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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单项选择题 
１．已知某企业目标资金结构中长期债务的比重为２０％，债务资金的增加额在０－
１００００元范围内，其利率维持５％不变。该企业与此相关的筹资总额分界点为
（  ）元。 
Ａ．５０００    Ｂ．２００００    Ｃ．５００００    Ｄ．２０００００ 
２．某完整工业投资项目的建设期为零，第一年流动资产需用额为１０００万元，流
动负债需用额为４００万元，则该年流动资金投资额为  （  ）万元。 
Ａ．４００     Ｂ．６００      Ｃ．１０００     Ｄ．１４００ 
３．在下列评价指标中，属于非折现正指标的是（  ）。 
Ａ．静态投资回收期 Ｂ．投资利润率 Ｃ．内部收益率 Ｄ．净现值 
４．某企业拟进行一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决策，设定折现率为１２％，有四个方案可
供选择。其中甲方案的项目计算期为１０年，净现值为１０００万元，（Ａ／Ｐ，１
２％，１０）＝０．１７７；乙方案的净现值率为－１５％；丙方案的项目计算期为
１１年，其年等额净回收额为１５０万元；丁方案的内部收益率为１０％。最优的投
资方案是（  ）。 
Ａ．甲方案   Ｂ．乙方案   Ｃ．丙方案   Ｄ．丁方案 
５．一般而言，下列已上市流通的证券中，流动性风险相对较小的是（  ）。 
Ａ．可转换债券   Ｂ．普通股股票   Ｃ．公司债券   Ｄ．国库券 
６．下列各项中，属于企业短期证券投资直接目的的是（  ）。 
Ａ．获取财务杠杆利益         Ｂ．降低企业经营风险 
    Ｃ．扩大本企业的生产能力     Ｄ．暂时存放闲置资金 
７．企业为满足交易动机而持有现金，所需考虑的主要因素是   （  ）。 
Ａ．企业销售水平的高低       Ｂ．企业临时举债能力的大小 
    Ｃ．企业对待风险的态度       Ｄ．金融市场投机机会的多少 
８．企业在进行现金管理时，可利用的现金浮游量是指（  ）。 
Ａ．企业账户所记存款余额    Ｂ．银行账户所记企业存款余额 
    Ｃ．企业账户与银行账户所记存款余额之差 
    Ｄ．企业实际现金余额超过最佳现金持有量之差 
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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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在确定最佳现金持有量时，成本分析模式和存货模式均需考虑的因素是
（  ）。 
Ａ．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     Ｂ．固定性转换成本 
   Ｃ．现金短缺成本           Ｄ．现金保管费用 
１１．某公司预计２００２年应收账款的总计金额为３０００万元，必要的现金支付
为２１００万元，应收账款收现以外的其他稳定可靠的现金流入总额为６００万元，
则该公司２００２年的应收账款收现保证率为     （  ）。 
Ａ．７０％         Ｂ．２０．７５％   Ｃ．５０％       Ｄ．２８．５７％ 
１２．对国有独资公司而言，下列项目中属于国有资本收益的是  （  ）。 
Ａ．企业所得税   Ｂ．净利润   Ｃ．资本公积   Ｄ．息税前利润 
１３．在下列股利分配政策中，能保持股利与利润之间一定的比例关系，并体现风险
投资与风险收益对等原则的是（  ）。 
Ａ．剩余股利政策        Ｂ．固定股利政策  



    Ｃ．固定股利比例政策    Ｄ．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 
１４．企业在利用激励性指标对责任中心进行定额控制时，所选择的控制标准是
（  ）。 
Ａ．最高控制标准        Ｂ．最低控制标准 
    Ｃ．平均控制标准        Ｄ．弹性控制标准 
１５．可以保持预算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并能克服传统定期预算缺点的预算方法是
（  ）。 
Ａ．弹性预算   Ｂ．零基预算   Ｃ．滚动预算   Ｄ．固定预算。 
１６．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增量预算基本假定的是（  ）。 
Ａ．增加费用预算是值得的     Ｂ．预算费用标准必须进行调整 
   Ｃ．原有的各项开支都是合理的 Ｄ．现有的业务活动为企业必需 
１７．对成本中心而言，下列各项中，不属于该类中心特点的是   （  ）。 
Ａ．只考核本中心的责任成本   Ｂ．只对本中心的可控成本负责 
   Ｃ．只对责任成本进行控制     Ｄ．只对直接成本进行控制 
１８．在投资中心的主要考核指标中，能使个别投资中心的利益与整个企业的利益统
一起来的指标是（  ）。 
Ａ．投资利润率   Ｂ．可控成本   Ｃ．利润总额   Ｄ．剩余收益 
１９．用于评价企业盈利能力的总资产报酬率指标中的“报酬”是指（  ）。 
Ａ．息税前利润   Ｂ．营业利润   Ｃ．利润总额   Ｄ．净利润 
２０．在下列经济活动中，能够体现企业与其投资者之间财务关系的是（  ）。 
Ａ．企业向国有资产投资公司交付利润 
    Ｂ．企业向国家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Ｃ．企业向其他企业支付货款     Ｄ．企业向职工支付工资 
２１．下列各项中，代表即付年金现值系数的是（  ）。 
Ａ．［（Ｐ／Ａ，ｉ，ｎ＋１）＋１］     Ｂ．［（Ｐ／Ａ，ｉ，ｎ＋１）－１］ 
   Ｃ．［（Ｐ／Ａ，ｉ，ｎ－１）－１］     Ｄ．［（Ｐ／Ａ，ｉ，ｎ－１）＋
１］ 
２２．某企业拟进行一项存在一定风险的完整工业项目投资，有甲、乙两个方案可供
选择。已知甲方案净现值的期望值为１０００万元，标准离差为３００万元；乙方案
净现值的期望值为１２００万元，标准离差为３３０万元。下列结论中正确的是
（  ）。 
Ａ．甲方案优于乙方案       Ｂ．甲方案的风险大于乙方案 
    Ｃ．甲方案的风险小于乙方案 Ｄ．无法评价甲乙方案的风险大小 
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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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在下列各项中，属于半固定成本内容的是（  ）。 
Ａ．计件工资费用         Ｂ．按年支付的广告费用 
   Ｃ．按直线法计提的折旧费用 
    Ｄ．按月薪制开支的质检人员工资费用 
２５．采用销售百分率法预测资金需要量时，下列项目中被视为不随销售收入的变动
而变动的是（  ）。 
Ａ．现金    Ｂ．应付账款     Ｃ．存货     Ｄ．公司债券 
二、多项选择题 
１．下列有关信用期限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Ａ．缩短信用期限可能增加当期现金流量 
   Ｂ．延长信用期限会扩大销售 
   Ｃ．降低信用标准意味着将延长信用期限 
   Ｄ．延长信用期限将增加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２．若上市公司采用了合理的收益分配政策，则可获得的效果有 （  ）。 
Ａ．能为企业筹资创造良好条件   Ｂ．能处理好与投资者的关系 
    Ｃ．改善企业经营管理           Ｄ．能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３．下列各项中，需要利用内部转移价格在有关责任中心之间进行责任结转的有
（  ）。 
Ａ．因供应部门外购材料的质量问题造成的生产车间超定额耗用成本 
   Ｂ．因上一车间加工缺陷造成的下一车间超定额耗用成本 
   Ｃ．因生产车间生产质量问题造成的销售部门降价损失 
    Ｄ．因生产车间自身加工不当造成的超定额耗用成本 



４．下列各项中，属于社会贡献率指标中的“社会贡献总额”内容的有（  ）。 
Ａ．工资支出               Ｂ．利息支出净额 
   Ｃ．应交或已交的各种税款   Ｄ．劳保统筹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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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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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控制权分散 Ｄ．资金成本高 
７．在事先确定企业资金规模的前提下，吸收一定比例的负债资金，可能产生的结果
有（  ）。 
Ａ．降低企业资金成本       Ｂ．降低企业财务风险 
   Ｃ．加大企业财务风险       Ｄ．提高企业经营能力 
８．下列各项中，可用于确定企业最优资金结构的方法有       （  ）。 
Ａ．高低点法           Ｂ．因素分析法 
   Ｃ．比较资金成本法     Ｄ．息税前利润—每股利润分析法 
９．与财务会计使用的现金流量表相比，项目投资决策所使用的现金流量表的特点有
（  ）。 
Ａ．只反映特定投资项目的资金流量 
   Ｂ．在时间上包括整个项目计算期 
   Ｃ．表格中不包括任何决策评价指标 
   Ｄ．所依据的数据是预计信息 
１０．下列各项中，属于投资基金优点的有（  ）。 
Ａ．具有专家理财优势       Ｂ．具有资金规模优势 
   Ｃ．可以完全规避投资风险   Ｄ．可能获得很高的投资收益 
三、判断题 
１．企业现金持有量过多会降低企业的收益水平。 （  ） 
２．采用剩余股利分配政策的优点是有利于保持理想的资金结构，降低企业的综合资
金成本。 （  ） 
３．企业在编制零基预算时，需要以现有的费用项目为依据，但不以现有的费用水平
为基础。 （  ） 
４．人为利润中心通常不仅要计算可控成本，而且还要计算不可控成本。（  ） 
５．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  ） 
６．在通货膨胀率很低的情况下，公司债券的利率可视同为资金时间价值。 
（  ） 
７．企业按照销售百分率法预测出来的资金需要量，是企业在未来一定时期资金需要
量的增量。 （  ） 
８．无论是经营杠杆系数变大，还是财务杠杆系数变大，都可能导致企业的复合杠杆
系数变大。 （  ） 
９．根据项目投资决策的全投资假设，在计算经营期现金流量时，与投资项目有关的
利息支出应当作为现金流出量处理。 （  ） 
１０．按投资基金能否赎回，可将其分为封闭型投资基金和开放型投资基金两种类
型。 （  ） 
四、计算分析题 
１．甲公司持有Ａ，Ｂ，Ｃ三种股票，在由上述股票组成的证券投资组合中，各股票
所占的比重分别为５０％，３０％和２０％，其β系数分别为２．０，１．０和０．
５。市场收益率为１５％，无风险收益率为１０％。 
Ａ股票当前每股市价为１２元，刚收到上一年度派发的每股１．２元的现金股利，预
计股利以后每年将增长８％。 
要求：（１）计算以下指标： 
①甲公司证券组合的β系数； 
②甲公司证券组合的风险收益率（ＲＰ）； 
③甲公司证券组合的必要投资收益率（Ｋ）； 
④投资Ａ股票的必要投资收益率。 
（２）利用股票估价模型分析当前出售Ａ股票是否对甲公司有利。 
２．ＭＣ公司２００２年初的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额为９０００万元，其中，公司债
券为１０００万元（按面值发行，票面年利率为８％，每年年末付息，三年后到
期）；普通股股本为４０００万元（面值１元，４０００万股）；资本公积为２００



０万元；其余为留存收益。 
２００２年该公司为扩大生产规模，需要再筹集１０００万元资金，有以下两个筹资
方案可供选择。方案一：增加发行普通股，预计每股发行价格为５元；方案二：增加
发行同类公司债券，按面值发行，票面年利率为８％。 
预计２００２年可实现息税前利润２０００万元，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３３％。 
要求：（１）计算增发股票方案的下列指标： 
         ①２００２年增发普通股股份数； 
         ②２００２年全年债券利息。 
（２）计算增发公司债券方案下的２００２年全年债券利息。 
（３）计算每股利润的无差异点，并据此进行筹资决策。 
３．某公司甲车间采用滚动预算方法编制制造费用预算。已知２００２年分季度的制
造费用预算如下（其中间接材料费用忽略不计）： 
２００２年３月３１日公司在编制２００２年第二季度－２００３年第一季度滚动预
算时，发现未来的四个季度中将出现以下情况： 
（１）间接人工费用预算工时分配率将上涨５０％； 
（２）原设备租赁合同到期，公司新签订的租赁合同中设备年租金将降低２０％； 
（３）预计直接人工总工时见“２００２年第二季度－２００３年第一季度制造费用
预算”表。 
假定水电与维修费用预算工时分配率等其他条件不变。 
要求：（１）以直接人工工时为分配标准，计算下一滚动期间的如下指标： 
     ①间接人工费用预算工时分配率； 
     ②水电与维修费用预算工时分配率。 
（２）根据有关资料计算下一滚动期间的如下指标： 
     ①间接人工费用总预算额； 
     ②每季度设备租金预算额。 
（３）计算填列下表中用字母表示的项目（可不写计算过程）： 
４．已知某公司２００１年会计报表的有关资料如下： 
要求：（１）计算杜邦财务分析体系中的下列指标（凡计算指标涉及资产负债表项目
数据的，均按平均数计算）： 
①净资产收益率； 
②总资产净利率（保留三位小数）； 
③主营业务净利率； 
④总资产周转率（保留三位小数）； 
⑤权益乘数。 
（２）用文字列出净资产收益率与上述其他各项指标之间的关系式，并用本题数据加
以验证。 
五、综合题 
１．某企业２００１年Ａ产品销售收入为４０００万元，总成本为３０００万元，其
中固定成本为６００万元。 
２００２年该企业有两种信用政策可供选用： 
甲方案给予客户６０天信用期限（ｎ／６０），预计销售收入为５０００万元，货款
将于第６０天收到，其信用成本为１４０万元； 
乙方案的信用政策为（２／１０，１／２０，ｎ／９０），预计销售收入为５４００
万元，将有３０％的货款于第１０天收到，２０％的货款于第２０天收到，其余５
０％的货款于第９０天收到（前两部分货款不会产生坏账，后一部分货款的坏账损失
率为该部分货款的４％），收账费用为５０万元。 
该企业Ａ产品销售额的相关范围为３０００－６０００万元，企业的资金成本率为
８％（为简化计算，本题不考虑增值税因素）。 
要求：（１）计算该企业２００１年的下列指标： 
①变动成本总额； 
②以销售收入为基础计算的变动成本率。 
（２）计算乙方案的下列指标： 
①应收账款平均收账天数； 
②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③维持应收账款所需资金； 
④应收账款机会成本； 
⑤坏账成本； 
⑥采用乙方案的信用成本。 



（３）计算以下指标： 
①甲方案的现金折扣； 
②乙方案的现金折扣； 
③甲乙两方案信用成本前收益之差； 
④甲乙两方案信用成本后收益之差。 
（４）为该企业作出采取何种信用政策的决策，并说明理由。 
２．为提高生产效率，某企业拟对一套尚可使用５年的设备进行更新改造。新旧设备
的替换将在当年内完成（即更新设备的建设期为零），不涉及增加流动资金投资，采
用直线法计提设备折旧。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３３％。 
相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已知旧设备的原始价值为２９９０００元，截止当前的累计折旧为１９００
００元，对外转让可获变价收入１１００００元，预计发生清理费用１０００元（用
现金支付）。如果继续使用该旧设备，到第５年末的预计净残值为９０００元（与税
法规定相同）。 
资料二：该更新改造项目有甲、乙两个方案可供选择。 
甲方案的资料如下： 
购置一套价值５５００００元的Ａ设备替换旧设备，该设备预计到第５年末回收的净
残值为５００００元（与税法规定相同）。使用Ａ设备可使企业第１年增加经营收入
１１００００元，增加经营成本２００００元；在第２－４年内每年增加营业利润１
０００００元；第５年增加经营净现金流量１１４０００元，使用Ａ设备比使用旧设
备每年增加折旧８００００元。 
经计算，得到该方案的以下数据：按照１４％折现率计算的差量净现值为１４９４
０．４４元，按１６％计算的差量净现值为－７８３９．０３元。 
乙方案的资料如下： 
购置一套Ｂ设备替换旧设备，各年相应的更新改造增量净现金流量分别为： 
ΔＮＣＦ＝－７５８１６０元，ΔＮＣＦ＝２０００００元。 
资料三：已知当前企业投资的风险报酬率为４％，无风险报酬率为８％。 
有关的资金时间价值系数如下： 
要求：（１）根据资料一计算与旧设备有关的下列指标： 
①当前旧设备折余价值； 
②当前旧设备变价净收入； 
（２）根据资料二中甲方案的有关资料和其他数据计算与甲方案有关的指标： 
①更新设备比继续使用旧设备增加的投资额； 
②经营期第１年总成本的变动额； 
③经营期第１年营业利润的变动额； 
④经营期第１年因更新改造而增加的净利润； 
⑤经营期第２－４年每年因更新改造而增加的净利润； 
⑥第５年回收新固定资产净残值超过假定继续使用旧固定资产净残值之差额； 
⑦按简化公式计算的甲方案的增量净现金流量（ΔＮＣＦ）； 
⑧甲方案的差额内部收益率（ΔＩＲＲ）。 
（３）根据资料二中乙方案的有关资料计算乙方案的有关指标： 
①更新设备比继续使用旧设备增加的投资额； 
②Ｂ设备的投资； 
③乙方案的差额内部收益率（ΔＩＲＲ）。 
（４）根据资料三计算企业期望的投资报酬率。 
（５）以企业期望的投资报酬率为决策标准，按差额内部收益率法对甲乙两方案作出
评价，并为企业作出是否更新改造设备的最终决策，同时说明理由。 

 关闭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