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中级财务管理》试题 (  一)

客观题答案速查

我做对了       题           若 我得了         分

一、单项选择题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D A C A A B A C D C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A A C B D A A B B B

二、多项选择题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D ABD BC AD ABCD ABCD AD ACD BC BC

三、判断题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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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级财务管理》试题(一)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 在作业成本法下，划分增值作业与非增值作业的主要依据是 (   )。

A. 是否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                    B. 是否有助于增加产品功能

C. 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产能                    D. 是否有助于增加顾客价值

【答案】  D

【考点】 作业成本 (第八章)            (更多资料+VX:1005062021)                     难易程度 易

本题     按照对顾客价值的贡献，作业可分为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所以选项D正确。

解析

相关     一项作业必须同时满足下列三个条件才可断定为增值作业：

2. 某公司股票的必要收益率为R，β系数为1.5，市场平均收益率为10%，假设无风险收益率和该公司股票的β系数不变，则市场

平均收益率上升到15%时，该股票必要收益率变为 (   )。

A. R+7.5%                                 B. R+22.5%

C. R+15%                                 D. R+5%

【答案】  A

【考点】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第二章)                                          难易程度

149

使用“会计云课堂” App或“微信”扫码对答案、看解析、掌握解题思路。开启轻松

过关之旅。

链接



2022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历年试题多维度精析 中级财务管理 下册

破题    列出两种情形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式→找两个式子必要收益率的关系。

思路

本题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该股票的必要收益率              𝑅 = 𝑅� + 𝛽 × (𝑅�−𝑅�)解析     当市场平均收益

率为10%时，该股票的必要收益率                𝑅 = 𝑅ᵣ + 1.5 × (10     ①当市场平均收益率为15%时，该股票的必要收

益率               𝑅₁ = 𝑅ᵣ + 1.5 × (15   ②②-①可得 R₁-R=7.5%,         则市场平均收益率上升到15%时，该股

票必要收益率为R+7.5%。

易错    市场收益率、市场风险收益率、某资产的风险收益率之间的区别，参见2021年试易混    卷(一) 判断题第2题【易

错易混】部分内容。

3. 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需考虑潜在普通股的影响，下列不属于潜在普通股的是 (   )。

A. 认股权证

B. 股份期权

C. 库存股

D. 可转换公司债券

【答案】 C

【考点】  上市公司特殊财务分析指标 (第十章)                                    难易程度 易

本题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指假设当期转换为普通股 (普通股股数增加) 会减少每股收益解析      的潜在普通股。潜在普通

股主要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股权证和股份期权等。选项C正确。

易错      可转换债券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分子、分母都需要在基本每股收益的基础公易混      式上进行调整：



注：当期发行可转换债券，分母调整用“发行日转换为普通股股数的加权平均数”；

以前年度发行可转换债券，分母调整用“当期期初转换为普通股股数的加权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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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级财务管理》试题(一)

4. 参与优先股中的“参与”，指的是优先股股东按确定股息率获得股息后，还能够按相应规定与普通股股东一起参与 (    )。

A. 剩余税后利润分配                           B. 认购公司增发的新股

C. 剩余财产清偿分配                          D.公司经营决策

【答案】 A

【考点】  优先股 (第四章)                                                难易程度 易

本题    持有人除可按规定的股息率优先获得股息外，还可与普通股股东分享公司的剩余解析    收益的优先股，称为

参与优先股。选项A正确。

5. 由于供应商不提供商业信用，公司需要准备足够多的现金以满足材料采购的需求，这种现金持有动机属于 (   )。

A. 交易性需求                              B. 投机性需求

C. 预防性需求                              D. 储蓄性需求

【答案】  A

【考点】 持有现金的动机 (第七章)                                           难易程度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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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提炼
分类标准 种类

优先股股息率是否固定 固定股息率优先股、浮动股息率优先股

在有可分配税后利润时， 是否必须向优先股股东

分配利润
强制分红优先股、非强制分红优先股

公司在某一时期所获盈利不足，导致当年可分配

利润不足以足额支付优先股股息时， 应付股息是

否累积到次年或以后某一年盈利时发放

累积优先股、非累积优先股

持有人除可按规定的股息率优先获得股息外， 是

否还可与普通股股东分享公司的剩余收益

注： 参与优先股只参与剩余收益分配， 不参与剩

余财产清偿

参与优先股、非参与优先股

在规定的时间内， 优先股股东或发行人是否可以

按照一定的转换比率把优先股转换成该公司普

通股

可转换优先股、不可转换优先股

是否允许发行公司按发行价加上一定比例的补偿

收益回购优先股
可回购优先股、不可回购优先股



2022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历年试题多维度精析 中级财务管理 下册

本题    企业的交易性需求是指企业为了维持日常周转及正常商业活动所需持有的现解析      金额。因为企业支付给

供应商的现金是由于维持日常经营导致的，所以选项A正确。

考点      持有现金的动机包括：

6. 已知 (F/P, 9%, 4) =1.4116,(F/P, 9%, 5) =1.5386, (F/A, 9%,4) =4.5731, 则(F/A, 9%, 5) 为 (   )。

A. 4.9847                                 B. 5.9847

C. 5.5731                                 D. 6.1117

【答案】  B

【考点】  年金终值 (第二章)                                             难易程度     中

破题      根据4期年金终值系数计算5期年金终值系数；

 = 𝐴 × (𝐹/𝐴,9
=A×[ (F/A,9%,4)×(1+9%) +1] (中括号内即为5期年金终值系数)

 (𝐹/𝐴,9。选项B正确。

注: A×(F/A,9%,4)×(1+9%) 只是把前4个A折到第5年, 没有考虑第5年的A，所以：     𝐹
5

= 𝐴 × 𝐹 𝐴,9%,4
× (1 + 9%) + 𝐴

𝑐

7. 按照财务战略目标的总体要求，利用专门方法对各种备选方案进行比较和分析，从中选出最佳方案的过程是 (   )。

A. 财务决策                              B. 财务控制

C. 财务分析                              D.财务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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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
交易性需求 为了维持日常周转及正常商业活动所需持有的现金额

预防性需求 持有现金应付突发事件

投机性需求 持有现金以抓住突然出现的获利机会

思路

 𝑛 = 4,年金终值      𝐹₄ = 𝐴 × (𝐹/𝐴,9本题

解析     n=5, 年金终值|     𝐹₅ = 𝐹₄ × (1 + 9



2020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级财务管理》试题(一)

【答案】 A

【考点】  财务决策 (第一章)                                                难易程度 易

本题     财务决策是指按照财务战略目标的总体要求，利用专门的方法对各种备选方案进解析     行比较和分析，从中选出最

佳方案的过程。选项A正确。

相关      财务决策是财务管理的核心。

链接

8. 关于证券投资的风险，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 价格风险属于系统性风险

B. 购买力风险属于系统性风险

C. 违约风险属于系统性风险

D. 破产风险属于非系统性风险

【答案】  C

【考点】 证券投资的风险 (第六章)                                           难易程度 易

本题     证券投资的系统性风险，是指由于外部经济环境因素变化引起整个资本市场不确解析     定性加强，从而对所有证券

都产生影响的共同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包括价格风险、再投资风险、购买力风险。非系统性风险是公司特有风险，包括违约风险

、变现风险、破产风险。违约风险属于非系统性风险，选项C错误。

易错     违约风险与破产风险：

9. 已知甲项目和乙项目的期望收益率分别为15%和10%，下列最适合比较二者风险程度的指标是 (   )。

A. 收益率的方差                            B. 收益率的标准差

C.期望收益率                              D. 收益率的标准差率

【答案】    D

【考点】 资产的风险及其衡量 (第二章)                                        难易程度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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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混
违约风险 破产风险

相同点 无法按时兑付证券资产利息和偿还本金

不同点 非破产的原因 强调破产清算事项



2022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历年试题多维度精析 中级财务管理 下册

本题    标准差率是一个相对数指标，它以相对数反映决策方案的风险程度。方差和标准解析    差作为绝对数，只

适用于期望值相同的决策方案风险程度的比较。对于期望值不同的决策方案，评价和比较其各自的风险程度只能借助于标

准差率这一相对数值。在期望值不同的情况下，标准差率越大，风险越大； 反之，标准差率越小，风险越小。选项D正确

。

易错      衡量风险的指标：

10.某企业采用公式法编制制造费用预算，业务量为基准量的100%时，变动制造费用为3000万元，固定制造费用为1000万元，则

预计业务量为基准量的120%时，制造费用预算为(   )万元。

A. 2600             B. 4800              C. 4600              D. 3600

【答案】 C

【考点】  预算的编制方法 (第三章)                                        难易程度 易

破题      根据题目条件“业务量为基准量的100%时”求出b, 得到 y=1000+3000x; 代入思路     x=120%, 解得总制造费

用y。

本题     根据成本性态，成本与业务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可用公式表示为：y=a+ bx。业解析      务量为基准量的100%时, 

变动制造费用=100%×b=3000, 可知                    𝑏 = 3000(万元)。所以当x=120%时, 制造费用

y=1000+3000×120%=4600(万元)。选项 C正确。

11. 在成熟资本市场上，根据优序融资理论，适当的筹资顺序是 (   )。

A. 内部筹资、银行借款、发行债券、发行普通股

B. 发行普通股、内部筹资、银行借款、发行债券

C. 内部筹资、发行普通股、银行借款、发行债券

D. 发行普通股、银行借款、内部筹资、发行债券

【答案】 A

【考点】  资本结构理论 (第五章)                                           难易程度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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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混
衡量整体风险 方差、标准差、标准差率

衡量系统性风险 贝塔系数β

期望值不衡量风险， 是衡量风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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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    优序融资理论以非对称信息条件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为前提，认为各种筹资方式解析     内外部信息交

换成本不一样，要根据信息交换成本由小到大选择筹资方式。根据优序融资理论，企业的筹资优序模式是内部筹资

→银行借款→发行债券→可转换债券→优先股→普通股。选项A正确。

相关     关于优序融资理论中筹资优序模式的解释：

(2) 可转换债券与优先股的顺序解释：两者都属于衍生工具，在债务筹资和股权筹资之间，而可转换债

券更趋近于债务筹资，所以在优序融资理论中优先于优先股。

12. 下列各项中，可以改变公司资本结构的是 (   )。

A. 股票回购           B. 股票股利            C. 股票分割             D. 股票合并

【答案】 A

【考点】 股利支付形式与程序、股票分割与股票回购 (第九章)                     难易程度 中

本题     股票回购会使资产减少、股东权益减少，所以会改变公司资本结构。股票股利解析     会使未分配利润

减少、股本(股本和资本公积) 增加，是股东权益内部的此增彼减，不会改变公司资本结构。股票分割和股票合并

都不会引起股本变化。选项 A正确。

相关     股票回购、股票分割、股票合并、股票股利的影响：

注：股票合并又称为股票反分割，是股票分割的相反操作。

13. 某公司发行债券的面值为100元，期限为5年，票面利率为8%，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发行价格为90元，发

行费用为发行价格的5%，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采用不考虑时间价值的一般模式计算的该债券的资本成本率为 (   )。

A. 8%              B. 6%                C. 7.02%             D.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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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1) 银行借款与发行债券的顺序解释：银行借款与发行债券都属于债务筹资，但银行借款有限制性条款

，债权人的权益更有保障，债权人需要了解的经营信息相对较少，所以优先利用银行借款，之后是发行

债券；

链接
项目 股票回购 股票分割 股票合并 股票股利

股数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每股市价、每股收益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每股面值 不变 减少 增加 不变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构 改变 不变 不变 改变

资本结构 改变 不变 不变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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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考点】 个别资本成本的计算(第五章)                                     难易程度 易

本题     该债券的资本成本率     =
100 × 8% × (1−25%)

90 × (1−5%)
= 7.02%。解析

(2) 发行价格和票面金额一致时，可用简便算法：资本成本率=票面利率×(1-所得税税率) /(1-筹资费

率)；发行价格和票面金额不一致时，资本成本率= [票面金额×票面利率×(1-所得税税率) ]/[发行价

格×(1-筹资费率) ]。

(3) 是否考虑所得税的问题：严格来说债务资本成本计算需要考虑所得税，但如果题目没有给出相关条

件则不考虑所得税。

14. 某公司取得借款500万元，年利率为6%，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一次还本，则该借款的实际利率为 (    )。

A. 6%              B. 6.09%               C. 6.18%             D. 12.36%

【答案】 B

【考点】 利率的计算 (第二章)                                            难易程度 易

本题     借款的实际利率      𝑖 = (1 + 𝑟/𝑚)ⁿ−1 = (1 + 6选项B正确。

解析

相关     如果题目给出本金及计息期收益，如本金100元，半年收益2元，则2/100=2%，

链接     即为计息期收益率r/m。

15. 下列各项中，属于销售预测定量分析方法的是 (   )。

A. 营销员判断法                          B. 专家判断法

C. 产品寿命周期分析法                      D. 趋势预测分析法

【答案】    D

【考点】 销售预测分析 (第九章)                                         难易程度 易

本题    销售预测的定量分析法一般包括趋势预测分析法和因果预测分析法两大类。选项解析     A、B、C都是销

售预测的定性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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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错

易混

(1) 债务资本成本指的是税后资本成本； 借款实际利率指的是税前的实际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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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销售预测方法的分类：

16. 某企业2019年利润总额为700万元，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金额为50万元，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资本化利息金额为30万元，

则2019年利息保障倍数为 (   )。

A. 9.375             B. 15                 C. 14               D. 9.75

【答案】 A

【考点】 偿债能力分析 (第十章)                                          难易程度 易

本题     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应付利息= (700+50) / (50+30) =9.375。

解析

易错

易混

财务费用中的利息费用是体现在利润表中的利息，资本化的利息也是需要支付的利息，但不体现在利润表当中

，不影响当期损益。

相关     利息保障倍数用以衡量偿付借款利息的能力，之所以用“息税前利润”除以“应链接     付利息”，是因为计

算出息税前利润后的下一步就是支付利息。

17. 某上市公司2019年每股收益为2元[1] ，年末每股市价为20元，每股净资产为5元，则该公司2019年末的市净率为 (   )。

A. 4               B. 2.86                C. 10                 D. 20

【答案】  A

【考点】 上市公司特殊财务分析指标 (第十章)                                  难易程度 易

破题     [1] 题目当中“每股收益为2元”为干扰项。

思路

本题      市净率=每股市价/每股净资产=20/5=4。选项A正确。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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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定性分析法 营销员判断法、专家判断法和产品寿命周期分析法

定量分析法 趋势预测分析法和因果预测分析法

相关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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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的特点，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 通过集合理财实现专业化管理

B. 基金投资风险主要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承担

C. 通过组合投资实现分散风险的目的

D. 基金操作权力与资金管理权力相互隔离

【答案】   B

【考点】  证券投资基金 (第六章)                                         难易程度  易

19. 下列各项中，属于内部筹资方式的是 (   )。

A. 发行股票          B. 留存收益            C. 银行借款           D. 发行债券

【答案】   B

【考点】  筹资的分类 (第四章)                                            难易程度 易

本题     内部筹资是指企业通过利润留存而形成的筹资来源，留存收益属于内部筹资。选解析     项 B正确。

20. 下列关于公司股票上市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

A. 股票上市有利于确定公司价值

B. 股票上市有利于保护公司的商业机密

C. 股票上市有利于促进公司股权流通和转让

D. 股票上市可能会分散公司的控制权

【答案】   B

【考点】 发行普通股股票 (第四章)                                          难易程度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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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

解析

投资基金是指基金投资者通过投资组合的方式进行投资，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根据协议收取相应的管理费和托管费，并不参与基金收益的分配，不承担基金投资的风险。选项B说法错误。

相关

链接
分类依据 分类

按企业所取得资金的权益特性不同 股权筹资、债务筹资及衍生工具筹资

按是否借助于金融机构为媒介来获取社会资金 直接筹资和间接筹资

按资金的来源范围不同 内部筹资和外部筹资

按所筹集资金的使用期限不同 长期筹资和短期筹资



2020年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级财务管理》试题(一)

本题      股票上市需要公司进行信息公开，这可能会暴露公司商业机密，选项B错误。

解析

二、多项选择题

1. 下列各项中，影响经营杠杆的因素有 (   )。

A. 债务利息             B. 销售量               C. 所得税             D. 固定性经营成本

【答案】  BD

【考点】  经营杠杆效应 (第五章)                                            难易程度  易

破题     通过经营杠杆系数的计算公式分析影响经营杠杆的因素。

思路

本题      经营杠杆系数=边际贡献/息税前利润，息税前利润=边际贡献-固定性经营成本=解析      (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销

售量-固定性经营成本，所以选项B、D正确。债务利息和所得税不影响息税前利润，如息税前利润是100万元，利息费用是20万元

，则税前利润是80万元；如果利息费用是30万元，则税前利润是70万元，利息费用影响税前利润，不影响息税前利润，要根据利

润表结构顺序判断影响关系。选项A、C影响财务杠杆，不影响经营杠杆。

考点      (1) 经营杠杆系数的定义公式：DOL=息税前利润变动率/产销业务量变动率；

易错     如果题目给出基期数据与预测期数据，利用简化公式计算经营杠杆系数，注意使易混     用基期数据。

相关    (1) 经营杠杆系数与安全边际率的关系：

注：图中阴影部分为变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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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    (2) 经营杠杆系数的简化计算公式：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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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杠杆系数=1/安全边际率。

(2) 总杠杆系数 DTL=财务杠杆系数 DFL×经营杠杆系数 DOL。

2. 在存货订货量决策中，下列关于保险储备的表述正确的有 (   )。

A. 保险储备增加，存货的缺货损失减小

B. 保险储备增加，存货中断的概率变小

C. 保险储备增加，存货的再订货点降低

D. 保险储备增加，存货的储存成本提高

【答案】  ABD

【考点】  最优存货量的确定 (第七章)                                       难易程度    中

本题     较高的保险储备可降低存货中断的概率和存货中断的损失，即降低缺货损失，解析     但也增加了存货的储

存成本。因此，最佳的保险储备应该是使缺货损失和保险储备的储存成本之和达到最低。所以选项A、B、D正确。再订货

点=预计交货期内的需求+保险储备，保险储备增加，存货的再订货点提高，所以选项C错误。

3. 下列各项中，可用于企业营运能力分析的财务指标有 (   )。

A. 速动比率

B.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C. 存货周转次数

D. 流动比率

【答案】  BC

【考点】  营运能力分析 (第十章)                                          难易程度 易

本题     营运能力主要指资产运用、循环的效率高低。一般而言，资金周转速度越快，解析     说明企业的资金管理

水平越高，资金利用效率越高，因此营运能力指标是通过投入与产出 (主要指收入) 之间的关系反映的，即周转率或周转

天数反映营运能力。所以选项B、C正确。选项A、D属于用于短期偿债能力分析的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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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

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35324121343012004

相关

链接

https://d.book118.com/835324121343012004



