． １１ ４７％ Ｃ． １１ ５２％ Ｄ． １２ １８％

１２０． 如果按连续复利计算， 则该债券的到期收益率等于（　 　 ）。
Ａ． １１ １６％ Ｂ． １１ ３７％ Ｃ． １１ ８％ Ｄ． １２ ５％

１２１． 在收益固定的情况下， 按照案例中的资料进行计算， 结论正确的是（　 　 ）。
Ａ． 随着计算间隔的缩短， 年利率呈上升趋势

Ｂ． 如果追求高利率， 投资者会选择按年复利计息

Ｃ． 随着计算间隔的缩短， 年利率呈下降趋势

Ｄ． 如果追求高利率， 投资者会选择按连续复利计息

（十）
在金本位制度下， １ 英镑的含金量是 １１３ ００１ ６ 格令， １ 美元的含金量是 ２３ ２２ 格令，

从美国送到英国黄金运输费用是 ０ ０２ 美元， 二战后， ＩＭＦ 规定的一英镑的含金量是

３ ５８１ ３４， １ 美元的含金量是 ０ ８８８ ６７１。 后来在金块本位制和金汇总本位制下， 金平价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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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法定平价。
根据上述资料， 不考虑其他因素， 回答下列问题：

１２２． 铸币平价和法定平价均产生于（　 　 ）。
Ａ． 固定汇率制度 Ｂ． 浮动汇率制度

Ｃ． 爬行盯住汇率制度 Ｄ． 联系汇率制度

１２３． 在金本位制下， 英镑和美元的铸币平价是（　 　 ）。
Ａ． ４ ８５６ ５ Ｂ． ４ ８６６ ６ Ｃ． ４ ８７６ ７ Ｄ． ４ ８８６ ８

１２４． 本案例中美国对英国的黄金输送点是（　 　 ）。
Ａ． ４ ８４６ ６ Ｂ． ４ ８８６ ６ Ｃ． ４ ８８７ １ Ｄ． ４ ９２７ ７

１２５． 二战后英镑和美元的铸币平价是（　 　 ）。
Ａ． １ ３４ Ｂ． ２ ６９ Ｃ． ３ １１ Ｄ． ４ ０３

（十一）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王先生以 ９２ 元的市场价格购买了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 票面收益为

４ 元， 期限为 ２ 年的附息债券， 当期通货膨胀率为 ２％。 与此同时， 王先生也购买了 １ 年期

零息债券， 该债券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 购买价为 ９４ 元。
根据上述资料， 不考虑其他因素， 回答下列问题：

１２６． 假如王先生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利率会下降， 通胀率不变的情况下， 他可能采取的行为

有（　 　 ）。
Ａ． 提前卖出持有的债券

Ｂ． 相比于 １ 年期附息债券， 王先生更愿意增持 ２ 年期附息债券

Ｃ． 利率下跌后王先生再卖出债券

Ｄ． 将已买入的债券持有到期

１２７． 如果 Ｐ 为附息债券市场价格， Ｃ 为票面收益， Ｆ 为债券面值， ｒ 为到期收益率， ｎ 为债

券期限。 按年复利计算， 王先生购买的附息债券的到期收益率计算公式为（　 　 ）。

Ａ． Ｐ ＝ Ｃ ＋ Ｆ
（１ ＋ ｒ） ｎ Ｂ． Ｐ ＝ ∑

ｎ

ｔ ＝ １

Ｃ
（１ ＋ ｒ） ｎ

Ｃ． Ｐ ＝ ∑
ｎ

ｔ ＝ １

Ｃ
（１ ＋ ｒ） ｔ

＋ Ｆ
（１ ＋ ｒ） ｎ Ｄ． Ｐ ＝ ∑

ｎ

ｔ ＝ １

Ｆ
（１ ＋ ｒ） ｔ

１２８． 王先生同时购买的 １ 年期零息债券的到期收益率约为（　 　 ）。
Ａ． ４％ Ｂ． ６％ Ｃ． ６ ２６％ Ｄ． ６ ３８％

１２９． 王先生所购买的附息债券的名义收益率为（　 　 ）。
Ａ． ２％ Ｂ． ６％ Ｃ． ３％ 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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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

１３０． 金融市场客体是指（　 　 ）。
Ａ． 金融市场中介 Ｂ． 金融市场价格 Ｃ． 金融工具 Ｄ． 金融市场参与者

１３１． 将金融市场划分为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 是（　 　 ）。
Ａ． 按交易标的物划分 Ｂ． 按地域范围划分

Ｃ． 按交易中介划分 Ｄ． 按交易性质划分

１３２． 具有“准货币”特性的金融工具是（　 　 ）。
Ａ． 货币市场工具 Ｂ． 资本市场工具 Ｃ． 金融衍生品 Ｄ． 外汇市场工具

１３３． 根据交易目的的不同， 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的交易主体不包括（　 　 ）。
Ａ． 套期保值者 Ｂ． 长期投资者 Ｃ． 经纪人 Ｄ． 投机者

１３４． 我国债券市场的主体是（　 　 ）。
Ａ． 银行间市场 Ｂ． 交易所市场

Ｃ． 商业银行柜台市场 Ｄ． 主板市场

１３５． 金融市场主体中， 最活跃的交易者是（　 　 ）。
Ａ． 家庭 Ｂ． 企业 Ｃ． 金融机构 Ｄ． 服务中介

１３６． 下列不属于金融工具性质的是（　 　 ）。
Ａ． 期限性 Ｂ． 流动性 Ｃ． 收益性 Ｄ． 安全性

１３７． 证券投资基金的特征不包括（　 　 ）。
Ａ． 集合理财， 专业管理 Ｂ． 组合投资， 分散风险

Ｃ． 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 Ｄ． 独立托管， 保障本金

１３８． 银行发行的有固定面额、 可转让流通的存款凭证是（　 　 ）。
Ａ． 政府债券 Ｂ． 回购协议

Ｃ． 商业票据 Ｄ． 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

１３９． 短期融资券是指我国（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和交易并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

息的有价证券。
Ａ． 境内金融企业 Ｂ． 境外金融企业

Ｃ． 境外非金融企业 Ｄ． 境内非金融企业

１４０． 根据（　 　 ）划分， 基金可以分为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
Ａ． 组织形态 Ｂ． 运作方式 Ｃ． 投资理念 Ｄ． 募集方式

１４１． 债权凭证是依法发行， 约定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它反映了证券发行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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