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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国家电网招聘考试财务类

《财务管理》考前必做 80 题

一、单项选择题

1.企业的财务活动就是企业的（ ）。

A.经营活动 B.资金运动

C.财务关系 D.商品经济

2.企业在资金运动中与各有关方面发生的经济关系是（ ）。

A.企业财务 B.财务管理

C.财务活动 D.财务关系

3.财务管理的本质是属于（ ）。

A.产品数量管理 B.产品质量管理

C.价值管理 D.劳动管理

4.财务管理的基本环节是（ ）。

A.筹资、投资与用资 B.预测、决策、预算、控制与分析

C.资产、负债与所有者权益 D.筹资、投资、资金运营和分配活动

5.财务管理最为主要的环境因素是（ ）。

A.经济环境 B.法律环境

C.金融环境 D.体制环境

6.资金时间价值是指没有风险和通货膨胀条件下的（ ）。

A.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 B.企业的销售利润率

C.利润率 D.企业的成本利润率

7.某人现在存入银行 1500元，利率 10%，复利计息，5年末的本利和为（ ）。

A.2601元 B.2434元

C.2416元 D.2808元

8.某人在五年后有 5000元到期债务需要偿还，从现在开始每年年末存入银行一笔等额的资

金，利率 10%，该人每年应存入（ ）。

A.1000元 B.721元

C.979元 D.834元

9.存本取息可视为（ ）。

A.即付年金 B. 永续年金

C.先付年金 D. 递延年金

10.已知甲方案投资收益率的期望值为 15%，乙方案投资收益率的期望值为 12%，两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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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存在投资风险。比较甲、乙两方案风险大小应采用的指标是（ ）。

A.方差 B.标准差系数

C.标准差 D.净现值

11.有形净值债务率中的“有形净值”是指（ ）。

A.有形资产总额 B.所有者权益

C.固定资产净值与流动资产之和 D.所有者权益扣除无形资产

12.某企业的期初资产总额为 1680万元，期末资产总额为 2000万元，净利润为 136万元，

该企业资产净利率为（ ）。

A.10% B.7.4%

C.8.3% D.9.5%

13.权益乘数是股东权益比率的倒数，它反映企业的（ ）。

A.盈利能力 B.资产管理效率

C.负债程度 D.经营风险

14.根据经验判定，一般要求流动比率保持在（ ）左右。

A.1：1 B.1：2

C.2：2 D.2：1

15.当公司流动比率小于 1时，增加流动资金借款会使当期流动比率（ ）。

A.增大 B.变小

C.不变 D.方向不定

16.根据财务管理理论，按照资金来源渠道不同，可将筹资分为（ ）。

A.直接筹资和间接筹资 B.内源筹资和外源筹资

C.权益筹资和负债筹资 D.短期筹资和长期筹资

17.某企业按年利率 5.8%向银行借款 1000万元，银行要求保留 15%的补偿性余额，则这项

借款的实际利率约为（ ）。

A.5.8% B.6.4%

C.6.8% D.7.3%

18.如果流动负债小于流动资产，则期末以现金偿付一笔短期借款所导致的结果是（ ）。

A.营运资金减少 B.营运资金增加

C.流动比率降低 D.流动比率提高

19.一般情况下，以下哪一项属于长期负债？（ ）

A.抵押贷款 B.应付账款

C.短期贷款 D.应收账款

20.债券发行时，当票面利率与市场利率一致（ ）。

A.等价发行债券 B.溢价发行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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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折价发行债券 D.平价发行债券

21.下列筹资方式中，资金成本最低的是（ ）。

A.长期债券 B.长期借款

C.优先股 D.普通股

22.在固定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经营杠杆系数与经营风险成正比关系

B.销售额与经营杠杆系数成正比关系

C.经营杠杆系数与经营风险成反比关系

D.销售额与经营风险成正比关系

23.下列对最佳资本结构的表述，正确的是（ ）。

A.最佳资本结构是使企业总价值最大，而不一定是每股收益最大，同时加权平均资金成本最

低的资本结构

B.最佳资本结构是使企业每股收益最大，同时加权平均资金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

C.最佳资本结构是使企业税前利润最大，同时加权平均资金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

D.最佳资本结构是使企业税后利润最大，同时加权平均资金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

24.按（ ）计算的加权平均资金成本更适用于企业筹措新资金。

A.账面价值权数 B.市场价值权数

C.目标价值权数 D.可变现净值权数

25.企业的（ ）越小，经营杠杆系数就越大。

A.产品售价 B.单位变动成本

C.固定成本 D.利息费用

26.现金的短缺成本与现金持有量的关系是（ ）。

A.两者成正比关系 B.两者成正比关系

C.两者无明显的比例关系 D.两者无任何关系

27.下列措施中不利于提高现金使用效率的是（ ）。

A.缩短销售的信用期 B.充分利用现金浮游

C.加快偿付应付账款 D.力争做到现金流入与流出同步

28.设企业年耗用某种材料 3600件，材料单价 4元，一次订货的订货成本 10元，单位存货

的年储存成本 0.80元，那么该企业一年订货（ ）次最经济。

A.6 B.12

C.24 D.36

29.下列各项中，属于项目投资决策非贴现评价指标的是（ ）。

A.投资利润率 B.获利指数

C.净现值 D.内含报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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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如果其他因素不变，一旦折现率提高，则下列指标中其数值将会变小的是（ ）。

A.净现值率 B.投资利润率

C.内含报酬率 D.投资回收期

31.下列不属于现金流出量的是（ ）。

A.营业现金支出 B.购买材料产品

C.折旧 D.固定资产的修理费

3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获利指数大于 1时，净现值大于零

B.内部收益率大于 1时，净现值大于零

C.投资利润率大于必要投资利润率时，净现值小于零

D.获利指数大于 1时，净现值小于零

33.如果某种证券的β系数为 1，则表明该证券（ ）。

A.基本没有风险 B.与市场上的所有证券的平价风险一致

C.投资风险很低 D.比市场上的所有证券的平价风险高一倍

34.某公司发行的股票，预期报酬率为 20%，最近刚支付的股利为每股 1元，估计股利年增

长率为 10%，则该种股票的价格为（ ）。

A.20 B.24

C.11 D.18

35.投资于国库券时可不必考虑的风险是（ ）。

A.利率风险 B.违约风险

C.购买力风险 D.再投资风险

36.在采用销售百分比法编制预期资产负债时，资产负债表中与销售额成固定的比率关系的

项目是（ ）。

A.流动资产 B.闲置固定资产

C.长期投资 D.递延资产与其他资产

37.根据销售成本、销售量与利润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预测销售收入的方法是（ ）。

A.因果分析法 B.时间序列法

C.结构分析法 D.本量利分析法

38.进行本量利分析时，如果可以增加销售额、降低固定成本、降低单位变动成本等途径实

现目标利润，那么一般讲（ ）。

A.首先需分析确定销售额 B.首先需分析确定固定成本

C.首先需分析确定单位变动成本 D.不存在一定的分析顺序

39.对于债券和股票，以下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债券的求偿权优先于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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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债券的投资风险小于股票

C.债券持有人不能参与公司决策，而普通股东有权参与公司决策

D.债券的成本高于股票成本

40.银行为国家重点建设而筹集资金所发行的债券属于（ ）。

A.政府债券 B.公司股票

C.金融债券 D.企业债券

41.在对存货实行 ABC分类管理的情况下，ABC三类存货的品种数量比重大致为（ ）。

A.0. 7:0. 2:0. 1 B. 0. 1:0. 2:0. 7

C.0. 5:0. 3:0. 2 D. 0. 2:0. 3:0. 5

42.在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商业信用融资内容的是（ ）。

A.赊购商品 B.预收货款

C.办理应收票据贴现 D.用商业汇票购货

43.下列有关增加股东财富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收入是增加股东财富的因素，成本费用是减少股东财富的因素

B.股东财富的增加可以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来衡量

C.多余现金用于再投资有利于增加股东财富

D.提高股利支付率，有助于增加股东财富

44.某公司年营业收入为 500万元，变动成本率为 40%，经营杠杆系数为 1.5，财务杠杆系数

为 2。如果固定成本增加 50万元，那么，总杠杆系数将变为（ ）。

A.2. 4 B.3

C.6 D.8

45.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生产分析的目标是实现价值链的优化，提高客户价值，从而增加企业盈利

B.动因分析可以帮助人们从源头对作业进行思考，对一项作业在价值链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做出初步判断

C.动因分析一般建立在人们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逻辑思考之上，是对价值链进行系统、

全面的分析

D.作业分析是生产分析的主要内容，是对生产过程中的各项作业的系统、全面分析

46.适合汽车修理企业采用的成本计算方法是（ ）。

A.品种法 B.分批法

C.逐步结转分步法 D.平行结转分步法

47.某项目需要投入 20万元，投产后年均收入 96000元，付现成本 26000元，预计有效期 10

年，按直线法提折旧，无残值。所得税率为 30%，则该项目的下列指标中不正确的是（ ）。

A.年营业现金流量为 55000元 B.回收期 3.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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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会计收益率 17.5% D.会计收益率 35%

48.半成品成本流转与实物流转相一致，又不需要进行成本还原的成本计算方法是（ ）。

A.逐步结转分步法 B.综合结转分步法

C.分项结转分步法 D.平行结转分步法

49.战略管理的首要环节是（ ）。

A.战略分析 B.战略制定

C.战略实施 D.战略决策

50.下列有关战略分析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外部因素分析关键在于揭示企业所面临的主要机会和威胁

B.SWOT分析的目的是找到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相匹配的战略

C.外部因素分析主要包括宏观环境分析、产业环境分析、核心竞争力分析和经营环境分析

D.价值链分析能够使企业识别经营活动中哪些业务能创造价值，哪些业务不能创造价值

二、多项选择题

1.利润最大化不能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其原因是没有考虑（ ）。

A.时间价值 B.权益资本净利率

C.风险价值 D.易受会计政策等人为因素的影响

2.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是（ ）。

A.投资决策 B.销售决策

C.股利决策 D.融资决策

3.按年金每次收付发生的时点不同，主要有（ ）。

A.普通年金 B.预付年金

C.递延年金 D.永续年金

4.下列指标反映企业营运能力的比率有（ ）。

A.应收账款周转率 B.资本保值增值率

C.存货周转率 D.社会贡献率

5.影响总资产净利率形成的因素有（ ）。

A.产品销售成本 B.所得税

C.预收账款 D.预付账款

6.下列各项中，属于筹资决策必须考虑的因素有（ ）。

A.取得资金的渠道 B.取得资金的方式

C.取得资金的总规模 D.取得资金的成本与风险

7.下列各项中，属于“吸收直接投资”与“发行普通股”筹资方式所共有缺点的有（ ）。

A.限制条件多 B.财务风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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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控制权分散 D.资金成本高

8.资金成本的作用有（ ）。

A.是选择资金来源、确定筹资方案的重要依据

B.是评价投资项目、决定投资取舍的重要标准

C.是衡量企业经营成果的尺度

D.是投资项目的机会成本

9.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法来计算留存收益成本时，需考虑的因素有（ ）。

A.无风险报酬率 B.股票的贝他系数

C.普通股市价 D.平均风险股票必要报酬率

10.确定最佳现金持有量的存货模式考虑的成本主要是（ ）。

A.机会成本 B.管理成本

C.短缺成本 D.转换成本

11.在长期投资中，属于建设期现金流出项目的有（ ）。

A.固定资产投资 B.开办费投资

C.经营成本节约额 D.无形资产投资

12.在复利计息，到期一次还本的情况下，债券票面利率与到期收益率不一致的情况有（ ）。

A.债券平价发行，每年付息一次 B.债券平价发行，每半年付息一次

C.债券溢价发行，每年付息一次 D.债券折价发行，每年付息一次

13.财务预测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

A.是财务决策的依据 B.是编制财务计划的前提

C.是财务管理的核心 D.是编制财务计划的依据

14.假设甲、乙证券收益的相关系数接近于零，甲证券的预期报酬率为 6%（标准差为 10%），

乙证券的预期报酬率为 8%（标准差为 15%），则由甲、乙证券构成的投资组合（ ）。

A.最低的预期报酬率为 6% B.最高的预期报酬率为 8%

C.最高的标准差为 15% D.最低的标准差为 10%

15.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有（ ）。

A.理想标准成本可以作为考核的依据

B.正常标准成本可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在标准成本系统中广泛使用

C.现行标准成本不可以用来对成本计价

D.基本标准成本不宜用来直接评价工作效率和成本控制的有效性

16.有一笔递延年金，前两年没有现金流入，后四年每年年初流入 100万元，折现率为 10%，

则关于其现值的计算表达式正确的有（ ）。

A.100×（P/S，10%，2）＋100×（P/S，10%，3）＋100×（P/S，10%，4）＋100×（P/S，10%，5）

B.100×[（P/A，10%，6）－（P/A，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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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0×[（P/A，10%，3）＋1]×（P/S，10%，2）

D.100×[（S/A，10%，5）－1]×（P/S，10%，6）

17.下列关于发放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的说法正确的有（ ）。

A.都不会对公司股东权益总额产生影响

B.都会导致股数增加

C.都会导致每股面值降低

D.都可以达到降低股价的目的

18.如果其他因素不变，下列会使看涨期权价值上升的有（ ）。

A.股票价格上升 B.执行价格提高

C.股价波动率增加 D.预期红利上升

19.根据不同情况将制造费用分摊落实到各成本责任中心的方法有（ ）。

A.直接计入 B.按责任基础进行分配

C.按受益基础进行分配 D.按承受能力基础进行分配

20.下列情况下，适宜采用产品开发战略的有（ ）。

A.企业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

B.企业的主业属于正在迅速全球化的产业

C.企业所在产业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D.企业所在产业属于适宜创新的高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

三、判断题

1.对一项房地产进行估价时，如果系统的估价方法成本过高，可以根据财务管理的信号传递

原则，观察近期类似房地产买卖双方的交易价格，将其作为估价的基础。 （ ）

2.如果可转换债券的面值为 1000元/张，转换比率为 20，则每张债券可以转换成 50股普通

股。 （ ）

3.如果某项目第 4年的销售收入为 500万元，付现成本为 200万元，计提折旧 50万元，所

得税税率为 40%，回收固定资产残值 25万元，回收垫支的流动资金 10万元。支付利息 2.68

万元，归还债务本金 53.72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则该年的实体现金流量为 235万元，债

权现金流量为 55.328万元，股权现金流量为 179.672万元。 （ ）

4.假设影响期权价值的其他因素不变，股票价格上升时以该股票为标的资产的欧式看跌期权

价值下降，股票价格下降时以该股票为标的资产的美式看跌期权价值上升。 （ ）

5.间接成本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大的情况下，产量基础成本计算制度往往会夸大高产量

产品的成本，而缩小低产量产品的成本。 （ ）

6.甲公司的固定成本（包括利息费用）为 600万元，资产总额为 100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50%，负债平均利息率为 8%，净利润为 800万元，该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0%，则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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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经营利润对销量的敏感系数是 1.14。 （ ）

7.固定成本是指在特定的产量范围内不受产量变动的影响，在一定期间内总额保持固定不变

的成本。 （ ）

8.在变动成本法下，产品成本中包括全部的变动成本而不包括固定成本，固定成本作为期间

成本在发生的当期全部直接转为费用。 （ ）

9.假设甲公司股票现在的市价为 10元，有 1股以该股票为标的资产的看涨期权，执行价格

为 6元，到期时间是 9个月。9个月后股价有两种可能：上升 25%或者降低 20%，无风险利

率为每年 6%。现在打算购进适量的股票以及借入必要的款项建立一个投资组合，使得该组

合 9个月后的价值与购进该看涨期权相等。则借款数额应该是 5.74元。 （ ）

10.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在财务管理工作中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利

益冲突。 （ ）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B 2.D 3.C 4.D 5.C 6.A 7.C 8.C 9.B 10.B

11.D 12.B 13.C 14.D 15.A 16.C 17.C 18.D 19.A 20.D

21.B 22.A 23.A 24.C 25.A 26.B 27.C 28.B 29.A 30.A

31.C 32.A 33.B 34.C 35.B 36.A 37.D 38.D 39.D 40.C

41.B 42.C

43.A【解析】股东财富可以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来衡量，利润可以推动股价上升，所以，

收入是增加股东财富的因素，成本费用是减少股东财富的因素，即选项 A的说法正确；股

东财富的增加可以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与股东投资资本的差额来衡量，所以，选项 B 的

说法不正确；如果企业有投资资本回报率超过资本成本的投资机会，多余现金用于再投资有

利于增加股东财富，否则多余现金用于再投资并不利于增加股东财富，因此，选项 C的说

法不正确；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与股东之间的交易也会影响股价（例如分派股利时股价下跌，

回购股票时股价上升等），但不影响股东财富，所以，提高股利支付率不会影响股东财富，

选项 D的说法不正确。

44.C【解析】方法一：因为，总杠杆系数＝边际贡献÷[边际贡献－（固定成本＋利息）]

边际贡献＝500×（1－40%）＝300（万元）

原来的总杠杆系数＝1.5×2＝3

所以，原来的（固定成本＋利息）＝200（万元）

变化后的（固定成本＋利息）＝200＋50＝250（万元）

变化后的总杠杆系数＝300÷（300－250）＝6

方法二：根据题中条件可知，边际贡献＝500×（1－40%）＝300（万元）

（1）因为，经营杠杆系数＝边际贡献÷（边际贡献－固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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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5＝300÷（300－原固定成本）

即：原固定成本＝100（万元）

变化后的固定成本为 100＋50＝150（万元）

变化后的经营杠杆系数＝300÷（300－150）＝2

原 EBIT＝300－100＝200（万元）

变化后的 EBIT＝300－150＝150（万元）

（2）因为，财务杠杆系数＝EBIT÷（EBIT－利息）

所以，2＝200÷（200－利息）

利息＝100（万元）

变化后的财务杠杆系数＝新 EBIT÷（新 EBIT－利息）＝150÷（150－100）＝3

（3）根据上述内容可知，变化后的总杠杆系数＝3×2＝6

45.C【解析】动因分析一般建立在人们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逻辑思考之上，而不是对价

值链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

46.B【解析】分批法适用的情况：（1）单件小批类型的生产；（2）一般企业中新产品试制或

试验的生产、在建工程以及设备修理作业等。

47.D【解析】年折旧＝200000÷10＝20000（元），年营业现金流量＝96000×（1－30%）－

26000×（1－30%）＋20000×30%＝67200－18200＋6000＝55000（元），回收期＝200000

÷55000＝3.64（年），会计收益率＝（55000－200000÷10）÷200000×100%＝17.5%。

48.C【解析】（1）逐步结转分步法包括综合结转分步法和分项结转分步法，在分项结转分步

法下，逐步计算并结转半成品成本，所以，半成品成本流转与实物流转相一致。具体地说，

将各步骤所耗用的上一步骤半成品成本，按照成本项目分项转入各该步骤产品成本明细账的

各个成本项目中。由此可知，采用分项结转法逐步结转半成品成本，可以直接、正确地提供

按原始成本项目反映的产品成本资料，因此，不需要进行成本还原。（2）综合结转分步法下，

逐步计算并结转半成品成本，所以，半成品成本流转与实物流转相一致。但是，由于各步骤

所耗用的上一步骤半成品成本，是综合结转入本步骤的，在没有设置半成品库时，下一步骤

的“直接材料”成本＝上一步骤的半成品成本，其中不仅仅包括真正的原材料成本，还包括

上一步骤的直接人工费和制造费用，由此导致最后一步的产品成本计算单中的“直接材料”

名不副实，最后一步的产品成本计算单中的数据不能真实地反映产品成本中直接材料、直接

人工费以及制造费用的比例关系。因此，不能直接、正确地提供按原始成本项目反映的产品

成本资料，所以需要进行成本还原。把最后一步的产品成本计算单中的“直接材料”的数据

逐步还原，把其中包括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费和制造费用分离开，这样才能真实地反映产

品成本中直接材料、直接人工费以及制造费用的比例关系。（3）在平行结转分步法下，并不

结转半成品成本（所以，半成品成本流转与实物流转不一致），最后一步的产品成本计算单

能够直接提供按原始成本项目反映的产品成本资料，能真实地反映产品成本中直接材料、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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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人工费以及制造费用的比例关系，所以不需要进行成本还原。

49.A【解析】战略管理是战略分析、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的循环，战略分析是战略管理的首

要环节。

50.C【解析】战略分析中的外部因素分析主要包括宏观环境分析、产业环境分析和经营环境

分析；核心竞争力分析属于战略分析中的内部因素分析的内容。

二、多项选择题

1.ACD 2.ACD 3.ABCD 4.AC 5.ABD 6.ABCD 7.CD

8.ABCD 9.ABD 10.AD 11.ABD 12.BCD 13.AD

14.ABC【解析】投资组合的预期报酬率等于单项资产预期报酬率的加权平均数，由此可知，

选项 A、B的说法正确；如果相关系数小于 1，则投资组合会产生风险分散化效应，并且相

关系数越小，风险分散化效应越强，投资组合最低的标准差越小，当相关系数为 0.2时投资

组合最低的标准差已经明显低于单项资产的最低标准差，而本题的相关系数接近于零，因此，

投资组合最低的标准差一定低于单项资产的最低标准差（10%），所以，选项 D不是答案。

由于投资组合不可能增加风险，所以，选项 C正确。

15.AC【解析】理想标准成本提出的要求太高，因此不能作为考核的依据，选项 A的说法不

正确；现行标准成本可以用来对存货成本计价，所以选项 C的说法不正确。

16.ACD【解析】本题中从第 3年初开始每年有 100万元流入，直到第 6年初。选项 A的表

达式是根据“递延年金现值＝各项流入的复利现值之和”得出的，“100×（P/S，10%，2）”

表示的是第 3 年初的 100 的复利现值，“100×（P/S，10%，3）”表示的是第 4 年初的 100

的复利现值，“100×（P/S，10%，4）”表示的是第 5年初的 100的复利现值，“100×（P/S，

10%，5）”表示的是第 6年初的 100的复利现值。选项 B是想按照教材中介绍的第二种方法

计算，其中的 n表示的是等额收付的次数，即 A的个数，本题中共计有 4个 100，因此，n

＝4；但是注意，第 1笔流入发生在第 3 年初，相当于第 2 年末，而如果是普通年金则第 1

笔流入发生在第 1年末，所以，本题的递延期 m＝2－1＝1，因此，m＋n＝1＋4＝5，所以，

选项 B的正确表达式应该是 100×[（P/A，10%，5）－（P/A，10%，1）]。选项 C和选项

D是把这 4笔现金流入当作预付年金考虑的，100×[（P/A，10%，3）＋1]表示的是预付年

金现值，表示的是第 3年初的现值，因此，计算递延年金现值（即第 1年初的现值）时还应

该再折现 2期，所以，选项 C的表达式正确；100×[（S/A，10%，5）－1]表示的是预付年

金的终值，即第 6年末的终值，因此，计算递延年金现值（即第 1年初的现值）时还应该再

复利折现 6期，即选项 D的表达式正确。

17.ABD【解析】股票股利是公司以发放的股票作为股利的支付方式。发放股票股利可以导

致股数增加，但是不会导致每股面值降低，也不会对公司股东权益总额产生影响（仅仅是引

起股东权益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发放股票股利后，如果盈利总额不变，市盈率不变，会由

于普通股股数增加而引起每股收益和每股市价的下降。股票分割是指将面值较高的股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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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面值较低的股票的行为。股票分割时，发行在外的股数增加，使得每股面值降低，每股盈

余下降；但公司价值不变，股东权益总额、股东权益各项目的金额及其相互间的比例也不会

改变。对于公司来讲，实行股票分割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增加股票股数降低每股市价，从而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18.AC【解析】对看涨期权来说，股票价格的上升，其价值上升；执行价格上升其价值下降，

所以，选项 A正确 B不正确；股价的波动率增加会使期权价值增加，所以，选项 C正确；

看涨期权价值与预期红利大小成反方向变动，所以，选项 D不正确。

19.ABC【解析】业绩评价中，对于制造费用的分摊方法包括：（1）直接计入责任中心；（2）

按责任基础分配；（3）按受益基础分配。

20.CD【解析】选项 A和选项 B适宜采用市场开发战略。

三、判断题

1.×【解析】这是根据财务管理的“引导原则”。“引导原则”只在两种情况下适用：一是理

解存在局限性，认识能力有限，找不到最优的解决办法；二是寻找最优方案的成本过高。本

题属于第二种情况。

2.×【解析】转换比率指的是每张债券可以转换成的普通股股数。

3.√ 【解析】税后经营利润＝（500－200－50）×（1－40%）＝150（万元），实体现金流

量＝150＋50＋25＋10＝235（万元），债权现金流量＝2.68×（1－40%）＋53.72＝55.328（万

元），股权现金流量＝235－55.328＝179.672（万元）。

4.√ 【解析】假设影响期权价值的其他因素不变，则股票价格与看跌期权（包括欧式和美式）

的价值反向变化，所以，原题说法正确。

5.√ 【解析】产量基础成本计算制度下，间接成本的分配基础是产品数量，每件“高产量”

产品与每件“低产量”产品分配的单位间接成本是相同的，而一般来说，高产量产品往往加

工比较简单，再加上数量的优势，导致单位产品耗费的间接成本比低产量产品单位耗费要少，

在间接成本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大的情况下，如果只是简单地平均分配，就可能会夸大

高产量产品的成本，而缩小低产量产品的成本。

6.√ 【解析】目前的税前经营利润＝800÷（1－20%）＋10000×50%×8%＝1400（万元），

税前经营利润对销量的敏感系数＝税前经营利润变动率÷销量变动率＝经营杠杆系数＝目

前的边际贡献÷目前的税前经营利润＝[800÷（1－20%）＋600]÷1400＝1.14。

7.×【解析】固定成本是指在特定的产量范围内不受产量变动影响，一定期间的总额能保持

“相对”稳定的成本。需要注意的是：一定期间固定成本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即对于产量来

说它是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月该项成本的实际发生额都完全一样，例如：照明用电在

相关范围内不受产量变动的影响，但是每个月实际用电度数和支付的电费仍然会有或多或少

的变化。所以，原题说法不正确，不能认为在一定期间内总额保持固定不变。

8.×【解析】全部的变动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中的变动成本和期间成本中的变动成本，在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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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法下，后者并不计入产品成本，而是作为期间成本。

9.√ 【解析】（1）上行股价＝10×（1＋25%）＝12.5（元），下行股价＝10×（1－20%）＝

8（元）；（2）股价上行时期权到期日价值＝12.5－6＝6.5（元），股价下行时期权到期日价值

＝8－6＝2（元）；（3）套期保值比率＝期权价值变化/股价变化＝（6.5－2）÷（12.5－8）

＝1；（4）借款数额＝（到期日下行股价×套期保值率－股价下行时期权到期日价值）÷（1

＋6%×9÷12）＝（8×1－2）÷（1＋4.5%）＝5.74（元）；【提示】在建立对冲组合时：股

价下行时期权到期日价值＝股价下行时到期日股票出售收入－偿还的借款本利和＝到期日

下行股价×套期保值比率－借款本金×（1＋r），由此可知：借款本金＝（到期日下行股价

×套期保值比率－股价下行时期权到期日价值）÷（1＋r）。

10.×【解析】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